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征稿 《思想力校长》 本栏目发现致力于课改实践和素质教育探索的典型学
校，关注思想力人物，关注躬身教学田野的实践者和具有教
学领导力的校长，欢迎读者自荐或者推荐。

作为校长，您是如何理解管理的？ 您是如何从管理体制、机制层面优化学校内
部治理结构，调整学校教育生产关系，解放学校教育生产力的？ 请结合学校管理实
践呈现观点。 字数 2000 字左右。

《我的教育观》

在我们身边，也许没有大教育家，但一定有优秀的教师和校长，他们管理学校的绝招儿，教育学
生的故事，管理创新的举措，还有紧急时刻的教育机智，别具一格的教育艺术……一定能助燃“教育
家成长”和“教育家办学”的星星之火。 欢迎您将所作所为、所见所感、所听所闻写下来，讲讲您身边
的教育故事。 字数 1500 字左右。

《金点子》

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教育家，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是他们的思想和理念。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鲜为
人知的故事和逸闻趣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寻找。 将他们成长的经历和故事与我们现实的教育环境相结
合，就是当今教育的良方。 欢迎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稿件。 字数 1500 字左右。

投稿邮箱 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钟 原
联系电话：010-82296728

隰

隰

隰

《我的管理观》隰

作为校长，您是如何理解教育的？对于当前中小学课改形势有何研
判？您是如何理解学校文化的？是如何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请结合学
校工作实际畅谈您的理论与实践。 字数 2000 字左右。

《教育家影像》隰

陈鹏宇：
教育者要先活出自己

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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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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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何没有带来
教育革命

熊丙奇在新浪博客撰文 新
的互联网技术对中小学而言 ，只
是应试教学的新模式。 有的学校
让学生使用 iPad 等电子设备 ，
学校也给孩子布置电子作业 ，号
称减轻学生书包负担， 这完全是
形式化的减轻， 而不是实质意义
的减轻———学生不再背沉重的书
包， 但作业量并没有随电子作业
的推出而减少，反而由于“操作”
的便捷， 教师可通过电子作业的
方式给孩子留更多的作业。

要让互联网在教育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必须深入推进两方面改
革。 一是打破国家授予文凭体系，
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授学位。 二
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让学校能回
归教育本质，按教育规律办学。 只
有学校不是功利地追求政绩目标，
转变为以教育质量、教育服务吸引
学生，互联网才会无所不在地让大
家感觉到教育以人为本的魅力。 这
是互联网本身无法带来的，而必须
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来创造。

考量办学理念的
核心标准是实践
余清臣在《现代教育报》撰文

当前， 不少中小学校长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着办学理念“大同小异”
的现象。 可以有两个层面的解释，
一是确实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原
因， 一些比较好的办学理念是有
目共睹的， 对校长具有共同的吸
引力；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有个性的办学理念是少数， 因为
并非有很多人能够进行非常创新
的思考， 比较相似的办学条件有
时也限制了过于新异的思考。

真正优秀的办学思想很难长
久地只有一个人想到或看到 ，在
个别“探路人”探出方向之后其他
人的紧跟也是正常现象。 因此，不
能用办学理念的新异作为单一指
标去衡量校长的能力， 还是应该
把办学实践作为考量的一项核心
标准。 只要办学理念发挥其对自
身的办学实践应有的指引作用 ，
切实担当起解决办学过程中的实
际问题的责任，就没必要在思想
表述是否精细上“大做文章”了。
当然，如果想让一位校长的优秀
办学理念发挥更大的思想辐射
作用，表述上的精细就应该特别
值得关注了，否则其中的误读也
就在所难免了。 （钟原 辑）

如今，在现实的学校生活中，很多教师
经常用训练、 教导、 教训的方式与学生相
处，而缺少对学生的真教育。

其实， 真正的教育就是一个自我不断
修正的过程， 教育者活出自己的生命品质
从而影响和感染到学生， 也活出属于他的
生命的精彩，这就是“教师是学生发展的第
一环境”的真义。

