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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编辑部

在传统教育学里， 人们总要专门
谈及 “教育目的 ”、“教育与个人的发
展”、“学校教育管理”等宏大话题。 但
教育终究要回到 “人 ”或者说 “个体的
人”上来分析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关注
个体与环境的关系， 关注个人与时代
的关系。 研究教育史的人大都关注于
教育在 “目的性 ”上的分歧 ，但很少有
人会悟到 ，教育在目的性 “共融 ”上的
意义。 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当我们在
说教育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就在对“未
来人” 施加着影响。 但教育究竟是什
么？ 它只是发生在围墙深处的一种“智
力活动”吗？ 它能否让学生在成为“最
好的自己”的同时，自觉自愿地为他所
处的组织、社区提供帮助呢？ 这一切都
需要我们找到答案。 如果我们永远忙
于在纠结里争论，那么，我们就只能让
教育在泥潭里挣扎。 因而，中国当前迫
切需要有新的教育学问世。 这种新的
教育学不是忙于理清教育的发展脉
络，而是为了辨析清楚什么是教育、什
么是非教育。 教育必须在充分支撑个
人发展的同时，潜在地培养其社会性。
任何一个人既是受教育者， 也是教育

者， 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人类自身
的发展。

教育应该更多研究“人”，而不应该
过分关注“主义”。

1. 个体身心发展的概念。 所谓个
体发展，通常是指人从出生到成人身心
有规律的变化过程。个体的发展包括身
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两部分，这两者是紧
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身体发展是心理
发展的物质基础，心理发展也影响着身
体发展。

2. 人的身心发展的特殊性。 人是
社会的人， 人是在社会环境中发展的。
在这个环境中，不仅存在着与每个个体
不同性质、 不同联系程度的各类群体，
还存在着人的创造物和各种创造性工
具。 人只有参与社会实践，才能生存与
发展。 人具有积极主动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心理倾向和实际行动；人具有规
划自己未来和为未来发展创造条件的
能力。 人的能动性能否较好发挥，是一
个人的发展能否达到较高水平的重要
因素。

3. 人的身心发展的动因。 内发论
者认为，人的身心发展的力量主要源于

人自身的内在需求。这方面的代表是中
国的孟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柏
拉图认为理念先天就存在于人的灵魂
内， 弗洛伊德也认为人的性本能是最
基本的自然本能， 是推动人发展的潜
在的、无意识的、最根本的动因。 也有
些人认为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外在力
量 ，包括环境刺激 、他人影响 、学校的
教育与训练等。 这方面的代表有中国
古代的荀子，他认为人性是恶的，只有
通过学习， 才能发展完善。 洛克也认
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外部的力
量决定了发展状况。 我们则认为，人的
发展是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综合相加
的结果， 教育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能动
性， 又要在环境条件等多种外部因素
上给予学生最大帮助。

4. 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环境
是泛指影响个人身心发展的一切外部
因素。我们主张以“生态”取代“环境”一
词。 “生态”与“环境”的差别在于，“生
态”更注重“人与环境”发生的效果，而
“环境”更注重“物质中心”。我们同时认
为，个体很难改变大的社会环境，但却
可以改变周围的“小环境”，乃至于形成

适宜个体发展需要的“小气候”。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师实在不应该把
教育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所谓的“体制”，
有时候也要学会从自身找问题———教
育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小环境上。环境
对个体的影响有 3 个方面：一是为个体
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二是环境对个体
的影响有消极和积极之分；三是人在接
受环境影响时，可以积极地改造和利用
环境，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
成为环境的奴隶。

5. 教育生态学。我们认为，教育必
须正视教育“生态环境”与“学生发展”
之间的相互关联。 教育生态学大致分
为 3 个层次：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综合
外部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组成的单个
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 二是以单个
学校或某一教育层次为中心， 反映教
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 三是以学生
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自
然、社会、精神因素）系统。 此外，教育
生态学还应考虑教育对象内在的生理
和心理环境。 在研究对象上，教育生态
学要关注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
态和系统生态。

在一个过于注重师道
尊严的教育制度下，是很难
实现“以生为本”教育理想
的。因而，与其说是课改，不
如说是改革文化。我们所谓
的“文化革命”，是革除我们
传统教育的“三观”（教育
观、教学观、师生观）；革除
我们对“人”的漠视和不尊
重；革除我们过于狭隘自私
的生命格局。

改变文化就是在改变
生态，改变各种各样的角色
和关系，改变我们的态度、
人性和道德，改变我们的国
家和我们的未来。

纵观世界教育的发展，
我们可以这样说，教育的发
展史也是一步步“走向于
人”的改革史。谁又能拒绝
教育的变革呢？从孔夫子到
陶行知，从赫尔巴特到杜
威，从凯洛夫到布鲁纳，教
育的改革史也是一个不断
继承和扬弃的历史。

