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 月和 7 月，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先后两次专题报道了北京十一学校的育
人模式。 在全国第一媒体黄金时段短时期
内两次重点报道一所学校的教育改革，还
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一回。 如此前所
未有地聚焦关注基础教育改革， 不仅反映
了国家对推进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 也隐
含着指引基础教育改革方向的意图。

我的印象里， 十一学校是一所奇怪的
学校。每到课间，大批的学生从各个教室涌
出，背着书包急匆匆在校园里穿行。一问才
知道， 学生们每换一门课都需要换一次功

能教室……原来， 为了满足不同学生个性
化的成长需求，从 2011 年开始，十一学校
就开始推行学生选课走班，全校 4000 多个
学生，每人拥有了一张独一无二的课程表。

“不占用学生自主学习和休息的时间，
是对学生的基本尊重。 ”

“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所学校存在。 ”
“这是理想中的学校，代表着未来教育

的方向。 ”
……
对十一学校的评价中， 总能听到类似

的赞誉。
当然，也有人说作为国家级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十一学校具有其他学
校难以企及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资源。 的
确 ，十一学校是不可能简单复制的 ，但这

并不意味着无法学习借鉴。 在实施教改之
前， 作为已创办 62 年的原中央军委子弟
学校 ，十一学校曾以纪律严明著称 ，连自
行车的停放都得首尾一致。 “头发长了，不
行；不好好走路 ，不行 ；上课低头看指甲 ，
不行；作业没写完，不行……”。 教师教的
是“考生”而不是“学生 ”，教师为考而教 ，
学生为考而学……这些熟悉的情形，与其
他学校如出一辙。 2007 年底，李希贵出任
十一学校校长， 接过改革的接力棒之后，
对学校进行了重新定义：学校不只是学生
学习的场所，更是他们寻找同伴、犯错误、
生长想法的地方。 诚如李希贵所言：“我们
真正想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成长
的环境，让他们发现自我、唤醒自我，最终
成为自我。 ”简而言之，十一学校的教改可

以概括成这样八个字 ：个性发展 ，自主选
择。 正是这种对教育规律的朴实无华的诠
释和坚守 ，使学生真正实现了 “为自己奔
跑”，从而激起了本性的巨大潜能，成功唤
醒了心中的 “巨人”， 这便是十一学校在
“悄无声息”中所发生的 “惊天动地 ”的神
奇变化。 实事求是地说，十一学校所倡导
的理念并无新奇之处，其取胜的关键在于
对理念的透彻理解和坚定贯彻，真正做到
了眼中有“人”。 反观其他学校，之所以深
陷应试教育的泥潭，呈现“千校一面”的局
面，关键问题也在这里。

身处信息时代， 绝大多数学校都拥有
动听的口号与理念，但大多只停留于口头，
很少能真正加以贯彻落实。 学校领导和地
方教育主管部门很少能真正静下心来办教

育。 一些人口头高喊着 “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心里却时刻盘算着怎样谋取“名利”与
“政绩”；一边宣扬着素质教育，一边却以所
谓的“民众的需要”为理由大肆推行应试教
育……

教育之道，存乎一心。 教育之难，也就
难在这个“一心”。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所
学校的校长只要能真正心无旁骛地“一心”
办教育， 那么就会诞生一所具有自身特色
的新的“十一学校”。 在新闻联播专题报道
的尾声，链接了上海、浙江等地学校学习十
一学校的情形，可谓意蕴深远。 “一花独放
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教育界涌现
出更多的“十一学校”之时，我想，便是“钱
学森之问”的真正破解之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市第二中学）

□ 胡欣红愿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十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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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点 好老师什么样？ 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和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说，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
实学识、仁爱之心，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
诚如总书记所言，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今天的老师们，如何成为学生的幸运、民族的希望？ 本期，我们从各大媒体摘选了几个“好老师”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

□ 本期主持：黄 浩

近读傅斯年先生文章，对“好教师，
什么范？ ”有了真切感受。

傅斯年是蔡元培高足， 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长
久”。 终其一生，傅斯年对蔡元培都是推
崇备至，蔡元培对傅斯年也是十分赏识。