在工作和生活中， 面对方方面面的压
力，教师如何突破现状、逾越瓶颈？ 教师如
何了悟教育真相？ 如何避免为学生家庭的
错误买单……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
教育研究者、道本教育创始人陈鹏宇。

什么是教育的真相

中国教师报： 作为一位民间教育研究
者，您是如何看待教育的？您的教育主张是
什么？

陈鹏宇： 关于教育， 蔡元培说得很确
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
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
尽一分子的责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
一种特别器具。 ”

教育就是要以道为本，遵循规律，顺其
势而为，自然而教。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 每个生命都应该拥有他特有的价值与
意义。 教育就要定下心来，了解孩子、发现
孩子。作为教育者，以多长的眼光来看待一
个孩子的成长，这将决定教育的品质。教育
就是要让被教育者能够看到成长的真相，
自发启动内在的动力，为自我负责，为生命
负责。

教育不是一件着急的事情， 需要我们
每个人静下来看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宏大的世界， 教育者要做的事就是先活出
自己，再去教育启发别人；教育是一个生命
影响另一个生命的过程。 想要真正做好教
育，就需要我们反思教育行为，转变教育观
念，了悟教育真相，从而增长教育智慧。

如果教育者本身的生命状态是压抑
的 、内收的 ，他是根本不可能提升孩子的
生命能量与状态的 ， 是根本无法助力孩
子成长的。 我认为，当今教育有两件事情
比教育孩子本身重要百倍 ： 一是让更多
父母自我成长 ，从而影响 、教育孩子 ；二
是为教师的精神成长提供最大力的支
持 ， 让更多教师能够活出自身的生命状
态 ，展现最强的生命动力 ，洋溢出 “为人
师表”的正能量。

如何教育好孩子应是学校教育的首要
任务，而当今的教育却本末倒置，一些教师
拼命抓教学，却不知教育方式早已扭曲，自
然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学生。 教育者只
有做好了教育，管理才会变得轻松，教学成
绩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当前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是： 过多地强调了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学习
而忽略了对教育规律的追寻。

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成长密
码， 可鲜有教育者有耐心和智慧了解孩子
的独特，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告
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孩子为了
得到父母的爱，特别是在生命的初期，就会
允许父母的“教导”进入自己的生命。 当孩
子不听话时， 父母在情绪冲击之下的 “教
训”行为，就会加剧孩子的恐惧，令孩子不
再相信自己的直观、直感和直觉，而是根据
父母的信念和价值观做出人生的选择。 这
些心灵空间被父母挤占的孩子， 在学校会

轻易被老师侵占， 走向社会会轻易被专家
和老板侵占， 而唯独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
和判断。

花是需要“浇”的，当你不知道花需要
怎么浇时 ，你知道浇花的方法越多 ，越努
力地浇 ，浇死它的可能性就越大 ；孩子是
需要“教”的，当你不知道孩子需要你怎么
教时 ，你知道教孩子的方法越多 、越努力
地教，教出问题的几率就越高。 教育者都
很关注“怎么教”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
追问：为何教？ 谁来教？ 教什么？ 何时教？
何为教？ 这五个问题哪一个都比“怎么教”
重要 ，哪一个没搞明白 ，再好的方法都可
能是教育伤害。

教育是一棵大树：家庭教育是树根，学
校教育是树干，社会教育是枝叶。一个孩子
只有在家庭得到充分的滋养， 孩子内心才
会充满力量；家庭是让孩子成“人”的地方，
学校是让孩子成“才”的地方，家校合力，才
能把孩子培养成“人才”。

一个得到家庭充分滋养的孩子， 就会
在学校茁壮成长， 进入社会就能够脚踏实
地，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最终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

教育是一场生命的引领

中国教师报：“教” 的字面意思是孝的
文化，您怎么看待？ 您是如何理解“教”的，
您认为什么才是“教”？

陈鹏宇：“一阴一阳之谓道”。 教育孩子
“严”就是阳的一面，“宽”就是阴的一面。可
是教育不应偏执地执着于哪一面， 而应该
知道什么时候该严，什么时候该宽，这就是
智慧。每位教育者都要知道，我们要学习的
不光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
学习提升自己的意识， 从而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该做什么，这是关于“道”的学习。教育
本身就是一个人自我成长、 自我修正的过
程；亲子教育就是家长自我成长、活出自己
生命精彩的过程。