对相关引证的评说

高效课堂文化系统概论

以生为本的“文化场”

高效课堂文化和传统的学校文化相
差甚远 。 传统学校文化与传统课堂互为
因果关系 ，一切以“教”和“师”为中心 ，高
效课堂文化则是以 “学 ”和 “生 ”为中心建
构而成的。 文化是课堂的机制，是实施高
效课堂的保障 。 “学中心 ”注重 “生活体
验 ”，“生中心 ” 体现 “儿童的兴趣和特
点 ”。 高效课堂文化赞成的是学生的 、鲜
活的 、自主的文化 ，反对的是成人的 、僵
硬的、专断的文化。

1. 高效课堂文化的概念
高效课堂文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

活方式和生命状态。 从类型上，它包括外
显和隐形两种 ；从内容上 ，它包括学校办
学理念 、校园文化 、班级文化 、小组文化
等 ；从空间上 ，它包括园林文化 、墙壁文
化、走廊文化、楼道文化 、教室文化 、办公
室文化等 ；从系统上 ，它包括信念文化 、
识别文化 、形象文化等 ；从形态上 ，它包
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

2. 高效课堂文化的核心理念
高效课堂文化的核心理念是 ：自由 、

自主、责任。
自主 ，即对自己做主 ，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 它与新课改理念一脉相承，是自主
精神从教学向生活管理的延伸 。 自主有
三大特征：主动性、独立性、自我监控。

自由 ，是一种能量释放方式 ，包括
身体的自由 、心智的自由 、道德的自由 。
当然 ，自由不是放纵 ，更不是无法无天 ，
恰恰相反 ，那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孩
子 ，往往 “很容易成为不良习惯的奴隶 ，
变得自私 ， 很难适应社会生活 ”， 那些
“反社会的素质和行为 ” 只不过是能量
被错用了 。

责任 ， 教育要在自由和责任之间共
融。 人的生活不只是相互接触，更是一种
合作和互动。 人必须对其所认同的团队、
社会 、 国家利益负责 。 责任既是一种能
力、素养，也是一种经验、道德。

3. 团队组织的信念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信仰。
学校是社会的雏形 ，这个概念隐含

着的主张是 ，学校必须突破 “围墙 ”对生
活的 “囚禁 ”，让学生适应社会生活 。 从
这层意义上说 ，学校不是学校———它就
是生活 。 然而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
实命题是 ， 学校要赋予学生精神信仰
吗 ？ 正如围绕 “美德是否可教 ”发生的争
执一样 ，学校德育如何实施 ？ 但毋庸置
疑的是 ，人必须靠精神而活着 ，但学生
不应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 。 学生应该为
自己选择的理想而积极主动地探究 ，学
校也必须为精神的萌芽发育提供条件 。

一所没有精神文化存在的学校 ，显然是
“失魂落魄 ”的 。 学校的精神文化包含了
校长的办学理念以及他对精神的探求
过程 ，他为什么从事教育 ，他要培养什
么样的人 ，学校的每一个人是否都富有
合作精神 ，等等 。 校长必须对这些问题
给予答复 ，并切实地体现在教育教学行
为中 。

4. 培养学生的素质
教育必须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挖

掘他们的潜能 ，培养他们的自信 ，使他们
成为独特的 、无可替代 、充满创造力的 、
有生命激情的人 。 这应该成为学校教育
的核心价值观。

5. 学校文化的三个“场”
学校的价值体现为三个 “场 ”：学习

场、生活场、精神场。
学习场对应的是学习能力 。 谁都不

会否认学校是 “用来学习的地方 ”，学校
要让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经验与能力 。 因
此 ， 学校可以成立不同的学习组织 ，不
断举办学习活动 ，从而形成良好 、浓厚
的学风 。

生活场对应的是生活经验 。 它被要
求植入一切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 ，它
的目的是积累来自实践的体验与经验 ，
从而让每个学生享受生活。 因此，学校要
注重展示不同的生活风格 ，如举办校服 、
校徽、班徽、组徽，校歌、班歌 、组歌征集 ，
举办各种生活秀 、特长展 、兴趣班 ，举办
各种文体活动 ，组建学校的诗社 、琴社 、
剧团，举办音乐节 、话剧节 、表演节 、运动
节……

精神场对应的是理性信仰 。 它被要
求带给学生一些看不见却能感知到的东
西，诸如爱、责任、意志、人格、信仰等。 因
此 ， 学校要不断邀请一些学者大家与学
生交流。 如果条件允许，学校还可以广泛
开展游学、访问等活动。

