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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

近日，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成为世界性悲
剧，人们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也在反思和疑问 ：客
轮发生严重倾斜后， 为什么船上 300 多名学生大
多数仍然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 最终与
客轮一同沉没； 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反而因
此获救幸存？这次沉船事件中，大多数乘客绝对服
从船方指令的现象被不少西方媒体所报道。 路透
社评论，在长幼尊卑观念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来
自上级和权威的要求往往不会遭到质疑或挑战，
不少乘客完全服从船方指令， 可能因此失去逃生
机会。

韩国媒体在拷问，灾难之后，韩国家长该如何
教育自己的孩子？ 继续绝对服从长辈或权威的指
导，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这个残酷现实为韩
国家长带来教育难题：如何对孩子讲述从事故中汲
取的教训？

中国同韩国同为东亚教育圈，中韩教育受儒家
文化影响大， 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如课业负担
重、教学管理严，过分注重有序、强调听话和服从等
现象，我们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引起警觉，清醒认识
和反思我们存在的问题。

前些年， 我赴上海参加叶澜教授主持的全国
“十五”重点课题“新基础教育推广性、发展性研究”
结题会。 会议结束时，请当时还健在的我国著名教
育家吕型伟先生讲话， 吕老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谈到自己上小学时，教室就在池塘边，上课时，顽皮

的他一边听课一边把头伸出窗外看钓鱼，富有教育
机智的老师， 针对他聪明顽皮接受新东西快的特
点，就在他做完作业准备捣乱时，给了他一本小画
书，激发了他浓厚的读书欲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
到他离开这所学校。这对吕老终身向学以及深厚的
才学积淀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吕老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的社会是听话社
会，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在家里要听长辈的话，
在学校要听师长的话， 我们的孩子太规范、 太听
话，教育成了听话教育。 而创新是什么？ 创新就是
不听话。 ”

诚然， 遵守规则与程序是当代人应有的品格，
然而，在“听话教育”里，权威人的话语也经常成为
规则与程序，不容置疑。 也许，通常情况下，这些权
威的话语不碍大局、无伤大雅，但在突发事件面前，
仓促之下的权威话语具有多大的科学性，恐怕连他
们自己也判断不清。那么，这时候又该听谁的话、听
什么样的话。扩而大之，作为培养未来人的教育，我
们百倍希望学生创新、创意、创造未来，如果只是灌
输听话教育， 势必让我们的孩子丧失自我和自主，
在新环境、新事物面前不知所措、惶然无助。 这，无
异于从精神思想上扼杀生命。

教师如何摒弃听话教育， 加强与孩子沟通，既
让孩子能听取他人的建议，又有自身主见？ 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尝试。

尊重孩子的生命价值。不能以成人的模式要求

孩子，一味要求孩子听大人的话，而要让孩子学会
辨析和选择。 孩子作为成长中的人，有其独特的生
命历程，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教育者无权剥夺
他们富有生机活力的童年和童心， 作为成人的教
师，应该换位思考，关注孩子生命成长中的体验教
育，追求真实的生命成长。

关注孩子的学习过程。现在的教师过多关注学
生的学习成绩， 而对孩子的学习过程关注不够，对
孩子心理需求不敏感， 对孩子的体验换位思考少，
对孩子学习欲望激发不够， 教师在教孩子书本、知
识的同时，更应该让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提升智慧。

鼓励孩子的求疑猜想和逆向思维。在现实生活
中，孩子的求异思维和质疑能力弱，而求异思维往
往是创新的雏形。 教师应该学会倾听辨析，捕捉孩
子思维的火花，鼓励他们的异想天开，要宽容孩子
的错误。 错误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关键是教师如何
准确地把握、了解和研究，点燃他们思维的火花，激
发探索的欲望，变成明天的成功。

做孩子的表率。身教胜于言教，未来教育中，好
的教师应该注重与孩子交流、关注孩子，与孩子进
行情感交流。 教师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以自己的
学识影响带动孩子，以自己的品格赢得孩子的尊重
和热爱， 让孩子从自己身上延续的不仅是知识，还
有理想、意志和做人的准则。