老子说“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真
正的教育无需多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
母活出自己品质的最好验证就是行 “孝”，
父母履行孝道就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如
今依然需要， 不过最终都会归结于父母个
人的成长上。因此，教育绝不是简单的知识
的传授、道理的说教、行为的掌控，而是一
场生命的引领。

教师在为学生家庭错误买单

中国教师报：近年来，教师受到学生伤
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您曾在讲座中指出，这
是教师在为学生家庭的错误买单。 您为什
么这样说？ 教师如何避免为学生家庭的错
误买单？

陈鹏宇：众所周知，影响一个孩子教育
是否成功的因素有三个： 学校、 家庭和社
会。 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校、家庭和
社会对孩子的影响不一样， 孩子越小的时
候，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越大。我们还没有真
正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影响的重要性，
因为学校和社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取
决于这个孩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家庭塑造人， 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老
是被父母打， 这个孩子到了学校就会打别
人，因为他在家里被这样暴力地对待过。学
校和社会都是一个放大家庭对一个人影响
的场所。

孩子在家里被错误教养，在学校就会
有各种不良表现 ，教师如果没有通过 “家
长学校 ”来改变家长的教养方式 ，而是一
味地改变孩子的行为，就会为家庭的错误
买单，很多教师受到学生的伤害足以让我
们警醒。

学校除了做好常规教学管理工作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 那就是把
学生的家长吸纳到这个教育团队中来 。
谁先把家长的教育培训系统做好 ， 谁就
会率先摸索出当前形势下适合的学校教
育模式来。

教师为何会家教失败

中国教师报：现实中，不少教师教育自
己的孩子是失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陈鹏宇： 教师大都对教育的理解很透
彻， 但为什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失败率相对
较高？原因是教师掌握的知识过多，所以会
有很多担心， 他们担心孩子因为无知而走
太多的弯路， 因此他们就会把自己知道的
一切全部教给孩子， 而这样的教育不但很
难让孩子全部接受， 反而会换来孩子的反
感和对抗。

有学员分享了这样一段人生经历：他
爸爸是中学物理老师， 经常会在生活中教
他物理知识。 小时候，一家人出去吃火锅，
他很兴奋地往里面放东西， 正准备吃。 突
然，他的爸爸正色地问：“停！你知道为什么
这边的先开吗？ ”结果他没有回答上来，让
他的爸爸教育了一番。整顿饭下来，他吃得
索然无味，此后再也不愿吃火锅了。

一个有趣的调查显示， 医生职业家庭
的孩子体质恰恰不如普通家庭的孩子。 我
想，原因在于，医生特别在乎健康，孩子身
体稍有不适就让他吃药， 这样孩子的免疫
能力就会差。很显然，教师教育孩子大多出
于自己的担心， 担心孩子未来没有一技之
长就拼命给孩子报兴趣班， 担心孩子学习
成绩下滑就赶场似的给孩子报培优班、辅
导班、奥数班……

其实，教师不知道的是，即使孩子完全
达到了他们的要求和标准， 他们依然会担
心， 他们的担心与孩子是否表现优秀没有
关系，而是与一个人的内在安全感有关。只
要教师的担心没有了， 教育孩子就不会再
有太多的掌控， 孩子也就不会出现逆反行
为。 如果教师总是一味地用过度担心的方
式去教育孩子， 孩子不但容易出现各种问
题，教师也会感到极大的挫败感。

如果教师为何教的根本原因只是基于
担心而“教”，那么这样的教是送给孩子最
差的礼物，也会阻碍孩子的自我发展。

先有关系后有教育

中国教师报： 您有一个重要观点———
先有关系后有教育，请具体解读一下。

陈鹏宇：这其实是一个“教什么”的问
题。对于孩子，我们最应该教什么？做人的
道理 、知识 、能力 、习惯……这些都很重
要 ，可是我们教这些 ，结果和我们想的一
样吗？

