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德元

我在听课、座谈或闲聊中，曾听语文
教师讲 “语文之美”， 也曾听数学教师论
“数学之美”，还曾听化学教师谈“化学之
美”……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只要我们
深入研究，便能够发现它与美有着极高的
关联度。美的知识，通过教育者美的加工，
在一个美的场合（课堂）与期待美的心灵
相遇，这无疑就构成了世界上最富含诗意
的美的事件。

教育的本质就是一个追求美的过程。
追求教育美，不仅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
对灵魂的塑造。柏拉图在其《会饮篇》中将
人类的生育繁衍分为两类：一类叫“身体
生育”，另一类叫“灵魂生育”。而在这两种
生育当中，他更看重的是后者。在他看来，
人与“睿智”、“美德”结合，所生育出的灵
魂分娩物对其生命而言， 是更为紧要的。
每每品谈此文，我感触颇多：作为教师，我
们有着自己众多的“魂生子女”，相对于我

们的“身生子女”而言，他们身上更应打上
鲜明的美丽戳记。这是因为“身生子女”是
我们与爱结合的产物，而“魂生子女”则是
我们与美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前者的形貌
是我们在一种悬疑之后的无奈接受，后者
的形貌则是我们在一番深情雕琢之后的
必然所得。

教育之美，是人间大美。然而，在与美
结伴而行的日子里，我经常被一种痛感俘
获。 因为我深知，在这个美丑共生的世界
里，培植美需要心智，救赎美需要胆魄，光
大美需要情怀。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
们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为
践行教育美，我们甚至要做好奉献一生的
心理准备。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过这样一句意
味深长的话：“教育能占卜人类的未来。”越
品味，越觉得这句话神秘。人类的未来不在
预言家的口中，不在科幻者的脑中，却实实

在在地附丽于担在我们肩头的教育上。 也
就是说，我们有着怎样的教育，就将有一个
怎样的未来。做教育就是做未来事业，教育
者需要心存理想，要相信每一个孩子。

在一些名校急切地将自己的 “兴奋
点”与政治、经济、名利这些“含金量”颇高
的名词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只愿我们能抱
着一颗平常心， 坚定我们的教育信念，恪
守“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的职业操守，在这片沃土中固守住这
份美丽。

教育是需要每一朵花开的事业，“一
花独放不是春”，固守教育之美，就是要用
爱心催开“万紫千红春满园”。爱心就是一
种美，爱心就是包容和创造。学校是人、社
会、自然和谐聚合的“生态场”，学校一切
活动的核心是对生命成长的呵护。面对成
绩优异的学生，教师应欣赏、点拨他们，让
他们快速成长； 面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

教师应耐心疏导，让他们重拾信心，找到
学习的快乐和克服困难的勇气；面对智残
的学生，教师更应悉心照料，尽自己的最
大努力让他们也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快
乐成长。 爱学生、爱学校、爱事业，这些都
是教育者固守教育之美的最好体现。

教育之美，就是把一个平凡的教育场
所变为千万人眷恋的精神家园； 教育之
美，就是使一个清贫的教师拥有最无价的
智慧财富；教育之美，就是让每一个生活
在角落里的孩子鼓起勇气走到舞台中央。

这是一项多么神圣、 多么富有诗意
的使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当拥有长
远的理想、超前的理念、创新的意识。 为
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更好地践行、体
验教育美，我们当倾毕生之力，做教育美
的“布道者”。
（作者系河南省永城市第五初级中学校长）

做教育美的“布道者” 对于学校来说，周先平宛如学校这
部复杂精密机器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
钉。 作为教务处的专职教务干事，他并
不用去给学生上课，只是每天都在教务
处埋头工作，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
他的存在。

有 人 曾 经 盘 点 过 周 先 平 的 工
作———

学籍管理、中考报名：学校学生很
多，信息量大，要不断与班主任衔接，甚
至与家长联系， 有时还要亲自查阅学生
的户口簿复印件，核实学生的信息，以确
保学生学籍信息、中考报名信息的准确。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读手续：学校
每年有 500 人左右的符合政策的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需逐一核查各种材
料（每名学生 8 种），对所缺材料及时要
求家长补充， 遗失的告知其补救办法，
做到所有材料准确无误。

