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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先生制起源于教师“把时间还给
学生，把空间还给学生，把学习还给学生”。

2003 年以前，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省庄镇第二中学是一所 “长在庄稼地里”
的农村薄弱学校，限于当时的条件，投入
明显不足。 2003 年，15 名骨干教师和 50
名毕业班的尖子学生被抽走，学校的底子
就更薄弱了。

学校教育到了这等地步，我们该怎么
办？ 求人不如求己，发现和经营好自己的
长处，比寻求外援更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们开始实施“导师制”：用“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做法，将“两头”的学生承包给
教师，让教师做导师，让他们去帮助学生
解决学习的动力问题。

然而，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

现实效果并不理想。 2003 年 11 月，我发
现高富莲老师上课只讲 10 分钟， 剩下的
时间， 她会走下讲台一个一个去检查学
生。 当我发现她这样做成绩很好时，就给
这种上课方式起了个“走下讲台”的名字，
在全校推广了起来。

“走下讲台”不仅让教师收获了很好
的教学成绩，而且解放了学生。 解放了学
生，教师才能把自己解放。 “走下讲台”的
价值，在于把时间 、空间 、学习还给了学
生。 还了，学生就有了自主权；还了，学生
就能自己学习、主动学习。不还，学生就会
等着教师来“喂”；不还，教师就不能停止
“喂”的举动。

“走下讲台”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我们
发现了教学的规律———“少教多学”。教与

学之间，教为轻，学为重；教是外因，学是
内因；教为辅，学为主。 人的精力有限，教
多了，学就会少。 “少教多学”能给予学生
充足的学习时间、空间和机会。 有机会学
习，学生才能学好。学生学好了，才能反映
教师会教、教得好。

从数量关系看，“走下讲台”， 教占了
22%的时间，学占了 78%的时间。 教师少
教，学生就能多学。

教和学各自拥有多大的比例，效果才最
好？我们认为，答案是二比八。在时间、空间、
机会等方面，教应该占 20%，学应该占 80%。
“二八定律”最适合教与学的比例搭配。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什么
教育，只要教的比例高于学的比例，这种
教育一定失败。

什么样的教育一定失败

“小先生”和“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发明的教育名词。 1927 年，为了解决“经费匮乏”、“谋生与教育难以兼顾”、“女子教育困难”
等问题，陶行知提出了小先生和小先生制的基本构想，创立了晓庄实验学校来践行这一思想，并给出了“即知即传”的行为方法。

现代小先生制不是从陶行知那里学来的，而是在教育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经历了教师“走下讲台”，把讲台让给学生，
“学生展示，智慧生成”以后，新小先生制就被我们探索出来了。

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新小先生制”让真教育发生

思想力校长

儿童是如何失去自我的
孙瑞雪在新浪网撰文 有些

孩子从出生起， 就没有机会创造
自己， 他们几乎是被父母或者其
他成人“创造”出来的。 由于没有
自己创造自己的机会， 他们也就
几乎没有自我。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妈妈并
没有在幼儿园里， 也没有和孩子
在一起， 却有效地控制着孩子的
行为、想法、心理和内在的愿望。
这当然是对生命的背离， 这样的
生命状态不是真正的生命状态。

如果一个孩子是被妈妈做
主，那就可能失去自主，从而失去
自我。如果他忘掉了自己，他就失
去了自由。 如果他终于完全听从
了妈妈的一切安排， 遵循了他已
经认为的正确规则……他就可能
一生都对自己内在的心灵的愿望
和生命的愿望说“不！ ”本质地说，
无自主意识， 是滋生痛苦和对抗
的温床。

“应赛教育”更可怕
黄玉峰在新校长传媒撰文

为了争到好的生源， 各校练就一
手“掐尖”高招：竞赛的获奖证书
列入优先录取条件，尤其是数学、
物理竞赛的证书。 人文素养不见
了，综合素质被抛弃了。那些手持
证书的考生， 成了被学校争抢的
宠儿。

这就是所谓的生源大战，然
而，它的背后又是什么？ 无非“名
利”二字！ 学校要靠升学率来扬名，
其背后附着的是一个庞大的培训
业和一长串的利益链；学生成了学
校的筹码，学校的名利，校长、教师
个人的名利皆关乎此战之成败！