6. 学校文化的课程内容
诚然 ， 一切的教育目的都需要通过

课程来完成 。 但我们必须清楚 ，“课程只
是技术 ，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真正需
要利用的工具是学生”。

高效课堂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具有极
强的实用性 ，我们可以按照 “四分法 ”，
结合课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来实施 。 所谓的 “四分法 ”，就是教师课
程 、学生课程 、外显文化课程 、隐形文化
课程 。

教师课程包括观念角色篇 、 课堂教
学篇 、行为师德篇 ，核心是激活教师 ，让
责任 、理想 、进步成为教师内在发展的需
要，学校管理者要 “相信教师 、解放教师 、

利用教师、发展教师”。
学生课程包括自主管理篇 、 角色生

活篇 、行为规则篇 ，核心是激活学生 ，让
学生成为一个主动发展者 ，教师要 “相信
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外显文化课程包括校园文化篇 、班
组文化篇 、空间文化篇 ，核心是基于儿童
的兴趣和创造力 ， 外显文化要成为一个
和谐、温暖、适宜的生态环境。

隐形文化课程包括管理思想篇 、机
制评价篇 、信念精神篇 ，核心是基于人的
发展和团队使命，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

7. 学校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
学校可以尝试出台 “本校教师权益

法”、“本校学生权益法 ”， 学校的一切权
力应交付师生 。 学校每年可以召开一次
“两会”：教师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

学校要成立两个中心机构 ： 教师机
构，包括教师生活中心、教师情感中心、教
师教学指导中心 ；学生机构 ，包括学生生
活中心、学生情感中心、学法指导中心。

8. 学校管理的核心理念
教师要放权给学生 ， 校长要放权给

教师。
管理不是专断 、控制 、囚禁 ，而是点

燃 、激励 、唤醒 。 如果一种教育或者制度
让人变得懒散 、自私 、不思进取 ，那就是
不好的教育或制度。

9. 学校文化建构的几个关键词
小学段：自然的、童话的、未来的。
“自然的 ”是指体现儿童特点的 ，如

班级种植园 、养殖园 。 “童话的 ”是指学
校文化围绕 “童话主题 ”设计 ，把学校构
建成 “世界童话博物馆 ”，让孩子拥有一
方自己的精神世界 ，与童话人物精神相
通 ，与童话人物共同成长 。 “未来的 ”是
指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 ，让他们心怀世
界 ，目标高远 ，有较大的人生格局 。 小学
段的核心是认识儿童 、发现儿童 、发展
儿童 。

初中段：自然的、自主的、未来的。
“自然的 ”是指在开发 “班级种植 ”课

程的基础上 ，引领学生走向大自然 ，在天
与地 、山与水 、人与人之间感知和体验一
切生活与成长 。 同时应该基于学生的兴
趣 ，开展主题性课程研究 ，展现学生的参
与和研究过程 。 “自主的 ”是指在尊重生
命前提下 ，开放一切创造性领域 ，如班级
管理 、宿舍管理 、校园功能区管理等 ，培
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权益主
张 。 “未来的”是指学生的眼光 、境界 、格
局 ，让他们敢于面向世界 ，做一个未来的
世界公民 。 初中段的核心是在尊重学生
主体地位的基础上 ， 引领学生追求生命

的高价值感。
高中段：自主的、思想的、未来的。
“自主的 ” 是指让学校尝试把学校

真正交还给学生 ，让学校真正成为 “学
生的学校 ”。 “思想的 ”需要学校把古今
中外的人类智慧 、名人名言 ，以不同的
主题形式归类 ，以文化墙壁 、文化大道 、
文化展台 、 文化园林等形式呈现于校
园 ，让学生与大师为伍 、与大师同行 、与
大师对话 、与大师交锋 。 “未来的 ”要引
领学生超越升学的功利目标 ，着眼和追
求一生的发展 ， 做好人生的规划设计 ，
成为一个能经得起各种人生考验的过
硬的人 。 高中段的核心是让学生成为一
个有个性的思想者 。

10. 对 高 效 课 堂 文 化 概 论
的 泛 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发表的
著名报告 《学会生存 》中谈道 ：教育能够
而且必须是一种解放 。 教育应该解放学
生的主体性 ，解放学生的潜在能力 、创造
能力和开拓探索精神 ，促进个性的发展 ，
让学习者成为 “获得知识的最高主人 ，而
不是知识的接受者”。

当下中国的教育学应该首先关注
“教育解放学 ”，解放的首先是学生 ，其次
是教师 。 高效课堂一直在主张 、维护 、捍
卫教师的合法利益和尊严 ， 教师理应享
受到尊崇、自由 、快乐 ，享有发展的 、自在
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