实验仪器器材、设施设备、电教设
备、图书的统计报送：每年都有几次仪
器、设备的统计与报送，认真与各功能
室衔接、核对，做到数据统计基本准确。

学生教材、作业本的征订：每年两
次教材、作业本的征订，认真核对数据，
准确上报。

大型考试：学校每年要承担上级统
一安排的大型考试四五次，负责方案的
制订、考生的安排等，必须工作细致、考
虑周到，才能使考试有序进行。

每学期期末上报考试名单及试卷
报订：负责全校学生的考试安排，反复
核对学生信息，做到准确无误，考试组
织有序。

接待家长： 认真做好家长的接待、
解释工作，做到不违规、不违法，为学生
着想，让家长满意。

协同处室人员：办公室的老师们相
处融洽，积极配合其他老师完成好各项
工作。

我在罗列这些工作清单时，都觉得
有些枯燥无味，而周先平不但习惯了这
样的工作方式，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
岗位上，有时还要用巧妙的方式，和周
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每个学期各个年级总有那么几个
孩子没到学校，学籍清理时就发现这些
孩子的信息不完整，没有履行规定的手
续———有的是转学手续没办好就已经
到其他学校上学了，有的是家长另有安
排， 有的是生病在家但未开医院证明，
还有一些原因不明的……

面对这样的事，周先平只能不厌其
烦地给家长打电话， 让他们办理手续。
有时，有些家长并不愿意接听学校的电
话，周先平便平下心、静下气，隔段时间
便给这些家长打一次，直到他们接听为
止。 而有些家长在知道要补办很多手续
后，觉得很麻烦，不肯配合，周先平便非
常耐心地与家长沟通交流，直到家长答
应按程序办理为止。

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当地失地农
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学生人数都
在 3000 名以上， 由于周先平的执着与
坚持，从没有一个孩子无故流失，这不
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而这背后，是周先
平的默默奉献。

在办公室里，周先平朴实地给我讲
着他的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周先平
一直在挥洒着自己的汗水，起到了良好
的带头作用。

我问他：“什么时候你感觉最快乐？
你的成就感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以
前， 在课堂上看到学生专注的眼神，我
感到很快乐！ 看到学生成绩进步了，我
很有成就感。 ”我又问：“现在你不上课
了，成就感又在哪里呢？ ”他说：“我现在
的工作其实很重要，我负责的这些工作
哪怕有一点差错， 都关系着学校的形
象。 我不能让学校形象受损，必须一丝
不苟。 这么多年来，我没出过大的差错，
维护了学校的形象， 这就是我的成就
感！ ”

周先平：
螺丝钉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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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作秀” 饱受争议。 一到检
查，学校就忙着让学生临时抱佛脚，做表面
文章，对学生的发展毫无益处。

成长无法代替，发展必须主动。 我们
的教育 ， 要关注学生的情感 、 学生的实
践 、学生的生活 。 校长要创造条件 ，给学
生尽可能多的自我展示的机会 ， 让学生
大胆去 “秀 ”，为他们搭建一个充分展示
自我的大舞台。

但一提到“秀”，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
是在演戏， 搞面子工程， 不值得提倡和借
鉴。 这是一种误解，“秀”作为一个载体，就
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独到之处， 它能满足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自我需要， 是对学生心
理的锤炼，是技能凝练提取的过程，是学生
素养内化的推动器。 “秀”很简单，关键是我
们怎样发挥“秀”的最大作用，让学生获得
成功的体验，实现快速成长。

“秀”要以人为本
仔细分析引起争议的学生 “作秀 ”

活动 ，如一些大型庆典活动 ，很大原因
是因为校长没有把出发点立足于学生
的成长 ，没有考虑学生的利益 。 要真正
触及学生的心灵 ，每次 “秀 ”之前教师就
要把握准确的目标 ，不能偏离学生的健
康成长 。

因此 ，我校从学生的生活入手 ，顺应
他们爱玩的天性 ，把学生喜欢的事 ，有意
义的活动 ，或者特别的日子 ，通过特别的
形式一一呈现出来 ， 让学生在活动中畅
所欲言 ， 尽情展示 。 如晒晒学生成长的
“个性风采展示 ”，让想象尽情驰骋的 “童
话旅行”以及乐翻天的 “传统游戏 ”，这些
隆重而充满情趣的活动 ， 既满足了学生
的兴趣 ， 也让每个学生找到了专属于自
己的成长密码。