好教师的第一条是长者风范。
傅斯年尚在北大读书时， 就声誉鹊

起。蔡元培以北大校长之尊，竟然给傅斯
年亲笔写条幅———“山平水远苍茫外，地
辟天开指顾中”， 鼓励傅斯年奋发向上。
由此可见， 蔡元培先生对傅斯年的殷殷
期望。

傅斯年对蔡元培也是如此。
傅斯年曾评论说 ：“试想当年的情

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
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
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 为国家种下
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 是何等大无畏的
行事。 ”

由此可见， 蔡元培的人格和胆识对
傅斯年的影响和塑造。 傅斯年曾把蔡元
培比做孔子，而自比子路，始终以蔡元培
为师长和楷模。 陶行知曾说：“先生之最
大快乐 ， 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
生。 ”从这个角度说，蔡元培应该从傅斯
年的身上活得了最大快乐。

1945 年，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大
胆敛财，胡作非为。 傅斯年接连在《世纪
评论》、《观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掀起
全国的讨宋声浪，宋子文被迫狼狈下台。
宋子文是宋美龄的哥哥， 蒋介石的大舅
子；但傅斯年照样辛辣批评，毫不含糊。
这就是蔡元培先生人格和胆识教育的成
功之处。 而老蒋也不简单， 尽管恼羞成

怒，但并没往心里去。 败逃台湾之时，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傅斯年。去了台湾之后，
礼聘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最有意思的是傅斯年一段回忆老师
的片段，最见蔡元培先生的老师风范。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 有一个
同学，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
满人意的事， 于是同学某某在西斋壁上
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
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 把这个同学骂
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
为我也极讨厌此人， 而我的匿名揭帖之
中， 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 深的语
意，却是挖苦他。 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
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
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
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

诸位在墙壁上攻击 D 君的事，是不
合做人的道理的。 诸君对 D 君有不满，
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
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
办法。 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
决不易改悔， 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
开端。 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
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渐。

这一篇话， 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
动。 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
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
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
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
名，决不推自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
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 但北大的
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这才是老师风范， 既能够给学生写

字鼓励，又能疾言厉色地当众批评。但即
便是批评，每一条都有针对性，都落在实
处。 从做人的道理上，应该怎么做，不该
怎么做，每种做法的好处和后果，都剖析
得一清二楚。

很多年之后，我读这段话，仍然感慨
良深。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 自以为正义在

手，挥舞道德大棒，一旦用恶的方式回击
他人，自身就成了恶的一部分，很可能就
是品性沉沦的开始。而诚意正心之人，岂
能不慎？

这才是好老师，表扬极为具体，批评
又有建设性。 而且始终是从做人上严格
要求。从深厚的文化中来，向无限宽广的
生命里去。 （王开东）

我不是学师范的， 当教师完全是出于个人
的选择。 我初中毕业以后，因母亲病逝，家道中
落，只读了三个多月的高一就失学了。在家待了
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激起了我
投身社会的热情。

可是我能为这个新生社会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也是唯一能想到的，就

是当教师。 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一位教师的完美
形象， 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师工作的崇高
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从小智力平平 ，生性顽皮 ，不爱学习 ，
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
“纪录”。 老师送给我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
肠”。 自卑的阴影笼罩着我 ，使我完全丧失了
进步的信心。 但在我五年级留级后，遇到了一
位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武钟英老师 ， 这是
我一生的幸运。

武老师教我们国语课兼级任教师， 上课的
第一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拿出一本四角号码
小字典，对我说：“现在我教你四角号码查字法，
如果你能学会，就可以证明你不是什么‘聪明面
孔笨肚肠’。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吗？”我当然很想
知道自己究竟笨还是不笨。 结果在武老师的指
点下很快学会了这种查字法， 这使我对自己的
信心大增。 接着武老师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
在他每教新课之前，由我把课文里的生字从字典
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 一个长期
被同学们看不起的“老留级生”，居然还能承担如
此光荣的任务，自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 我由
于爱武老师，也爱上他的课，对他布置的作业都
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于是又不断在国
语课上受到表扬。 到六年级时，武老师又把我的
一篇作文推荐给县里的一份报纸， 居然发表了。
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清清楚楚地印
在报纸上时，真比登台领奖还要风光十倍！

