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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的尊严
□ 张中山

我相信每一位教师都有一个梦想，
希望自己不仅仅成为 “经师”、“人师”，
更要成为“大师”，但我们都不是。

“经师”哪里去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说的是

奉献；教师如红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说的也是奉献。 凡此种种都是正确的，
但就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乐
道”不一定非要“安贫”。 目前，尤其是乡
村教师从待遇来说，想不为五斗米折腰
都难。 而且教师角色众多，既是教师，又
是妈妈，又是保健医生，一旦出了问题，
教师就会饱受指责，承担责任；做得好
的，也只是分内之事罢了。 当教师的待

遇不高， 又不能专心致志做研究时，中
国何以出优秀“经师”？

“人师”哪里去了？
教育永远是良心事业，永远不能“一

量化就了之”，仅仅通过分数考核评价只
能给教师带来伤害。学校不是工厂，教师
不是工人。 流水作业的一线工人很好量
化，生产的产品数量可数，生产的质量可
测，但教师的爱心、责任心、进取心是无
法量化的，尤其是基础教育，基本就是成
绩决定一切。 而这个成绩很少有教育的
成绩，多是教学的成绩。量化的结果就是
教师必须违心地跟着量化跑。都说“经师
易得，人师难求”，但方向已定，“人师”又
如何在这样的土壤中出现呢？

“大师”哪里去了？
“大师”的出现一定是在自由的土地

上。 对于教育，每位教师都是自由发言人
和自由实践者， 只要他把每名学生都当
作不可复制的孤本， 只要他在静静守候

孩子们成长。 自由的环境能让百花齐放，
让每个孩子成为独立的思想者、开拓者。

但现在有三种情况，让教师套上枷
锁，没有了自由的呼吸。

一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化”。 很多
时候， 我们的校长不是和教师们一起
“眼睛向下”，服务学生，而是服务于上
级 ，养成了 “教育就是向上看 ”的坏毛
病。 如果教育只是简单的服从，哪里会
出现大师？

二是我们的教育“功利化”。 现在经
常出现风起云涌的怪现象，今天是“大
庆”，明天是“大寨”。 大庆、大寨的学校
模式都成了千校一面，不在大庆、大寨
的学校，都在学习大庆、大寨，而且颇有
一夜就变成大庆、大寨的味道。 在这种
为政绩为名利的运动式教育改革大潮
中，哪里会出现大师？

三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化”。 在课改
背景下，有一句话，课堂是学生的，这是

对的，课堂本来就是学堂。 同时，教学也
应该是教师的，可教师从来就没有拥有
过应有的地位，他们在模式面前只能服
从，由此慢慢丢掉了灵性。 没有了 1%的
灵感， 只能用 99%的汗水在模式中耕
耘，黄牛而已，这又如何出现大师呢？

经师、人师、大师的消失，归根结底
就是失去了“以人为本”，就是我们的体
制让教师失去了应有的尊严。 尊严是什
么，尊严就是权利被尊重。 教师的美丽
生活梦、美丽人性梦、美丽教育梦不容
熟视无睹。

给教师以尊严， 就是给我们孩子以
希望，更是给我们民族以未来。在这个教
师节，美丽的教师节，我们不要什么鲜花
和掌声，不要什么赞美诗，不要什么“太
阳底下最光辉”，我们只要一个为师者的
尊严。 请让我们更有尊严地活着。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黑山县锦州子
强学校）

我们的教育病了！
钱学森的 “世纪之问 ”，问出了教

育的尴尬和病症。 培养不出大师级人
才，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大家
都明白，却始终无法解答的，那就是打
破以 “听话 ”为核心的教育文化 ，让孩
子学会独立思考， 学会提问， 学会质
疑，学会批判。

学问，非问无以成学。 而我们的教
育文化，不是让学生学会提问，却常常
是让学生 “多学一点 ，早学一点 ，学深
一点”。 “听话”成了好孩子的代名词，
学生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老师传授的
知识和观点， 丝毫不会怀疑老师讲授
内容的正确性。 这是深入教育骨髓里
的“病毒”。

据说，许多犹太人家庭里碰到放学
回家的孩子， 第一句话往往是：“孩子，

你今天提问题了吗？ ”而我们很多家长
常常会问自己的孩子：“今天，你在学校
里学到了什么新知识？ ”这种差异反映
了家长的关注点不同，也反映了文化的
不同。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
进。 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
要。 这些学习常识、教育常识在我们教
育实践中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
们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都是基于讲授
和被动接收。 有人曾这样概括学生的学
习生涯———“平时记笔记， 临考背笔记，
考时默写笔记，考完扔掉笔记”，这样的
学习方式使学生严重缺乏质疑、 争鸣和
批判精神。 曾有人形象地比喻今天的学
生是“移动生物硬盘”，是知识的容器，这
可能是对今天教育的有力讽刺。

蒙文通是一位史学大师，他晚年曾

任教于四川大学 ， 他给学生的印象
是———“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
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
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
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 ”让
学生记忆犹新的不只是他的外貌，还有
他那与众不同的考试方式。 其他老师考
试都是老师出题考学生， 而蒙文通的考
试方式则是让学生出题问老师。 考场也
不在教室， 而在四川大学旁边望江楼公
园竹丛中的茶铺里。 学生按指定分组去
陪蒙先生喝茶，喝茶之际，由学生向先生
提问，蒙先生回答。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
口，蒙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

这样的考试方式着实让人感到新
鲜，但蒙先生的考试方式不只是“新”，
“新”的背后还体现了“高”，“高”就“高”
在这种方式真正将学生变成了考试的

“主体”，过去出题考试的权力在老师那
里，现在把出题考试权还给了学生。 而
让学生向老师提问题的能力层级远远
高于老师出题让学生解题的能力层级。
学生从原来的被动解题变为主动出题，
无疑是一种学习方式的革新和升级。