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充分
挖掘每个学生的特点， 让学生的身心得到
彻底的释放，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才能找
到适合的教育方式。只有这样，学生才乐于
“秀”，敢于“秀”。

“秀”要内外兼修
“秀”不是装模作样，而是需要每个人

用心去做。学生只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 才能在知识的海洋
里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只有坚持对细节的
规范，并经过千百次的训练，才能让行为内
化为习惯，做到厚积而薄发。

在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
培养上，我校坚持“聪明人下笨功夫”，少一
些散漫，多一些规范，对学生在学校、家庭、
社会中的一言一行进行监督评价。 学校从
“我身上的习惯缺陷”的调查开始，制定“好
习惯培养计划”， 开展 “好习惯伴我行”活
动，营造学生团结协作的氛围，让学生养成
良好习惯，在各种场合都能“秀”出自己的
素养。

“秀”要合理规划
合理规划能让学生在各种变数中得到

最优结果， 并凭借每一件小事上的细微收

获，积累丰富的经验。 “秀”不必刻意回避形
式，很多时候，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会更受
欢迎。 “秀”就是要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展
示出来，并加大宣传，引起别人的关注，这
不仅仅是推广经验，更是成就自我。

我校坚持把学校的每一个活动都做细
做好，让学生全员参与，并争取多方力量的
支持， 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让学生记忆深
刻。如在去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邀请数
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走进学校， 和学生共
庆佳节。 全体学生共读经典诗词，400 多名
学生上台展示了自己的才艺，128 名“阳光
少年”登上舞台，捧起金灿灿的奖杯。 场面
越隆重，学生就越重视，准备得就越充分，
锻炼的效果就越好， 对成长的促进作用就
越大。

“秀”要坚持不懈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 “作秀 ”，每

个人的成功都要付出很多努力 ，素质的
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校长为学生搭

建的舞台要有连续性 ， 要能形成传统 ，
不要一味地跟风 ，要成为学校固有的办
学特色 。

围绕学校“阳光生命教育”这一特色，
我校坚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寻找课堂、
生活和德育的结合点，让学生走向社会；开
展“城乡手拉手”活动，在体验不同生活的
同时，让学生多一个伙伴，多一份爱心；建
荣誉室，编印《成长》期刊，铭刻下学生成长
的印记。 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途
径“秀”出自己，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成功
面前不骄傲， 相信自己的每一次经历都是
一次成长， 每一次的成长都向成功又迈进
了一步。

“秀” 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只要能够真正触发到学生的兴趣点，让
他们真正爱上各类活动， 能够积极主动地
参与进来，大胆“秀”出自己的各项长处，我
们就有理由相信，给力“秀”定能促进学生
幸福成长。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西郊学校校长）

给力“秀” 促成长

图片来源于网络

前不久， 我和教师谈到对话教学时，
告诉他们：要和学生对话，首先要做到对
学生尊重。 如果对学生不尊重，就可能会
简单粗暴地禁止学生的很多行为，甚至对
学生采取压制的办法， 命令学生怎么去
做。 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还认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规范管理。 实际上，这
样的教学，是没有对话的。

什么都要求规范， 是不是过于僵化
了？ 我并不是反对规范管理，而是反对为
规范而规范，成为规范化。 规范化就是绝
对化，绝对化就没有生命的张扬。 没有生
命在场的教育， 也就失去了教育的应有
之义。

时下不少学校，因极权思想作祟，要
求学校实施绝对的规范化管理， 统一要
求教师与学生怎么做。 比如统一的上下
课时间、 统一的教法与学法、 统一的作
业、统一的考试等。 如果谁敢反对，就会
有人道貌岸然地指责你： 自从夸美纽斯
班级授课以来，就是如此。 似乎这样就是
合理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禁要说：
这样的规范化管理， 就不可能有多元文
化。 没有文化上的多元，新课改提倡的多
元评价也就遥遥无期了。