最难忘领小学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那一
天。记得武老师在把成绩单发到我手里的时候，
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钱梦龙， 看看我给你
写的评语吧。”我至今对打开评语栏时看到的第
一句话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印象， 这句话是：“该
生天资聪颖”！ 我知道，这是武老师两年来帮助
我一步步克服自卑、 自弃心理的最后一步。 至
此，“聪明面孔笨肚肠” 那句话投在我心灵上的
阴影，已被自信的阳光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当我
进入初中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少年
郎了。

今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武老师，
用他真挚的爱心和出色的教育艺术，把我从“差
生”的路上拉了回来，乃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1949 年当我决定投身社会、面临选择的时
候， 又是武老师的形象坚定了我当一名教师的
决心。 于是我到县城西门外的一所初级小学去
毛遂自荐，居然感动了校长，让我当了一名义务
教师。 这就是我的教师生涯的开始。

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五十多年来，武
老师始终是树立在我心中的一杆高高的标尺，
是他，不断地鞭策、鼓舞着我努力做一个像他那
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教育艺术家。

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 人的能力暂时低一
些不要紧，但心中的标尺不能低。
（本文摘自钱梦龙《我是如何成为特级名师的》）

据《新校长传媒》、《当代教育家》等综合整理

我为什么当教师好教师，什么范

故事里的“好老师”

纪念教师节最好的
办法 ， 是还教师以人格
尊严，独立精神 ，自由思
想。 让教师说真话、揭真

相、传真知，而不是做传声筒 、洗脑机 、驯
化器。 @ 律师文摘

教师节重点不在节，在教师二字。 已经
设立 30 年的教师节，今天之庆祝，内涵应大
大不同。有理想信念的教师就不该为时髦所
左右，有扎实学识的教师就不能整天想得奖
当专家， 有仁爱之心的教师就应宽容学生，
包括犯错学生。 @ 王旭明

当教师无须像月亮那样借光闪亮，社
会才能真正葆有活力之源、创新之根，我们
的下一代才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我们的国
家与未来才会洒满阳光。 @ 人民日报

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
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
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
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 龙应台

就一个孩子来说，他内心自信平和，比
谨小慎微重要；凡事有好奇心，比凡事不出
错重要；他有自我选择的勇气，比选择什么

更重要。 培养一个完全“听话”的孩子是件
可悲的事，当一个孩子事事听命于家长时，
那不是教育成果， 是生命中隐伏的久远的
悲伤。 @ 尹建莉

42 年从事儿童教育和研究的经历告
诉我，教育不是宗教，但如果没有宗教般的
情结就做不好教育。 @ 孙云晓

蒙台梭利说 ：“要想彻底解决教育问
题，采取措施的第一步绝不该针对儿童，而
应针对成人。 ” 理解儿童是教育儿童的前
提。成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会理解儿童，

学会抛弃关于儿童的各种成见。 @ 朱永新

学生的表情是教育的投影， 也是社会
对教育实际作为的投影。 如要看到学生自
信阳光的表情， 在整个社会懂得个体人的
价值的同时，还要赋予教育以自由，给予教
育本身以及教师以应有的尊重。 @ 李竹平

没有“好教育”的社会，一定不是真正
的“好社会”，一个不能适应和满足教育发
展的需要，只会向教育索取，但却不努力对
教育做贡献的社会，一定不是理想的“好社
会”。 古往今来，整个社会都存在一种普遍

性的缺失，即“教育尺度”的缺失。这是造成
当下教育弱化、教育无力、教育危机，乃至
教育失败的根源之一。 @ 李政涛

无限放大考试的正面功能导致中国教
育评价设计出现重大失误： 以考试作为终
极目标衡量一切。 考试作为唯一的考核方
法，分数成为唯一评价标准。考试作为一种
评价手段，应该跟着教育走，结果是反过来
了，教育亦步亦趋地随着考试走，把“学什
么，考什么”的检测功能异化为淘汰功能，
成了“考什么，学什么”。 @ 罗崇敏

