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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一中校长王璞曾经在高二年级做
过一项调查，她发现有超过 60%的学生不爱
学习，即使是班里前几名的学生，也基本是
“被父母逼着来上学” 的。 她接着再调查下
去，孩子们的一席话让她震撼不已，他们说：
现在的高中，“先破坏我们的友情，再破坏我
们的爱情，最后连我们的亲情也不放过”。

王璞并不讳言被应试绑架的高中教育
的确存在诸多问题，然而，从教 30 多年的
她未料到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教育是什么？是唤醒、激发、释放。制度再
好，只是浅层次的管理。 王璞在想，这群 95后
的孩子到底是怎样想的？ 他们只是十四五岁
的孩子呀？ 为什么在另一个时代，有着同样年
纪的刘胡兰竟然会甘愿选择牺牲生命呢？ 刘
胡兰心里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2009 年 3 月， 王璞把她思考出来的那
个“东西”告诉了全校所有的人。 她说，我们
得大做“文化”的文章，用文化来凝聚灵魂、
滋养生命、引领人生，唯此才能“找到心、护
好心，心的火苗才不会熄灭”。

寻找“班魂”

教师韩丽萍是高二一班的班主任，也
是一中班级文化的“首席专家”，如今还带
着一帮新班主任徒弟。 她的高二一班班名
叫“正气班”，他们还有自己的“班呼”———
一班就是不一般！ “正气班”的目标是“养浩
然正气，做知识精英”。 他们还把自己的班
级公约称为“班级宪法”，用这部“宪法”来
管理班级。 “让外在他律变成自律”，教政治
的韩丽萍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也用在了她的
班级管理上了。

教师王桂香的班， 名字别具一格，叫
“乞力马扎罗的雪”。 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
名字，源于她的一次发现。 有一次，王桂香
在网上做了一个关于理想话题的虚拟调
查， 发现 95 后男孩子的梦想是当大款、开
豪车、住别墅，而女孩呢，她们的梦想竟然
是“傍大款”。 由此，教语文的王桂香想到了
著名硬汉海明威的名篇 《乞力马扎罗的
雪》。 她起这个班名的用意，就是告诉孩子
们，要学着像男主角那样：只要坚定信心，
有理想有抱负，人就不会没有希望。 在“乞
力马扎罗的雪” 班， 孩子们有这样一个共

识：基于学习、高于学习、超越学习。 他们
说，人生来不是满足物质享受的，而是要奉
献同类，人活着就要富有意义和价值。

教师都春霞的高三一班班名叫 “向日
葵”，班徽自然就是向着阳光绽放的向日葵
花了。 他们的精神目标是三个“意识”：责任
意识、求知意识、生命意识。

如今，在延吉一中，每周的升旗仪式，不
仅要升国旗，还要升班旗。 而在每一个班级，
不仅要有班旗， 每个小组还要有组旗。 王璞
说，延吉一中的“旗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图
腾，高高飘扬在精神的上空。 正如常常会因女
教师休产假而中途接任的“救火队员”张凤爱
老师说， 孩子们的眼睛近视了， 心不可再近
视。 她每接手一个班级，第一课永远是“理想
教育”。 接下来，“名人有约”、“辩论演讲”……
每一个主题班会都搞得有声有色。 张凤爱的
手机里， 至今存有她和学生互通的 700 多条
短信。 曾经有一个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以为活
着就是为了赚钱、享受，他甚至一度想要退学
去韩国打工，张凤爱一直在阻止他。 后来，这
位学生的父亲一个人去了韩国打工， 因为没
有赚到钱而卧轨自杀， 这件事对这位学生触
动很大，有一天，他找到张凤爱说：老师，我终
于明白了，一个人假如只为钱活着，注定是缺
乏意义的。 张凤爱心里的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一个以“狼”而名的班级

教师董庆军和他的“狼族部落”这回可
是大大出名了。

一年来，先后对“狼班”报道的媒体有
几十家。

刚被媒体披露 “用狼文化治理班级”