如果一种教育是以牺牲教师为代
价，那这样的教育一定不是好教育。 如果
不能认识到 “唯有教师的解放才能带来
学生的解放 ， 唯有幸福的教师才能培养
出幸福的学生”，那课改当然无法推进。

唯有保全学生与教师作为人的人
格 、兴趣 、权利 、理想 、尊严 ，教育才会散
发着“人性”，才能让人迷恋和感动。 教育
不是牺牲 、抢占和暴虐 ，不是奴役 、命令
和顺从，它必须服务于 “人 ”的需要 ，从生
存到成长。 从这重意义上来说，高效课堂
文化是开放与解放的文化 ，是变 “一潭死
水”为“一池春水 ”的文化 ，是充满生命的
文化。

学校应该审视和创设学校文化 ，看
一看学校的教室 、走廊 、餐厅 、宿舍 、校
园 ，有没有文化 ，有什么样的文化 ，是否
有利于师生的解放 。 “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就要用优秀的
文化去影响、浸染 、滋润 、陶冶 、激活每一
个生命。

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 ，还是班级 、
校园的主体。 如果学校文化舍本逐末，不
去致力于研究如何发挥和张扬学生的主
体性 ， 那这种学校文化就是没落而无生
机的。 遗憾的是，时下许多学校的文化恰
恰是这样的。 很多学校有漂亮的楼房、草
坪 、树木 、假山 、塑胶跑道 、图书馆 ，然而

体现出来的不是儿童的意志 ， 而是校长
的需要。 这样的文化，没能起到“化”的作
用。 退一步说，即便是 “化 ”，“化 ”的也不
是学生 。 这就是专制下文化极其尴尬的
呈现方式———脱离了儿童 。 一旦文化和
儿童格格不入 ，投入再多 ，也无法起到积
极的作用。

把学校的自治权还给学生 ， 鼓励他
们创设适合他们的文化是当务之急 。 教
室是谁的？ 是学生的。 学校是谁的？ 是学
生的。 走廊、操场、绿地、树木是谁的？ 也
是学生的。 既然是学生的，就要体现出他
们自己的意志、格调、兴趣、价值。

成立学生实施学校管理的 “三驾马
车”：学管会 、学生会 、团委 。 校长每周任
命一名学生担任执行校长 ， 然后让他再
去“组阁”。 我们相信，这名“学生校长”一
定会珍惜这份荣耀 。 学生会要把重点放
在学校日常工作的管理上 ， 让学生自主
发现问题 、自主处理他们的 “内部事务 ”。
团委要把怀有各种天赋 、个性 、特长的学
生集合起来 ，成立兴趣小组 ，甚至把兴趣
小组升格 ， 比如把文学社升格为 “文学
院 ”，把自然兴趣小组升格为 “自然科学
院 ”。 学校还应该鼓励教师成立 “教师俱
乐部 ”，会跳舞的成立 “舞蹈俱乐部 ”，会
写诗的成立“诗歌俱乐部”。

教育是为了展示和张扬学生的个性
和进步。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还要重视班
级乃至学校媒体的创办 ， 让每个班负责
一周的媒体工作 ，相互竞争 ，激发出学校
的“声”与“色”。 此处的“声”是广播站、电
视台，“色 ”是班级媒体 ，包括黑板报和班
级报纸。 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要把学生
的创作成果适时地 “展览 ”出来 ，千万不
可“养在深闺人未识”。

具体到班级 ， 它是由几十名学生和
他们的教师构成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 班
级的权利当然要归还给学生 。 班主任是
谁？ 是学生。 教师做什么？ 是学生班主任
的助理，叫助理班主任。 没有了教师的权
威性 ， 学生管学生靠什么 ？ 当然是靠文
化。 班级文化更多体现在班规上。

班规的具体内容从哪里来 ？ 当然不
能凭空杜撰，它来自于生活。 把生活中的
问题一条条罗列出来 ， 就有了 “活动策
划 ”。 我们的原则是 ，活动设计越具体越
好 ，范围越小越好 ，指向性越准确越好 ，
这就是 “三好 ”原则 。 这些琐碎繁杂的问
题 ，可以用主题班会的形式 ，由学生讨论
解决方案，让全体学生郑重签字。 这就是
班规，更是“班级法典”。

违犯了 “班级法典 ”怎么办 ？ 要 “惩
戒 ”。 惩戒和惩罚一字之差 ，却有天壤之
别 。 惩戒当然是善意的 ：惩是手段 ，戒才
是目的。

当然 ，关于文化系统 ，远非以上篇幅
能说清，但请记住这样一句话———

凡是一切不利于开放和解放的 文
化，都必须敢于坚决剔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