（褚清源 辑）

从少林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僧 ，
到武当派的开山祖师 ， 再到成为震古
烁今的一代武圣 ， 张三丰的故事可谓
家喻户晓。

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这
位张真人不仅是一位武学大师， 更是一
位德高望重、治学精湛，同时又不失人情
味的一代名师。即使放到今天，他也绝对
称得上是名师的典范了。

张三丰有 7 位亲传弟子， 个个功夫
高深、德艺双馨，江湖人称“武当七侠”。
作为老师来说， 教出一两个好徒弟不算
什么，但能把资质、秉性皆不相同的弟子
全都调教成综合素质极高的人才， 便不
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七侠”出
场时已然成才， 让我们难以见到张真人
是如何传道授业的。但在第二十四回“太
极初传柔克刚”里，其当着外人的面现场
传授徒孙张无忌太极剑一节， 足以让我
们领略这位名师不拘一格、 风姿卓异的
治学风采。

在这一段落中， 张三丰传授太极剑
有“三奇”。

第一奇，当众传剑。 按理说，这样一
套独创的太极剑，是应该秘密传授的。然
而张真人却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
大方地教授徒孙张无忌， 此一举便让人
瞠目结舌。

第二奇，前后不一。练武功应该是严
格认真，马虎不得，可张真人的示范却是
“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
相同”。

第三奇，以忘为妙。 一般练功夫、做
学问，老师会问“记住多少”，而张真人却
在授剑的过程中不停地问张无忌 “忘了
多少”，直到忘得干干净净，张三丰才欣
慰地连连称妙……

这样奇怪的授课， 却让张无忌一个
初出茅庐的小孩子轻松打败了前来挑战
的剑术高手。 我们来看这堂课究竟有何
奥妙。

张三丰授剑有“三奇”，在于这堂课
传授的不是剑招，而是“剑意”。剑招是公

式、知识，剑意是规律，也即所谓的“道”，
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一
种处理问题的能力， 它既存在于技艺之
内，又超越于技艺之上。如果说剑招是科
学，那么剑意就是哲学。

这剑招谁都可以学习， 可这剑意能
不能学到身上，可就要看个人的基础了。
张三丰了解张无忌的太极拳底子， 传授
这套太极剑是因材施教。 所以当众授剑
未尝不可。

既然“剑意”比剑招重要，那么在实
战中就不能局限于一招一式。 遵循 “剑
意”，临场发挥才最重要。所以出现“第一
遍示范与第二遍示范不一致” 的情况太
正常了。 这也可以解释，当众授剑，周围
的人就算再聪明，想偷师也无从偷起。

张三丰要张无忌将所见到的剑招忘
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
驭剑，随心所欲。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
不干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

张无忌忘掉的是“剑招”，记住的是
“剑意”，也就是记住了太极剑的本质，记

住了太极剑的规律。 然后他通过自己的
领会，进行融会贯通，临阵对敌的时候挥
洒自如，心中竟无半点渣滓，以意运剑，
没有一招和张三丰所教的剑招相同，却
打败了强敌。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 忘记了课堂上
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剩下的是
什么呢？ 是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能力，
这就是“剑意”。

我们常说，教是为了不教。 教书，越
教越薄，薄到最后，一页纸都没有了。 那
时候所剩下的就是教育的本质。 这与张
三丰的教学思想不谋而合，也与《笑傲江
湖》 中风清扬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有相
似之处———只有把那些 “死” 的知识忘
掉，使其转化为 “活 ”的 “道 ”，才能在创
新、创造中从容地解决一个个难题，无往
而不胜。

帮助学生做到心无所囿， 不受一招
一式所限，进而放手去创造，张三丰用一
堂课教出了一个武林高手， 不愧名师典
范。 （岳炜）

张三丰是个好老师

现象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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