时，年轻的董庆军害怕了，他找到王璞问怎
么办？ 王璞也不敢轻易答复，于是她带着班
子成员蛰伏“狼群”一整天。 她眼睛里荡漾
着笑意，安慰董庆军说：你这是创新呀。 她
还在全校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 过去有些
文化是两张皮，董庆军的“狼文化”为一中
的班级文化建设整体升级打响了第一枪。

如今，“狼”班的孩子，不仅每个人都有
一个“狼名”，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狼学”
“专家”。 他们谈狼、说狼、画狼、爱狼、学狼。
狼在他们眼里，不是贪婪、狡猾、凶残的动
物，而是融化在他们血脉里、呼吸中的另一
个自己。

王璞喜欢称 “狼” 班的孩子为 “狼崽
子”。 在这群“狼崽子”的眼里，狼是一种精
神象征。 他们说，狼是非凡的，也是最具有
团队精神的。 “狼”班的“群狼精神”被提炼
为七种：1. 坚决吃肉，绝不吃草；2. 同进同
退， 群狼众心；3. 充分沟通， 绝对服从；4.
极富耐心，冷静沉着；5. 超强耐力，永不放
弃奔跑；6. 追求进步，懂得授狼以渔；7. 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

“小二狼 ”是一名漂亮的女同学 ，曾
经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 ，她略有腿疾 ，
这对于天性爱美的女孩子 ， 打击是巨大
的 。 然而 ，她说自己又有了好运气 ，正是
因为休学她才成为了 “群狼 ” 中的一匹
“狼 ”。 她对记者这样解释自己的狼名 ：
“我曾经因为疾病致残而心灰意冷 ，甚至
犯过 ‘二 ’，起这样一个名字 ，就是为了处
处儆戒自己永不放弃。 ”名叫“女狼”的另
一名女孩则毫不隐晦地告诉记者 ， 她的
理想是将来当一名国家领导人 ， 带领中
国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 。 “狼崽子 ”们每
个人都有理想 ，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 “理

想 ”是当大款 、傍大款的 。 他们把自己的
理想贴在墙上 ，“狼窝 ”墙壁上琳琅满目 ，
“狼王点将 ”、“群狼英雄榜 ”、“狼烟四起
群狼争霸”……

“狼王 ”董庆军也有狼名 ，叫 “大漠苍
狼”，“狼崽子”们都喜欢叫他“董哥”。 董哥
是一个很纯真的人，喜欢笑，笑起来满口白
牙，像狼，不过这头狼脾气很好，尤其是对
他的“狼族”真是仁至义尽。 董哥还很谦虚，
他说自己的班级要是没有师傅韩丽萍亲自
指导，不可能做成这样。

找到了“校魂”

班级文化建设，看似微不足道，但在延
吉一中，却成为寄托教育灵魂的重要载体。
从班级文化到年级文化， 从年级文化到校
园文化，如今的延吉一中，已经将文化深植
于自己的灵魂。

暑期到了， 有的学校开始给学生布置
各种作业，但延吉一中却别出心裁，开展暑
期 “七一工程”：1. 通读一遍各科教材 ；2.
每科精选一本习题并完成训练；3. 走进社
区参加一次公益劳动；4. 慰问一次孤寡老
人或留守儿童；5. 打工体验一天；6. 写一
篇“家乡 60 年生活变迁”的社会实践调查
报告；7. 每天锻炼一小时。

为此，有家长跑去质疑外号“夫子”的
佟晓冬老师：“别人的孩子假期都去补习，
你们怎么能让孩子去打工？ ”喜欢咬文嚼字
的“夫子”答曰：懂而生、知而长，不懂不生，
不知不长。

正是因为懂得， 这种校魂已经成为全
校所有教师和学生的共识,也成为延吉一中
鲜明的教育特色。

“中央”的教育

（上接 1 版）

除了“精彩 30 分”，学校千方百计给孩
子搭建展示自己的舞台，“中央” 仅课外活
动就多达 45 项，艺术社、体育社、门类众多
的研究社、各种生活体验社、电视台、小能
人风采社、 演讲团……他们还每周举办一
个节会。千美淑说，“中央”的孩子每一天都
在过节，有艺术节 、健身节 、读书节 、科技
节、运动会、个人展示会、发明节、爱心节、
环保节……