本以为搞自主招生， 最可怕
的敌人可能是人情腐败， 孰料本
质上遇到的棘手问题， 还是应试
教育的老问题： 从只见分数不见
人，变成只见奖状不见人；从为了
分数而学习，到为了证书而学习。
所谓的 “兴趣”、“特长”、“素质”
等，都成了功利主义的筹码。自主
招生所引发的狂热场面， 其实是
在原有的“应试教育”上又雪上加
霜，添上了“应赛教育”，这不能不
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钟原 辑）

新视野

“走下讲台”为我们赢得了中考成绩，让
我们明白了“少教多学”的价值，更让我们养
成了发现的习惯———学习从发现开始。

当我们轰轰烈烈让教师“走下讲台”的
时候，焦圣玉老师竟然把讲台“让”给了学
生。 2004 年，焦圣玉老师的课堂被学生“占
领”了，走上讲台的学生，成了课堂的主人，
做起了小先生。

经过两年的实践检验， 我们发现，采
取焦老师这种 “精彩主讲 ”的年级 ，连续
两年没出现一个辍学生 ， 于是开始全面
推广“精彩主讲”。

推广，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地震”。
矛盾的焦点有两个： 来自业务层面———教
学成绩差了谁负责？ 来自思想层面———学
生把教师的活都干了，还要教师做什么？ 两
种声音都相当强烈。

学生怎么可能会讲呢？ 学生怎么可能
比教师讲得精彩呢？ 那个时候，不光校内教
师反对， 上级领导和家长的反对声也此起
彼伏。

怎么办呢 ？ 妥协———推动———再妥
协———再推动。 我们一步步、一年年地向前
发展。

客观地讲，就知识而言，论讲深讲透，
学生确实不如教师。 但是，情感、态度、价值
观方面，教师讲确实不如学生讲。 我们不指
望学生完全“主讲”一堂课。 我们推广“精彩
主讲”也只是为了把讲的权力放下去，为了
把讲解内容分解到各个小组， 让学生有序
地在小组、在全班讲出自己的学习经验。

从“精彩主讲”过渡到“精彩主持”是
一件很自然的事。 将“精彩主持”从“精彩主
讲”中分离出来，这里既有专家引领，也有
我们自己的智慧。

2009 年 4 月， 山东省教科所所长亓殿

强和陈培瑞研究员率领省市区三级调研组
前来调研。 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建议将“精
彩主讲”更名为“精彩主持”，可能更有利于
课堂改革的深入发展。 这是一个绝好的建
议，因为新的名称赋予“精彩主持”以新的
内涵。

我们这样定义 “精彩主持”：“精彩主
持”课堂是学生主持人管理下的自主学习、
互助合作课堂。 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通过
“自主发现，合作探究，展示质疑”取得学习
成果。 推广“精彩主持”标志着小先生制课
堂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现代小先生制的演进

课堂教学，有传授，就得有管理。 以
往，课堂突出了传授，忽视了管理；以往，
鲜有人研究学习、教（jiāo）学、教（jiào）学、
教育里面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用心研究
“即知即传”的用意和价值；更没有人想到
教育更应该“即觉即管”、“即悟即理”。

至此， 我们发现：“教师是集传授、管
理于一体的职业。 ”教师的思想和行为突
出了前者，那叫教（jiāo）学；突出了后者，
那叫教 （jiào）学 ；两者都突出 ，那才叫教
育，是谓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怎么搞？ 从某种意义上，三
句话可以概括：“即知即传”，“即觉即管”，
“即悟即理”。

“即知即传”的意思是：知道了你就告
诉别人，且立即执行。 识字也好，读书也
好， 把刚刚学会的告诉别人， 这就是教。
“即知即传”要求，学了马上就教。 为什么
这么做？ 教学，教学，教了，马上就学；学
了，立即就教。 教学相长，人才有长进。

为什么要 “即觉即管”？ 在学习过程
中，人有感觉，才会有知觉。“即觉即管”提
醒我们：一要觉，二要管，三要立即执行。
常觉能练就觉的能力，常管能练就管的能
力，经常性地立即执行就能练就超凡的执
行力。 人拥有觉的执行力和管的执行力，
就能善待自己，就能理性对待自己。 能把

