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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学校》
福安一中，为

何能在“减负”与“高
考”的博弈中获得漂
亮的双赢？ 一切，都
源于学校 2010 年
开始的一场“直面课
堂”的改革。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基础教育的核

心使命应该如何定
位？我们该把怎样的
儿童交给世界？如何
实现基础教育的核
心使命？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一所有故事的

学校， 一个有故事
的校长， 一种沉淀
着故事的文化 ，本
期， 让我们共同关
注故事“浙鳌”。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一家仁，一国

兴仁；一家让，一国
兴让。 ”家族史往往
折射出整个民族的
历史，本期让我们关
注退休教师闫丰古
所著的《家事》。

8-9版

《现代课堂周刊》
本期， 周刊为

读者梳理了课堂教
学改革由 “第一代”
向“第三代”演变的
8 个标志，与读者共
同分享改革道路上
的一点一滴。

6-7版

《区域教育周刊》
教科研机构如

何在“贴地行走”中
更好地服务一线 ？
江苏省南通市教育
科学研究中心通过
“普惠教研、智慧服
务”活动，实现了新
突破。 4-5 版

“直指心灵”才是“真德育”
———对话吉林省延吉市教育局局长金昌律

在这里，教师能够在艺术教学和专业发展方面得到更大提升 在这里，教师能够走出校园进行艺术交流和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将会推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名家

中国教师书画院全国教师书法绘画高级研修班

授课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等知名教授及专家
授课内容：国画班/书法、水墨山水、花鸟、人物、写意画专题研修

（含教学班：书法、美术新课堂教学）
油画班/写生、风景、人物、油画创作、鉴赏研修
（含教学班：书法、美术新课堂教学）

中国教师书画院全国教师书法绘画高级研修班现面向全国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招生
（贫困山区、边疆地区、雅安灾区的教师提供免费名额。 有意向的教师，需提供当地教育局
和所属单位的推荐信或介绍信）。

研修期间，教师有机会参观知名画展或画廊，全程观摩书画大家创作过程，学员优秀
作品将在《中国教师报》发表，并颁发荣誉证书。

暑 期 班 国画班、书法班各 50 人
研修日期 2013 年 7 月 22 日-8 月 12 日

全 年 班 国画班、油画班各 50 人
研修日期 2013 年 9 月-2014 年 6 月

联 系 人 魏老师 梁老师
咨询电话 010-56181657

010-82296743
13366612008

传 真 010-82296668
邮 箱 zgjsshy@126.com

详情登录 http://www.zgjsshy.com

教育，抚平焦虑的良药
暑期到了，比天气更炎热、焦灼

的是人心。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考试分数

的公布，各种“考后焦虑症 ”纷纷涌
现，不少学生出现了紧张 、失眠 ，甚
至抑郁、自闭等情况。

其实 ，这种焦虑不是中 、高考
后才有的 ， 早在准备考试之前就
已经出现 。 而在一些家长那里 ，这
种 焦 虑 甚 至 已 经 延 伸 到 更 早 之
前 ， 体现为各种各样的选择性焦
虑 ，比如 “入园难 ”、“小升初 ”、“初
升高 ”等 ，尤其是到了考试的关键
阶段 ， 这种焦灼和痛苦就显得更
为强烈 。 与中国孩子的 “考试焦虑
症 ”相比 ，中国家长患上的 “集体
焦虑症 ”显然时间跨度更大 ，影响
更深 。

是因为有了家长的 “集体焦
虑”，才促成了孩子的“考试焦虑”？

但家长也有矛盾和苦衷 ，归根
结底指向———“怕输 ”，不能输在起
跑线上 ，不能输在幼儿园 ，不能输
在小学 ，不能输在初中 ，更不能输
在高中。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一些
家长试图 “放手 ”，为孩子 “减速 ”，
力图为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
环境。 但这种“放手”到了考试的关
键时期，都会在无形的社会压力和
现实面前“低头”。

然而，即使这些都赢了，是否就
意味着一个美好的开始、灿烂的未来？

学业负累 ，频繁加班 ，情绪郁
闷……“压力山大 ”成为公众挂在
嘴边的话语 ，当 “你幸福吗 ”成为
2012 年最热门的词汇时，各种各样
的调侃和自嘲的背后 ，已经不仅仅
是家长们的 “集体焦虑症 ”那么简
单，更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性焦虑。