在千美淑的理念里 ， 如果说艺术育
情，那么礼仪则塑行。 朝鲜民族素来被称
为东方礼仪民族， 以注重礼仪闻名于世，
于是“中央”围绕知礼行礼 ，倡导 “雅行教
育”。 雅行教育的核心理念是“礼”和“孝”，
做人要“以孝起步，以礼为先”。 每一天，当
师生走进校门，要“互致问候”。 “师生互致
问候其实并不是一件小事 ， 这是对教育
观、生命观、价值观的考验。 一个不懂得尊
重学生 ，又高高在上的人 ，是做不到也做
不好的。 ”千美淑说，如今互致问候已经成
为学校的一道人文风景。

千万不要以为 “中央 ”的 “礼 ”就是互
致问候，他们有着对“礼仪文化”的深刻理
解。 礼仪文化不只是一些表面上的礼仪，
而已经成为孩子们自己的“六大规则”：1.
讲究礼貌 ；2. 排队等候 ；3. 不乱丢垃圾 ；
4. 爱护公共财物；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6. 互帮互助。 “规则的后头是习惯，习惯
的后头是素养，它改变了整个‘中央’的教
育生态，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和基本相近
的心智模式 。 ”千美淑告诉记者 ，在 “中
央”，孩子们把竞争“礼仪班级”和“生态教
室 ”作为班级莫大的荣耀去追求 ，把成为
“好孩子”作为自己的目标去追求。

如果说“礼”是没有字的“教科书”，那么
“孝”则是看得见的“通行证”。“中央”孝的教
育有“知情意行”4 个环节，重点在中、高年
级，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循序渐进地细化目
标，实施训练。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愚孝”，
而代之以“情”与“德”。 比如亲情体验训练
10 条，他们约定：1. 亲亲妈妈；2. 拥抱一下
妈妈，说“我爱您，妈妈！ ”；3. 为妈妈沏一杯
茶，说“辛苦了，妈妈！ ”；4. 为妈妈做一次
饭，哪怕是煮一包方便面；5. 为妈妈洗一次
衣服；6. 为妈妈洗一次脚；7. 为妈妈捶捶
背，揉揉肩；8. 亲手制作一件小礼物送给妈
妈；9. 为妈妈背诵一篇课文或讲一个故事、
表演一个节目；10. 写一封感谢信或一段感
谢的话给妈妈。

“礼 ”与 “孝 ”相互融合而成为一种文
明，体现在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交往中。

“琐碎”的教育

“烫伤了怎么办？ ”
“如果炒菜时被油溅到怎么办？ ”
“遇到房间失火怎么办？ ”
“放学路上遇到危险怎么办？ ”
……
“中央”就是从这样一些看似毫不起眼

的琐碎小事开启了他们的教育之门。
“没有生命，无所谓教育。 ”“中央”有好

几个模拟安全教育室， 仅此一项， 就分为
“居室内活动安全”、“客厅安全”、“卧室安
全”、“安全用电常识”。

如居室内活动安全就包括 4 项提示：
1. 不在居室内打闹；2. 需要登高时， 要请
他人加以保护， 注意防止摔伤；3. 住在高
层，不要将身体探出阳台或窗外，谨防坠楼

危险；4. 不要在居室内随便玩火。
如果不小心烫伤了怎么办 ？ 提示 ：1.