告别听话教育！ 教师应学会放手，还孩子独立
自主的学习生活！

告别“听话教育”
□ 孙正军

一吐为快

这两年，加了不少的教育 QQ 群，都说大家在
一起是为了交流探讨教育话题，可是很多群整天都
是“你好我好天气好”的口水，很少有实质性的交流
探讨，商榷争鸣之风更是不见踪影。 一篇教学设计
发上去，难得有人提出质疑，能有几条不痛不痒的
建议就很不错了。 一篇教育随笔出来，哪怕像小学
生作文，也会得到诸如“美文”、“深刻”、“博主好勤
奋”、“博主好有爱心”这类的赞誉。

这样的鼓励有何意义？ 相互吹捧，又怎能实现
有效的交流？ 似乎不少教师上网只是为了寻求温
暖而不是真的想寻找光明， 有些名师领衔的教育
Q 群已然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地方。

有个群主说：“遇到工作中的烦恼，在群里诉诉
苦，给彼此温暖，也是我们建群的初衷之一。 教师
工作太苦太累，我们需要彼此温暖。 ”

彼此温暖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我说的是另一种
情况。 如果温暖需要相互吹捧才感觉得到，可能我
们的心理实在过于脆弱。 要知道，只有坦诚交流的
温暖才能真正促进一个人的进步，只有阳光照耀之
下才能享受持久的温暖。

事实是，有的老师，不太了解教育到底是要干
什么，也不太了解好的教育是什么样子，他遵从的
就是自己以前接受过的教育以及现在同事的做事
模式。为什么同事的方法更有效，背后的机制是什
么，它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有利于孩子成长，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一些教师正在使用的看似
非常有效的方法，有许多其实是非常有害的，甚至
是反教育的。 就像现在医院动不动就让病人挂吊
针，很多病人也特喜欢挂吊针，但据说除了中国，
欧美医生很少让病人挂吊针的。 减负为什么总是
减不下来，因为从提高分数角度看，题海战术就是
有效的。

我知道， 这一切并不全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
也不是想要讨论谁应该对此负责，但我希望能有更
多的同行敢于面对现实，有探求真相的勇气。

不客气地说，现在太多的教师刻意回避现实的
教育问题，却一心想着自己的成功和出名。 新教师
急于得到领导认可，这本来也没有错，但不考虑自

己的做法是不是伤害了学生， 只要考试分数上去
了，只要班级管理不被扣分了，就以为一切 OK，就
有点不负责任了。一些有点资历的教师，急于出名，
总想扩大自己的影响，拉虎皮作大旗，忙着和名师
合影，忙着和编辑套近乎，忙着提出自己的所谓班
主任管理模式、教学模式，其实认真打量一下，这些
东西有多少含金量？

如果一个年轻教师真心愿意为教育做点事、为
学生做点事，那么不妨抽时间认真考虑一下：教育
是什么？ 成长是什么？ 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考虑这些问题，只看领导怎么要求，只看同事怎
么做，在当下，不误入歧途都难。 我知道，这番话，
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很多教师其实内心不够强大
甚至没有成长，太渴望得到鼓励，听到这样的话可
能就气得不得了。 相反，如果有人张开双臂，他们
就会飞奔过去扑入那温暖的怀抱。

建议这样的教师认真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成
长最终是靠自己蜕变，靠别人扶持，永远站不起来。
有的教师认为，进步需要一种氛围，需要时刻有人

督促鼓励，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成长。其实，这完全可
能是被误导了。是的，我们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如
果没有别人帮助，我们成不了事，如果没有别人监
督，我们成不了事，如果没有别人领导，我们成不了
事……因为从小被误导，我们没有自信，不知道离
开了别人，我们自己能决定什么，能做什么。 如果
我们当教师的自己都站不起来， 又怎么引领学生？
要成长，要站起来，累，是肯定的。 所有的意义和价
值，都有累的成分。 不累，又怎么会有进步？

