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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当下， 很多学校实行并推广 “蹲班
制”，即班主任除上课、开会及学校安排
的其他活动外， 一律在自己的班上维持
纪律。 有的学校规定， 班主任早上 6 点
10 分前、 中午 1 点 10 分前必须到班级
“蹲班”， 值班领导检查， 并把班主任的
“到位”早晚和次数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
依据。 学生进了教室后， 在老师的监管
下，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会被学校、年
级组扣分， 严重时还会影响文明班级的
评选和班主任的绩效考核。于是，我们看
到学生进了教室，话不能说，身不敢动，
就连去厕所也要向班干部或班主任请
假。这种“蹲班制”的管理方式，我实在不
敢苟同。

“蹲班制”是去人性化的管理行为。
课堂绝不是教师主宰的、死气沉沉的“教
堂”，而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富有灵气的
“学堂”。对学生的管理要有纪律、制度作
保障， 但纪律和制度要科学， 要讲究人
性，要讲究管理的情感性、创新性和灵动
性。但在教育实践中，由于缺少对学生生
命的关照，学生感受到的常常是压抑、痛

苦，享受不到学习的乐趣，提起学习就头
疼，想到上学就害怕，见到教师就打怵，
导致学校教育还没开始就失败了。 学校
不是监狱，班级不是看守所，教师不是狱
警，学生不是犯人。我们不能扼杀学生的
童年，不能泯灭学生的童趣，不能漠视学
生的童真，而应让学生快乐、活泼、健康
地成长。

“蹲班制”是应试教育的凸显。 教育
不应以牺牲学生当下的快乐为代价去追
求明天的幸福， 更不应以牺牲学生的生
命健康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分数。“严防
死守”式的管理，何谈尊严？何谈快乐？只
有把学生看作有尊严的人， 教育才能回
归本位。

教育需要管理，但我们决不能用“圈
养”的方式来管理学生。 对学生要“管”，
但要少“管”多“理 ”，更要善 “理 ”，要把
“管 ”与 “理 ”有机结合起来 ，把 “收 ”与
“放”结合起来，把“严”与“宽”结合起来，
让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相得益彰， 决不能
靠强压、靠捆绑、靠死盯。我一直认为：孩
子的欢乐就是最佳的教育教学效果，孩

子的成长记忆就是对学校教育和教师的
最好评价。勤奋学习永远需要倡导，但要
求学生勤奋刻苦要建立在尊重学生身心
发展特点和规律之上。给学生“松绑”，给
学生 “减负 ”，给学生 “降压 ”，这不是口
号，而是行动。

其实， 学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
样难管、难教，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把管理
工作做到学生的心坎上。陶行知先生说：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
发出来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 ”做学生
工作，只可智取，不能强攻，宜疏不宜堵。
在教育管理中， 我们往往停留在对学生
的说教、 监督与惩戒上， 很少用丰富多
彩、行之有效的活动去触动学生的心灵，
很少去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 没有使行
为规范深入到学生的内心， 没有使行为
守则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没有使规章
制度内化为学生的心理需要。 没有走进
学生的心灵是德育的最大缺失。

“蹲班制”也是对学生的不信任。 信
任，是教师与学生之间感情的桥梁，有了
信任，学生感受到了尊重，会更加尊敬教

师；有了信任，学生的主动性就能更充分
地发挥。信任每一个学生，就是对他们人
生价值的肯定，对他们尊严的维护。充分
信任学生，教育才富有人情味，才更易于
感染学生、激励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发
展个性特长，展现才华。 教育需要信任，
信任需要放手，需要给学生自主的空间。
只有把学生在学校、 班级生活中的主体
地位还给学生，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才
能让学生学会自我发现问题、 自我分析
问题、自我解决问题，变被动管理为主动
管理，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蹲班制”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每位
教师都应该追求有灵魂 、 有诗意的教
育。 有灵魂的教育意味着追求无限广袤
的精神生活，有诗意的教育预示着追求
人类永恒的终极价值： 智慧、 公正、自
由、和平与爱。 让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
同时，感受到生命的尊严、生活的美好。
教育 ，应以生命为题 ，教育应让生命在
场。 “蹲班制”不仅是对学生生命的一种
摧残，而且是师生生命的互相摧残。 “蹲
班制”可以休矣！