对自己有轻微红肿的轻度烫伤， 可以用冷
水反复冲洗 ；2. 烫伤部位已经起小水泡，
不要弄破它，可以在水泡周围涂擦酒精，用
干净的纱布包扎；3. 烫伤比较严重的，应
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假如受的是外伤怎么办？ 出现伤口并
不出血的，需要清洗伤口并擦涂消毒、消炎
的外用药，如消炎粉、红药水、创可贴等。

如果一个人在家做饭，假如油锅起火，
提示是：1. 蔬菜灭火法， 将被炒的蔬菜及
时投入锅内；2. 锅盖灭火法， 可用锅盖将
锅盖严；3. 干粉灭火法， 用干粉灭火器对
准起火点用力投放。此外，还有另一条醒目
的 “特别注意 ”：起火时 ，千万不可用水灭
火，水遇油会将油炸溅到锅外！

“中央”的生命教育里当然还包含着生
活的因子，甚至包括如何做出美味的酱汤。
从需要准备哪些原料，到如何使用刀具，都
有非常细致的说明与提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 的教育细化
到似乎像有“强迫症”。比如抹布如何洗涤，
放置在哪个位置；给人递东西时要用双手，
眼睛如何看视对方；发言时目光要对视，声
音要清晰、细柔；去厕所要先敲门，在卫生
间遇见人要点头、微笑，在走廊遇见要问好
……他们对完美的追求几近苛刻， 比如生
态教室评选， 只要教室门上有哪怕是一处
油漆脱落，对不起，不能达标！

有家长曾经问千美淑， 这样培养的学
生未来走向社会还不吃大亏？她回答说，如
果咱的孩子连这点小事都不会做， 才会真
的摔跟头、吃大亏呢。

只有 9 岁的朴智晟小朋友跟妈妈去酒

店用餐，邻桌的一位阿姨正过生日，他走过
去， 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真诚地说：“阿
姨，祝您生日快乐！ ”人家惊喜得切了块蛋
糕给他，并夸奖地问，“是中央小学的吧？ ”

在延吉市，很多人都能看出，走在大街
上，“中央”的小朋友不一样！

“中央”故事

与汉族学校不同，在“中央”，朝鲜语是
第一语言，汉语才是“外语”。汉语组清一色
的是女教师，一共 15 人，她们不仅撑起了
全校的汉语教学， 而且还成为全国赫赫有
名的教学先进班组，她们不仅荣获过“全国
巾帼文明岗”称号，而且个个身手不凡，几
乎人人都获得过市、州乃至国家级荣誉。她
们常被邀请去全国各地做示范，听说是“中
央”来的，她们一准会被很多人包围着问这
问那，她们每个人都有明星般的自豪感。

千美淑说， 不仅是汉语组，“中央”近
百年的办学历史，一代又一代人就是这样
将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学校的优良传统传
承下来的，“中央”人始终怀有一种精神信
仰砥砺着他们前行 。 千美淑一直感恩于
“中央”的教师，“中央”的教师每每谈及他
们的校长，言语中也满是钦敬和自豪。 千
美淑说，育人先育己 ，“中央 ”要求学生们
做到的 ，教师先要做到 ，而要求教师做到
的，校长必先做好。

千美淑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特殊的 “儿
子”，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父亲
患病瘫痪在床。多年来，她一直默默地帮助
着他， 这个不善言辞的孩子常常没事就跑
到学校来看她一眼， 转一圈， 话也不说就
走。有一天，他又来了，转了好一阵。她很好

奇地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他才吞吞吐吐地
说：“我都快高中毕业了，你别再给我钱了，
我能自立了。 ”她笑着看他，他突然不好意
思起来，又吞吞吐吐地问：“校长，我能叫您
一声妈妈吗？ ”她上前抱住了他，孩子呜呜
大哭，把她的肩头都弄湿了。

教师朴春梅的班上有这样一位女生，
不到 3 岁母亲就过世了，她平时胆怯，遇到
生人就浑身发抖，又喜欢撒谎。 为此，朴春
梅头痛不已，可校长告诉她，要用心读懂孩
子。 于是，朴春梅就不断找这个女孩唠嗑，
鼓励她，常常给她拥抱，并告诉她“老师很
爱你”。 有一次，这个女孩突然主动抱住了
朴春梅，深情地对她说：“老师，我在您身上
闻到了妈妈的味道。 ”