为什么人们普遍感觉压力过
大、社会失调，追根溯源，还在于人
的发展和权利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
人的尊严和幸福没有得到足够关
注。 当人们习惯把进入一个好学校、
考出一个好分数、 谋求一个好职业
作为“成功”的标签时，其实在本质
上已经输掉了， 输掉了对幸福生活
的理解， 输掉了对社会公平和个人
价值的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
高就是硬道理” 和 “钱多就是硬道
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片面追
求一种畸形的价值观， 看似赢了物
质与体面，却失去了灵魂与精神。

“中国式焦虑 ”可休矣 ，我们需
要的是，真正关照自己的内心，寻求
内心的平静。 教育，不是制造焦虑的
行业， 而应该是
抚平和消弭焦虑
最好的良药。

■总编七日谈 101

中国教师报： 延吉市 “直指心灵的德
育”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提出来的？

金昌律：德育本身就是个“大课题”，即
解决“立德树人”的问题，教育原本就是“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 之所以我们
要确立“直指心灵”这个理念，是基于传统
德育中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 比如部分地
区和学校对德育工作重视不够， 德育内容
形式滞后，教育与实际相脱节，缺乏相应的
保障条件等， 从而有针对性地在调研后完
善政策和措施，找到破解“达·芬奇密码”的
金钥匙。

中国教师报：德育的主体究竟是谁？
金昌律：我们认为，不仅是学生、教师，

全社会都应该成为德育活动的积极参与
者。 这也是延吉德育的一大特色。 比如我们
已连续 4 年启动的“亲情周”，目前已经成
为整个延吉市全体市民最喜爱的节日，德
育对于公民素养的提升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具有显著意义。 当然，学校德育的主体显然
是学生。

中国教师报： 在德育中教育局如何发
挥主导作用？

金昌律： 延吉德育的另一个特色是上
下齐动，即教育局要做好“顶层设计”，学校
要做到“自成特色”，也就是各学校百花齐
放，创造经验，形成自己的特色。 所谓“顶层
设计” 是指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确立在德
育工作中的职能定位，即统筹全局、设计制

度、推动进展、做好评价、提升特色。

“直指心灵的德育”是一套“原创系统”

中国教师报： 可否把 “直指心灵的德
育”理解为从“心”出发的德育？

金昌律：可以这样理解。 延吉德育的第
三个特色是关注个体的“自我生成”。 “直指
心灵”即人的自觉和自省，其前提是关注人
的主体性存在。 “发挥主体”的德育过程是
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整体过程，这个过
程一定是以实践为依托， 是一个实践的过
程。 德育从根本上说是实践性的。 推动德育
的根本力量来自道德主体的内驱力。

中国教师报：如何概述“直指心灵的德
育”这套“原创体系”？

金昌律： 延吉德育大致可以概括为一
条主线、五个方面、四字目标、六个明确。

一条主线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为主线，培养共同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民族气节、时代创新精神。

五个方面即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
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品质教育。

四字目标即做人要仁、智、勇、冀。
六个明确是指六个工作思路。
中国教师报：仁、智、勇、冀是这套系统

的灵魂， 那么借用这四个传统的汉字能承
载新德育的伟大使命吗？

金昌律：我们对这四个字有自己的“新

解”。 仁，从大的方面讲要爱国爱民、孝敬父
母，从个体角度讲要自尊自爱、乐于服务；
智，不是指传统的智育或者考试成绩，而是
能让学生具有正确的人生选择， 富有自主
和创新能力；勇，是指敢担当、能担当，要具
有责任意识和意志品质； 冀， 则要志存高
远、追求高尚、拥有梦想、充满活力，还要给
人以希望。

从“德育”到“教育”