很多人说， 教育就是培养孩子的好习
惯。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虽然很努力地培养
孩子的好习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呢？因为
好习惯都不是培养的，好习惯是养成的。养
成好习惯和培养好习惯的区别是什么？ 这
很重要，这就是“本”的问题搞错了。养成好

习惯的“本”在孩子，培养好习惯的“本”在
家长。

“习惯”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习”，一个
是“惯”。 “习”在古汉语中的解释是：鸟练习
飞行叫作“习”，意思就是践行、行动。 《论
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所以我造了
一个词———“习悦”。 因此，孩子能否养成好
习惯，取决于他有没有“习悦”，也就是说，
当他“习”的时候，他是否开心。 当一个孩子
在“习”的时候很开心，那么他还想不断地
学习，慢慢地，就会“惯”。 这就是养成一个
好“习惯”的真正含义。

反之 ，孩子每天起床后 ，家长让孩子
养成叠被子的习惯 ， 可能孩子一开始不
想叠 ，如果家长的态度很强硬 ，必须要求
孩子这样去做 ， 孩子在被迫答应的情况
下 ，虽然他 “习 ”了 ，但是却不 “悦 ”，而是
不得不“习”。 慢慢地，当孩子的不“悦”积
压得越来越多，他就会变得压抑。 也许有
的家长常说：“我的孩子很懂事。 ”而事实
上 ，越听话 、越懂事的孩子压抑的不 “悦 ”
就越多 ，终有一天他会全部释放出来 ，就
会进行强烈的反抗 。 当家长觉得在孩子
小时候把孩子管理得很好 ， 可是到了某
一阶段却发现孩子突然变了 ， 这个改变
不是偶然的 ，而是孩子成长的必然 ，是我
们教育的必然。

其实，习惯、能力等都很重要，但有一
样比这些还重要，那就是关系。 决定每个人
成功与幸福的关键就是与人处理关系的能
力。 因此， 我们要教一些自认为重要的内
容，反而破坏了更重要的内容，这个更重要
的内容就是关系。

我把关系分成了三种，与自己的关系，
与别人的关系，与环境的关系。 跟自己的关
系好了，你才会体验到一份喜悦；与别人的
关系好了，你才会体验到一份拥有；与环境
的关系好了，你才会体验到一份宁静……

当一个人跟自己的关系不好时，很少
有人能获得真正的喜悦，所以我们不停地
去获取更多的东西，想要获得属于我们自
己的那份快乐 。 我们不断地期望完成目
标 ，期望完成有条件的那份快乐 ；我们不
断地去迎合别人的需要， 加入各种群体；
我们不断地更换朋友，去寻找短暂的拥有
式的快乐。 我们再看看更大的关系，我们
不断听到地震、 海啸等这样的消息传来，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因为我们人类
跟环境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不断去开
发地球的时候 ， 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与安
宁。 教育孩子也一样，如果我们不断去开
发孩子，按我们的想法要求孩子成为我们
所想要成为的人，孩子怎么会有喜悦？ 当
孩子长大后 ，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 ，孩子
都无法真正为自己而活，活出属于自己的
那份快乐。

成人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跟孩子处理
好关系的过程。 当关系好了，一切都会好。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 如果你们的关系
很好，让孩子觉得你是他的知己，那么，无
论你让他去做什么，他都会愿意去做。在这
个基础上， 当我们再去和孩子谈理想和目
标时， 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听取你的意见与
建议。而我们在很多时候，习惯性地把自认
为很重要的东西，强行灌输给孩子，破坏了
与他们最重要的那层关系。

外在关系出了问题， 是因为内在心灵
有了缺憾。 所以， 我们不能单单注重外在
“术”的训练，更要注重教师内在心灵的成
长，这是“道”的修炼。

■关注未来教育家精神成长（三）

有两件事情比教育孩子本身重要百倍： 一是
让更多父母自我成长，从而影响、教育孩子；二是
为教师的精神成长提供最大力的支持， 让更多教
师能够活出自身的生命状态， 展现最强的生命动
力，洋溢出“为人师表”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