教研室主任李花说，我们“中央”学校
教师平均年龄 42 岁，可我们没有一个人觉
得老，因为我们有一个不老的校长。教师林
仁子 5 年前调到“中央”，她以前不怎么爱
看书，在校长的影响下，后来竟然也开始爱
看书了，连老公都觉得奇怪。她说，“是校长
改变了我的基因”。

被校长改变的教师可不止她们几个，
教汉语的李善玉，教英语的宋洋，教韩语的
李婷……每一个“中央”人，都在这样的氛
围中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别人。

李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 校长常常会
给“中央”的教师发一些“肉麻”的短信。 朴
春梅告诉记者， 自己一度曾经因为身体原
因而意志消沉， 可没想到有一天接到了校
长的短信：“朴老师， 我一直坚信你是一位
难得的、 优秀的教师， 我相信你能战胜疾
病，勇敢地走出来———‘爱你的校长’。 ”“那
一刻，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朴春梅说，那
是她在那个特殊时期，最为需要的“肉麻的

感动”。
为了“鼓励”和“表彰”校长，去年教师

节，全体教师特意为校长颁发了一面“全国
最美女校长”的精致匾额。千美淑说：“我获
得过数不清的荣誉， 但这面匾额我一直放
在办公室的案头，它激励着我，我为‘中央’
的每一个师生而骄傲。 ”

链接：
校长心语

教育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把学生装进
心里。

小学教育要做正确的事， 做儿童该做
的事， 不断满足学生的个性与社会性发展
的需要。

小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 “读书做
人”。不读书不行，光读书更不行。读书不仅
要读“有字”的书，还要读“无字”的书，那才
是真正的“大书”。

中央小学的目标就是给孩子最美好的
童年，让他们成为知礼懂事、有教养的人。

我们一直做的就是最“琐碎”的事，从
上学到放学， 从起床到睡觉。 没有这样的
“琐碎”，就不会有一生的“精彩”。

把属于孩子的还给孩子， 让他们自主
解决问题。

做教育要有五“心”，童心、爱心、真心、
上进心、耐心。

一块块平凡的石头可以建造出最伟大
的金字塔， 中央小学的光彩由每一位师生
的光芒汇聚而成，无论身处什么位置，每个
人都无可替代，尽本分、勇担当，让我们与
“中央”共成长。

我运动，我快乐

寓教于“魂”
———吉林省延吉市一中的班级文化

□ 本报记者 李炳亭 康秋菊

董庆军自述：寓教于“狼”
我提出群狼精神， 因为我教

的 95 后学生， 他们不仅像哪吒、
红孩儿、金刚葫芦娃一样叛逆，而
且人生的奋斗目标很不明确。

记得，在刚带班之际，我开过
一次班级畅谈会：你们的理想是什
么。 一个班级 56 人， 竟然会有 17
个学生说，我是被父母逼着上高中
的，将来干什么，不知道！

班主任不快乐，家长不快乐，
学生更不快乐， 所以我要让他们
快乐起来。 同时，还要让他们有人
生的目标。 忽然有一天，我记起了
大学时代读过的那本 《狼图腾》。
能不能把它拿到我的班级中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总
结，群狼文化走进了现在的班级。
从班级的环境建设， 到学生个性
签名、班服、班旗、班徽、班规的制
定， 再到以群狼文化为主题的各
项班级活动，都开展得很顺利，因
为学生喜欢，所以乐于接受。

而我之所以选择 “群狼精
神”，是因为我想到 ：狼首先是群
居动物，它们是一个团队，班级也
是。 关于狼文化的教育故事 ，视
频、书籍等非常多，这给我的教育
提供了诸多帮助。

狼的精神与以往的班级精神
相比，不单调，很全面：像忍耐，坚
持，团结，感恩等很多方面。 还有，
群狼精神很有实战性， 不是停留
在口头或流于形式。 传统的精神
教育， 学生从小到大都在被动接
受，不会对他有多大激励性。 而用
群狼精神感染学生很有趣， 学生
印象深刻，更喜欢。

我认为班级文化建设任重道
远，让学生快乐地拥抱学习，快乐地
接受老师。 当精神引领和实际行动
相结合时，才会直指学生心灵。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