让那些肤浅庸俗的鼓励见鬼去吧，也不要再留
恋那短暂的温暖。 撇开日常生活不提，但愿我们在
工作中能时刻站在学生一边， 能时刻想着真理至
上， 不论是我们想得到领导认可还是同事赞赏，不
论是我们想得到职称还是想提高知名度，我们都不
能因此放弃这两个立场，因为这是我们之所以是教
师的基本前提。 只有坚持这两个立场，我们才能寻
找到教育真正的阳光之路。当我们的思考和选择不
再以学生为重，不再以真理为上的时候，我们就亵
渎了教师这个身份。

教育是不分国界的，更没有省界、市界之分。建立
圈子是为了研究教育，解决教育问题。当每个圈子都
有了自己的成果，就可以拿出来共享，正所谓借智、借
力、借道，共生、共荣、共赢，而不是抱残守缺。

教育内部的圈子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独立观察（23）

你有圈子吗？
圈子文化，可是当下很有趣的一种文化现象。 各种

各样的圈子如影随形，让人们都成了“圈中人”。 就像人
们都习惯于成为“单位人”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热衷于成为某个圈子里的人。

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圈子文化的。 圈子，顾名思义
就是圆，就是以一点作圆心，以一定长度作半径的一个
封闭的曲线。 “圈子们”到底藏了多深的“水”，人们找不
到最权威的答案， 只能片面地把它们理解为 “画地为
牢”的一种利益寄居关系。 你的、我的、他的，每一个人
都以圆心建了很多圈子，小圈子，大圈子，圈圈相套，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

教育领域也有很多圈子， 尤其是一些以某个专家
为核心的学术圈子，也可以称作流派，他们或大或小、
或多或少地对基层教育教学实践施加着影响。 这些圈
子里都有一到两个核心人物， 他们有足够的思想力和
影响力，去引领和影响他们的追随者。

圈子文化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术的繁
荣，不同圈子的观点争鸣俨然“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集
体繁荣的背后也有隐忧， 各路专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
宣导似乎导致了一线教育实践者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的集体迷失。

至于什么样的教育是好教育， 固然要靠一线教育
实践者有独立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但各个圈子和流派
都想拉起自己的队伍自立门户， 创造自己的经验，于
是，教育内部不断出现新的圈子和流派，他们往往从自
己倡导的教育立场出发，习惯于唯我独尊，习惯于老死
不相往来，谁也瞧不起谁，甚至相互攻击，这似乎成了
教育者的通病。

时下，的确有很多人都在忙着建立自己的圈子。 他
们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无限放大自己的研究成果，
教育不知不觉陷入了“圈圈相套”这样的怪圈。 这不仅
使一线教育实践者无所适从， 也使得文人相轻的丑陋
暴露无遗。 于是，教育的江湖不再“寂寞”。

圈子自然有圈子的好处，“圈中人” 往往有相同的
研究方向，可以集中力量将自己的研究引向深刻。 但圈
子也有圈子的问题，很容易画圈为牢，自我设限。 比如，
值得警惕的是课改中的“山头主义”现象。 当下如火如
荼推进的课改，可谓门派林立，但都各自为政。 据我观
察，每个流派虽然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独到的成果，但
所谓的不同流派之间， 只是研究的路径不同， 概念不
同，话语体系不同而已，他们指向的教育的美好都是那
么相似和一致。 遗憾的是，大家总是“同而不合”。

教育是不分国界的，更没有省界、市界之分。 建立
圈子是为了研究教育，解决问题。 当每个圈子都有了自
己的成果，就可以拿出来共享，正所谓借智 、借力 、借
道，共生、共荣、共赢，而不是抱残守缺。

好的教育是没有边界的， 绝不能因为圈子而自我
设限，建立圈子是为了打破圈子。 教育者可以因所处的
地域不同而进行不同特色的教育研究， 但不能自我封
闭，不了解对方，就去盲目排斥，这不是教育者应有的
研究立场。

教育内部需要圈子， 但更需要培育健康的圈子文
化， 更需要各圈子之间打破门户之见， 放弃那个 “小
我”，集百家之长，强强联合，互为补充。 即便不走向联
合，至少也可以放低姿态，关注一下同行，以便更好地
丰富和完善自己。

当每个圈子、每个流派都放下身段，相互问道、相
互取经的时候， 中国教育的各路好声音一定会出现和
声之美。

□ 茅卫东

寻找光明而不只是寻求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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