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谈到他的
班上有一位非常喜好音乐的学生柯蒂，每
当小音乐家在课堂上出神地幻想时，就会
不自觉地用手指在想象中的钢琴上弹奏
起来，也就不再听老师讲课。此时，阿莫纳
什维利走到柯蒂身边，说道：“孩子，你在
干什么？ 你要明白，你在上课。 ”而柯蒂吃
惊的神态让阿莫纳什维利无限自责。

阿莫纳什维利说：“天才儿童爱在课
上幻想，这是因为智力的激情和交往精神
像点燃火箭的燃料一样， 激励着他的才
能，让他脱离教室现实的吸引力，投入到
其他的现实中去 ，例如音乐 、诗歌 、数学
等。如果笼罩在教室里的智力的激情和交
往的精神充满着敏感性和同情心，互相理
解、互相关心，这种‘燃料’的推动力将变
得越来越强大。 ”我们学校的教育，为了规
范化管理，教师都会制止学生在课堂上这
种无意识的行为，自然不会发出如阿莫纳
什维利一样的感慨。

有教师对我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学
校班额过大，学生又性格各异，人格的不
同，兴趣爱好的不同，家庭接受教育的程
度不一样，教师再不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
行有效制止，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就可

能毁了孩子的一生。 ”我并不是否定教师
对学生不良行为的制止，而是说，没有建
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单方面制止，就是简单
粗暴的禁止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有的有惰性，有的
爱贪玩，有的好动，有的爱胡思乱想。 但
是， 教师不能让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以
失去他们的童心为代价，还认为自己的教
育方式是好的。 当然，我不否定教师的一
片好心，然而，我们的许多好心都是以奴
役他人为目的。 比如孩子的胡思乱想，可
能孕育着创造的细胞； 又如孩子贪玩，我
们要看他们怎么玩；比如孩子在沙滩上堆
沙丘，那也是一种创作，就如牛顿在苹果
树下看到苹果落在地上， 他发现了问题，
才有了万有引力定律。只要孩子们带着问
题去思考着玩，我们不仅不能制止，还应
做孩子们玩儿的推助器。

有一位心理学工作者，在一所学校调
查了 150 名学生，他问他们：“当你们的学
习生活遇到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怎么办？ ”

150 名学生都回答说“找父母”。 没有学生
回答自己想办法。 他又问这 150 名学生：
“今后准备从事什么职业？ ”70%的学生说
“要回去问过父母才能回答”。我们从中发
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父母长期的包办代
替和教师的越俎代庖，让孩子们完全成了
模具，而不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个体。

我们的教育已经把孩子教成了套中
人。 不妨看看时下孩子们写的作文就知
道，大多数孩子的作文无话可说，可能不
少作品都是《作文选》上的复制品。 书店
里，《作文选》卖得最多，也卖得最快。在学
生的作品里，一说到太阳，就说是教师的
光辉，教师的温暖；一说到春蚕蜡烛，就说
是教师无私的奉献……学生的作文早就
没有了自己的语言。

有一则报道，说美国有一位小学生写
的作文很有意思，我们不妨来看看：

几个男孩在芦苇中发现两只蛋，一大
一小，大的像天鹅蛋，小的像蛇蛋，孩子们
的看法不一致，争论不休，于是就把两只

蛋拿回去放在烘箱里去孵。当蛋壳快破的
时候，大家紧张地盯着看，大的蛋先破了，
出来的是克林顿， 小的蛋也跟着破了，出
来的是莱温斯基。

如果这样的作文出现在我们的学校
里， 相信大多数教师会把它视为歪门邪
道， 甚至让这样的学生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 很可能还有教师会说，作文字数没有
达到标准的统一要求，就不能算是一篇好
文章。

规范是一把标尺， 而规范化就成了
定格，会曲解教育的真正意义，也会扼杀
我们的学生拥有丰富想象力的空间。 希
望每位教师心中都有一把标尺， 摒弃过
于规范化的教学方式， 正确看待我们的
学生，让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在学习中尽
情发挥自己的想象， 为他们创造温馨快
乐的校园生活。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罗山县教研室）

教育要规范管理但不能规范化

我的教育观

□ 毕延威我的管理观

□ 常建忠

一 定 要 常
告 诉 自 己 ， 别
放弃 ！

图说心成长

作为教师， 我们有着自己众
多的“魂生子女”，相对于我们的
“身生子女”而言，他们身上更应
打上鲜明的美丽戳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