中国教师报：延吉市是如何把德育“明
确化”、“具体化”的？

金昌律：延吉德育围绕不同的主题，可
以说是校校百花齐放、班班精彩纷呈。我们
用六个工作思路把德育“明确化”，一是明
确信仰教育与其他教育具有同步性的关
系，旗帜鲜明地加强信仰教育，在具体操作
上， 每年清明节、 国庆节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二是明确德育目标整体性的特点，以亲
情教育和责任教育影响和带动诸多德育目
标的实现，这方面具体的操作是以“孝、慈、
敬、责”为核心，以系列主题活动为抓手，强
化亲情教育； 三是明确庄重严肃与生动活
泼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大力开展庄重礼
仪教育，繁荣校园文化，拓展校外教育，这
方面的抓手就是以改造学校文化和班级文
化为教育生态的系列活动； 四是明确通过
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良好互动来养成学生

健康行为习惯，把养成教育、环境教育、礼
仪教育相整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尝试，
如出台一系列“常识”、“守则”、“公约”，开
展“师生互相致礼问候”等活动；五是明确
“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阵地，每一个教师都
是一所学校，每天都是德育日”，充分发挥
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和教师的表率作用 ，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每周一案”、“一主三
辅”、“校园雷锋”等；六是明确科学的管理
机制，完善推进策略，形成合力，保障德育
目标的实现。 具体做法是“学校一起做，社
会共同做”。

中国教师报：“直指心灵的德育” 是如
何拓展到教育教学诸多领域的？

金昌律：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学校的
育人主阵地作用，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把
德育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以课程
德育为中心、实践育人为重点，进行了多方
面的有益探索， 努力增强了德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在德育内容上，首先，以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为重点， 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 将价值观教育纳入教育
教学计划中，有机地渗透、融合到各门课程
的教学环节中，体现出自我教育功能，这方
面我们正在研究“直指心灵的课堂”、“直指
心灵的评价”，进而要总结提炼出“直指心
灵的教育”。 前路漫漫，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 延吉教育会给关心我们的所有朋友一
份满意的答卷。

2012 年 11 月 28 日，本报曾以《延吉：直指心灵的德育》为题，报道了吉林省延吉市的德育先进经验，一石击水，“延吉经验”在广大读

者中产生了极大反响。这种德育模式，不仅解决了学生在成人成才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而且也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日前，记

者再次来到延吉，以“对话局长”、“延吉故事”的形式，全面探访这条由德育延伸到教育的改革新路径。

延吉市中央小学是一所纯粹的民族学
校，全校 1500 名师生 ，绝大多数都是朝鲜
族同胞。 校长千美淑开玩笑说，我们是一群
连汉语都说不顺溜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竟然能做出令
人刮目相看的教育。

这所学校不仅有着浓郁的 “民族 ”特
色，更体现出“教育现代化”学校完整的图
版，其在办学思想、育人理念、文化建设、学

校制度、师生关系等方面都有独到阐释。 这
所学校的孩子阳光、自信，能唱会跳，与众
不同，他们带给人的震撼是全方位的。

“中央”特色

在延吉， 人们习惯把中央小学简称为
“中央”。 走进中央小学，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明星舞台”。 在去年之前，学校每周四下午都

会有一场名曰“精彩 30 分”的班级文化演出，
可后来孩子们却不答应了。 六年级的学生代
表找到校长，情绪激动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他们说学校这么多班级， 一年也难得轮到自
己一回，更何况再过几个月要毕业了。 校长告
诉教师们说，既然孩子们这么喜欢，那就一天
一次。 从此，每天下午的 3 点，“中央”的全体
师生就跑出教室，开始了放学前的狂欢。

朝鲜族同胞本就能歌善舞， 自然，“中央”

是少不了艺术这套大餐的，他们的蓓蕾艺术团
曾经多次代表中国， 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和地
区。学校在一、二年级重点开设民族舞蹈课，创
编十几套校园舞，他们的学生人人至少会一样
乐器，伽倻琴、洞箫、民族锣鼓……课前、课间、
午间、放学前，只要是闲暇时，音乐就响起来，
连空气中都飘荡着音符。 乘着音乐的翅膀，在
诗与歌一般的教育里， 孩子们的童年自然是
“照他”（朝鲜语“快乐”之意）的。 （下转 2 版）

延吉故事

“中央”的教育
———吉林省延吉市中央小学德育纪实 □ 本报记者 李炳亭 康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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