自己管好，就不怕管不好别人。
为什么还要“即悟即理”？ “即悟即理”

的含义是：领悟了，你就理一理。
人除了拥有实实在在的五项感觉器

官，还有因经验、理性、智慧而产生的第六
感觉器官。这是一个不需要肉体也能感知
的“器官”。 针对这个器官提供的信息，人
最应该做的，就是理一理。 将刚刚得到的
信息，立即在脑子里“化一化”。 等融化透
了，再把本质的东西与自己记忆中所拥有
的比对一下，理顺关系，找出头绪，规整起
来，这就是“即悟即理”。

学校教育有两个核心： 一是传授，二
是管理。把传授、管理的事情都做好，需要
“即知即传”、“即觉即管”、“即悟即理”。

现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究竟应该
谁去做？”“教师是不是学校里的唯一教育
者？ ”“教师的工作是不是只有教育，而没
有学习？”“学生是不是只有学习这一个任
务？ ”“学生的学习是不是只能读课本、做
作业？ 做其他事情，是不是都是‘不务正
业’？ ”

把讲台让给学生，学生能讲，也能管，
能教（jiāo，教学），也能教（jiào，教学）的事
实说明：学校教育最好让学生去做。

让学生做教育，就是让学生教，让学
生管，让学生做小先生。 小先生制就是让

学生做教育的制度。 做教育，学生确有这
个能力。不仅初中生有，小学生也有。学生
不仅能在课堂上做，也能在操场上、校园
里、校园外做。

让学生做教育以后，教师做什么？ 学
习学习，学会学习；帮助学生学习学习，帮
助学生学会学习。 推行小先生制以后，学
生表现越精彩，就越需要拥有良好学习品
质和习惯的教师。教师做“学习学习，学会
学习 ”的先行者 ，先于学生做到 “即知即
传，即觉即管，即悟即理”，才有资格和能
力做学生的老师。

小先生制走到这里，我们发现：学习
具有不可替代性。 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
任何人替代不了；传授，采用“即知即传”
效果最好；管理，“即觉即管”、“即悟即理”
是最有效的，超出了时效，再先进的管理，
也会失去光辉。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实施小先生制，
学生能 “跳出学习看学习”； 实施小先生
制，教师能“跳出教育看教育”。

给了学生做教育的机会和舞台，就能
引发自我教育。 做教育，只有“三还”还不
够，还要做到“三放”（放心、放手、放下）、
“七教”（将“爱、赏识、倾听、做榜样、关注
第一次、培养良好习惯、适当惩罚”的思想
和技能传授给他人），才能把教育做好。

搞好学校教育的三句话

以往，站在掌握知识、提高成绩的角
度去看课， 你会关注教师讲得精不精彩。
而今，站在“学习学习，学会学习”角度去
看课，你会关注学生学得精不精彩。

“精彩”是小先生制的追求，将小先生
课堂上的精彩，推演到课外；将小先生的
精彩迁移到“大先生”———教师身上，我们
就看到了学习所产生的力量。

推行小先生制，教师须做到：必须拥
有正确的教育信仰，拥有自己明确的奋斗
目标，拥有并秉持科学的教育态度，养成
天天学习的习惯，找到适合的教育方法。

推行小先生制，学生须做到：做自己
的主人，学会读书，学会实践，学会合作，
学会融合。

推行小先生制，校长须做到：寻找思
想的突破口，拿起“发现”的武器，为学校
铸就灵魂，创建适合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
的环境，让师本教育走向生本教育。

推行小先生制， 课堂应这样操作：课
前准备以预习和课堂设计为主；课中行进
重在有序，有序才有效；课后的总结和反
思是为了捡拾，捡拾和积累有用的知、识、
经验，为的是更有能力走路，为的是更有

信心走好前方未知的路。
学会学习，学会管理，就能学会做教

育，小先生制走向公民教育是学校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向。

学习是一回事 ， 管理又是另一回
事。 “精彩主持 ”是学生自主管理 ，学生
自主管理也需要把计划 、组织 、协调 、激
励 、 评价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事情做
好 ，也需要从管理人的 “理想 、信念 、态
度、方法、行为、结果”入手。 最高级的管
理是管理人的理想 ，最愚蠢的管理是就
结果管结果。