“蹲班制”可以休矣
□ 吴宝席

让老教师体面离开讲台

□ 屠红良

把学生按学习成绩分成快慢班，是
近年来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做法 。
快慢班的实质是按分数把学生分成三
六九等， 这种做法危害的不仅是学生，
还有教师、家长乃至整个社会。

首先，这种以学习成绩为基础的分
班方式，伤害的首先是慢班的学生。 现
在的孩子基本上是独生子女 ， 在家里
的位置都是举足轻重 ， 遭遇分数分层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 严重
挫伤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尊心 。
慢班的学生得不到认同 ， 容易降低自
我评价 ，产生自卑心理 ，自暴自弃 ，信
心全无 。 这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全面发
展和健康成长 ， 更有甚者会以生命抗
争。 前不久，一名初三学生因承受不了
快慢班分流的压力服毒自杀身亡 ，这

不是一个单纯的个案 ， 反映出学校简
单、粗暴的分班行为 ，是在给部分学生
贴上“差生”的标签，最后造成了 “教育
杀人”的事件。

慢班的学生痛苦， 快班的学生就幸
福吗？ 未必， 在我日常做心理咨询接待
的学生中，快班学生所占的比例也不少，
这些学生面对的竞争更加激烈， 学习压
力非同一般。 在这种情况下， 人际关系
容易紧张。 一位快班的学生找到我说，
不能听到同桌读书声， 他觉得这是一种
干扰。 为此他换了几个同桌都不能友好
地相处。

其次， 快慢班同样给教师带来了伤
害。 有了快慢班的学生， 必然会有教快
慢班的老师，谁去教慢班的课？ 在唯分
数论的评价体制下， 哪个老师教的学生

平均分低，哪个老师教慢班，无形中就被
贴上了“差老师”的标签，他们的能力遭
到质疑，自信心受挫，各种荣誉与他们绝
缘，晋级评先无份。市场经济下老师流动
的原因众多， 但是因快慢班的设置而产
生的各种不公平是老师流动的重要原因
之一。

再其次， 家长没有给孩子少交一分
学费， 甚至有些家长还给孩子教了学费
之外的高额择校费，但是，孩子仍然被分
在慢班，交的学费一样甚至更多，但是没
有换来与之相当的教育服务， 这实际上
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 既是对学生的不
公平，也对家长的不公平。

总之， 教育公平是保障社会平等的
首要前提。快慢班伤害的不仅是学生，更
是整个社会。

快慢班伤害的何止是学生

□ 高凤玲一吐为快

当学校像重视学生成长一样重视教师
成长，像经营学生课程一样经营教师课程，
那么，学校里的教师成长学院就会成为教
师成长的“加油站”。

从企业大学出发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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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 ：为师之道 ，批判基础
上建设；

广角镜：以社会万象反观中
国教育；

校园目睹之现 （怪） 状：如
题，重在描述，可以不议；

纵横谈：对中国教育问题较
为宏观的阐述；

有此一说 ：虽有偏颇 ，不无
道理；

一吐为快 ：看到就说 ，直抒
胸臆；

局内人：记录自己身为教师
的无奈。

每一位教师都渴望成长， 都希望找到快速
成长的通道，但是很多时候，教师的这条成长之
路会走得异常艰难， 甚至因为始终找不到出口
而陷于迷茫。

在专业发展这条道路上， 因为缺少系统的
培养计划， 个人的摸索可能要付出很大的时间
成本。 这一点，企业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而在
员工培养上， 企业大学的经验已经远远超越了
学校对教师的培养的经验。

美国一企业有这样一句格言：“每投入 1 美
元的培训费，就多产生 30 美元的产值。 ”据说，
世界财富 500 强企业中大约 40%办有企业大
学。 美国《财富》杂志曾评出最适宜工作的 100
家公司后， 发现这些公司在尽最大努力满足员
工对知识的需求，而这其中，有 53 家公司提供
内部大学课程。

目前， 在国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建立了自己
的企业大学或企业商学院。 企业大学已经成为
企业竞争力的“催化剂”。 企业建立专门的培训
机构和培训机制，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培训流程，
已经成为世界众多成长型企业的共识。

实际上，今天的企业大学不仅仅在解决人
才培养的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企业战略转型的
智囊机构和品牌管理的研究机构。 企业是使用
人才的地方 ， 就不惜重金建立自己的企业大
学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 ，更应该有教师
成长的专门机构。

真正的学习往往是从岗位学习开始的。 而
新教师的岗位学习却是通过所谓师徒制的 “青
蓝工程” 来实现的， 这种靠经验拉动的培养方
式，因为缺乏严谨、科学、有效的培训课程体系
很快会遇到瓶颈。

其实， 教师培养所缺乏的哪里是实战、有
用、有趣的课程，更重要的是，缺乏专业培训师
资。 今天，活跃在教师培训领域的专家要么是书
斋里走出的学院派， 要么是只会讲自身经验的
草根实践者。 教师培训迫切需要“变压器型”的
专家，即能及时把学院派专家研发的最新、最前
沿的成果转化成低压， 便于一线教师接纳、使
用， 同时也可以把一线实践者探索的经验总结
提升，转化为可借鉴、可推广的具有普适价值的
成果。

这样的专家可以让我们的培训课程从现场
中来，走到现场中去，不仅能解决教师的实际问
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引爆教师的智慧，唤醒他
们的成长自觉，激发教师的学习热情，让更多的
教师从培训走向学习 ，从 “要我学 ”走向 “我要
学”。 这样的专家我们可以送他一个美丽的名
字———“学校教练”。

这样的专家怎么产生？ 他需要土壤，需要重
视教师培养的机制和文化。

学校不妨设立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研究
和经营教师需要的课程，整合教师需要的“学校
教练”。 当学校像重视学生成长一样重视教师成
长，像经营学生课程一样经营教师课程，那么，
学校里的教师成长学院就会成为教师成长的
“加油站”。

让我们从企业大学出发， 在学校内部建立
起自己的教师成长学院，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更
新培训课程， 让这个机构既可以为学校改革蓄
势，又可以为教师成长蓄力，让我们的学校不仅
生产学生课程，也可以提供教师成长的课程，不
仅以培养优秀学生为荣，也以培养名师为荣。

近日，在某校参加一个活动，无意中
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胡老师， 怎么好
久没见到您呀！ ”，“小王，我两个月前已
经退休了。 ”“什么！ 您退休了，怎么学校
都没说一声！”“叹，没事……今天是来学
校取点东西， 哈哈……” 听了这样的对
话，再看看老教师有点苦涩的笑脸，让人
如鲠在喉。

老教师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爱
生如子 ，爱校如家 ，一干就是几十年 。
一所学校之所以能发展 ， 凝结的是学
校一代代教师的心血 ， 尤其是那些老
教师的踏踏实实 、 兢兢业业 、 甘当人

梯和无私奉献 。 老教师要退休了 ，要
离开了生活 、 工作一辈子的学校了 ，
心中难免会不舍和伤感 ， 而作为学校
必须思考一个严肃 、 认真的问题———
如何让老教师体面地离开自己心爱的
讲台 。

据了解， 目前大多数的学校一般会
利用教师会， 由学校领导宣布某某教师
光荣退休，然后颁发退休奖状。这仪式我
也参加过，虽然简单，但每当看到老教师
眼里噙着泪上台领奖的那一刻， 就感觉
十分温暖。试想一下，如果学校连这一环
节也忽略了， 让老教师悄无声息地离开

工作了一辈子的讲台， 又会是怎样的场
景和心情……

一所学校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 据 《德育报 》报载 ，去年 4 月 ，
河南省辉县市北云门镇前卓水小学
的李连运 、李满英两位老教师办理了
退休手续 。 在他们即将离开讲台之
际 ，学校特别邀请他们为全校教师再
上一堂公开课 。 两位老教师对学校提
供的这次机会倍感珍惜和自豪 ，把这
堂公开课作为他们教育人生的 “告别
演出 ”， 他们精心备课 ， 努力研究课
标 、教材 ，还制作了生动有趣的教具 。

课堂上 ，他们与学生间亲切真诚的交
流 ，声情并茂 、挥洒自如的教育教学
技巧 ， 令全体听课师生称道不已 ，感
动了学生 ，也感动了老师 。

老教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 每一
位老教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 ， 都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 如何能让他们几
十年的教书育人的心得继续传承下
去 ，需 要 学 校 多 动 脑 筋 ，多 搭 平 台 。
退 休 前 的 “最 后 一 堂 课 ” ，既 为 退 休
老教师的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 ，又能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很
美也很动人 ！

纵横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