谁来管？ 学生。 怎么管？ 将“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事做”变为“人人
有事管，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事管”，突出
“即觉即管”、“即悟即理”。

我们的管理目标是“把所有的事分配
给所有的人去做”。 学习也是事儿，“精彩
主持”让我们把所有的学习任务都分配了
下去；“精彩主持”让我们把课堂内外的时
空管理权都分配了下去。

小先生制催生“值周校长制度”和“班
值周制度”。 “值周校长制度”是让教师轮
流做校长的制度，“班值周制度”是各个班

轮流坐庄管理学校的制度。两个制度又引
领了周班长 、月班长 、生活班长 、纪律班
长、学习班长等一系列改革，促成了班级
民主管理制度的形成。

“班值周”是小先生制从课内向课外
的迁移。 “值周校长”则是小先生制从学生
向教师，从教师到校长的迁移。迁移以后，
学校里每一分钟时间、每一寸空间、每一
份可用资源，都实现了无缝隙管理。

学校教育，我们必须摒弃教师只做教
育、不当学生的想法。正确认识学习，才有
奔向学习的可能；正确认识教育，才有会
做教育、接受教育的可能。长期处在“学不
厌，诲不倦”的环境中，人的思想、智慧、道
德就会不断提升。

调查显示， 当下，90%以上的学生和
教师不能正确说出“学习是什么”，90%以
上的教师回答“教育是什么”有偏差，99%
以上的教师认为“学生就是学生，教师就
是教师”，80%以上的教师从没动过“让学
生做老师”的念头。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方向偏了，走
得越久，离目标就会越远。 学习、教育也
如此。

重新定位小先生制

当学生也能传授知识的时候 ， 教师
“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受到了严重挑
战；当学生也能管理课堂的时候，教师的
权威就会动摇；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得越精
彩，教师就越需要加强自身修养，越需要
跟上“精彩主持”的步伐。 学生把传授和管
理两项教育责任都担当起来以后，就会倒
逼教师回到原点去看教育，就会倒逼教师
重拾学习的利器，就会促使教师走到与学
生一起学习、一起接受教育的轨道上来。

我们发现 ， 小先生制确实是公民教
育的有效途径。 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
突出问题， 小先生制确实是最有效的策
略之一。

我们发现，“即觉即管”、“即悟即理 ”
不仅在学校教育、课堂管理中具有一定的
价值，而且在自身修养、自我提升、自主成
长方面，也拥有用之不竭的力量。 不仅如
此，在应对社会突发性事件过程中，做到
了“即觉即管”、“即悟即理”就提升了掌控
自己的能力。

小先生制树立了公民教育的理想，坚
定了 “学生也能做教育 ”的信念 ，明确了
“学习学习，学会学习”的学校教育目标，
纠正了“学习就是考试、做作业”的态度，
收获了快乐、幸福。

小先生制为公民教育打下了坚实的
学习基础、教育基础和人文基础。 小先生
制给出了“学习、接受教育、做教育”的目
标、路径和方法；形成了集传授、管理于一
体的教育新构想；创建了“做人就是说话、
走路、 思想”、“做事就是生存、 生活 、生
命”、“成长就是做人、做事、学习”的教育
理论新体系。

以往，教育突出传授。 而今，当网络做
到“即知即传”的时候，“即觉即管”、“即悟
即理”，就会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针对小先生制的价值，2008 年，美国
福特教育基金干事长何进博士说：“你们
研究的不仅是国内的前沿问题 ， 而且是
国际上的前沿问题 。 ”2010 年 ， 国家督
学，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 ：“在
这里 ，我看到了真正的教育 ，内生的 、公
民的教育。 ”

做教育就是这样，小先生制不仅给予
了学生从小就做教育的体验，还给予了他
们体验后的反思，让他们知道，学习和教
育是一个人身上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一
个人把两个方面融合好了，这个人就会快
乐；一群人把这两个方面融合好了，这群
人就会幸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这两
个方面融合好了，这个民族、国家就会和
谐美好。

小先生制，缘起于课堂 ，但不拘泥于
课堂；立足于学校，但不局限于学校。 让学
生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意，是全面推广
小先生制的最终结果。

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 李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