李政道说 ，要创新 ，需学问 ；只学
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
更新。 提问题需要好奇心，提好的问题
需要想象力，提出质疑和反问需要批判
性思维。 学生作为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究
者，其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敢于怀
疑，随时发问，让质疑和发问成为一种
常态的学习方式和重要的学习精神。 我
想这才是开启智慧大门的钥匙，才是祛
除教育之病的根本。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羊庄镇
薛河小学）

教育之病

争 鸣

@ 福建余兴辉：“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野火烧不尽， 春风
吹又生”、“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
九州同” ……小学教材里的古诗词，伴
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成为我们共
同的历史记忆。 我想，教材修改的根本
目的，是让文化的精神回归，敬畏生命，
触动心灵。

@ 湖南丁绍槐：增加古体诗，是让
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删减古体诗，是
为了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 不管是增加
还是减少， 教师的教学都要与学生的学
习水平相适应， 在符合课程标准的前提
下做到既尊重文本，又不迷信文本。

@ 重庆谭发礼：教育的重大责任是
文化的传承。 从《诗经》、《楚辞》到先秦
散文、汉赋，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风景。 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既影响和引领着世
界文明的进程，又是国人加强文化修养
的不竭动力。 以减负为由，删减历史文

化经典，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文
化底蕴吗？

@江苏单云鑫：一些地方以“减负”
为幌子削弱古诗词在语文教材中的地
位，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学校
应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对古
诗词产生兴趣，自觉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的熏陶，在心领神会的基础上理解其文
学价值，有所创新。

@安徽赵尚贵：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飞快，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快餐文化
和碎片式阅读又十分流行，与古代诗人

的生活相距甚远。 当文化被商业绑架
时，谁还有闲情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呢？
如此看来，中国古诗词在一定程度上遇
冷就不难理解了。

@浙江朱增明：古诗词在传承中华
文化上的确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文
化的传承除了必要的记忆之外，更应该
重视熏陶，使学生从心底里对中华文化
产生认同感、亲切感、自豪感。 因此，我
觉得评价、考量学生的角度也应“由浅
入深”， 对一年级学生不应该提倡过量
的书面考查。

@ 湖南刘运喜：学习古典诗词应该
从娃娃抓起， 以传承民族文化的基因。
对于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也许理解古典
诗词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这不是取消
古典诗词教学的理由。 要求学生熟读背
诵一些浅显平易的古典诗词，有助于学
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树立民族
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

@江苏高杰：教育有着属于自己的

规律， 它不以哪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增删古诗词的根本出发点是学生的长
远发展，离开了这个根本，任何教育改
革都是徒劳的。

@浙江祝新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上海的“删”和北京的“增”，
都是语文教材编写的探索。 首先，我们
不应该“扣帽子”；其次，要让实践来检
验；再其次，教学是师生的创造性活动，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

@河南任云峰： 在中国梦的背景
下， 小学课本中古典诗词增与删引发
的争鸣， 恰恰折射出国人重塑文化信
仰的焦虑心态。 单从文化信仰的传承
来看，岂止是古典诗词，但凡闪耀着思
想和艺术光辉的古代典籍， 都应该成
为每个国人心灵的底色。 从这个意义
上讲 ，相较于华夏文明的 “灿烂群星 ”
而言，单单教材中的古典诗词，还是远
远不够的。 教材外的拓展学习，更应该
成为每一个人的文化自觉。

独立观察（31）

不管你在办教育这条路上走了多久、多远，都
要经常回过头来，检索一下自己的过去，不断回归
原点，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
去？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让教
育“回家”，也让自己的心灵“回家”。

给办学者的提醒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尽管这个时代， 最优质的资本还没有真正进
入教育这个领域， 但已经进入的办学者都在试图
让自己的学校变得更大更强。 所不同的是，有的人
仅仅是为了“大和强”，“大和强”本身就是目的，仅
此而已；而有的人则是通过学校的“大和强”实现
自己的教育理想，“大和强” 在他们的战略里仅仅
是实现教育理想的手段而已。 两者都在追求“大和
强”，但出发点和归宿却各不相同。

办教育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但有的人把它做
得渺小了。 判断办学者的立场和目的，很简单的一
个标准是， 当学校发展利益和师生发展利益相冲
突时，办学者选择留住什么，舍弃什么。 所以，对于
办学者而言，财富是一面镜子，他能照见一个人的
理想，也能照见层层包裹下的“小”来。

笔者作为民办教育坚定的支持者， 希望每一
位办学者都能在健康发展的轨道里走得更远，也
希望每一位办学者都能坚守教育的原则和底线。

作为办学者，你的第一身份是教育者，其次才
是创业者、经营者。 所以，让学校成为学校，让学校
更像学校，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办学者永
远朝向一个目标———做有底线、有良知、有尊严的
教育，做温暖人心的教育。

急功近利是办教育的大忌。 如果仅仅为了钱
选择办教育，请选择其他行业！ 如果为了经营利润
而总是伤害学生或老师的利益， 那将是发展的致
命伤。 所以请时刻提醒自己：我的学生会有怎样的
未来？ 我的员工会有多少发展的可能？ 他们快乐
吗？他们幸福吗？学生的快乐和教师的幸福应该是
衡量学校发展品质的重要指标。 如果仅仅是热爱
教育还远远不够， 办学者要时刻保持对教育的敬
畏之心，因为敬畏教育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办学者
要时刻告诉自己：“我们是草根，但永远不做草莽；
我们是担当者，永远不做旁观者。 ”

不大不小，不好不坏，不高不低。 这常被称为
民办学校发展的“中间状态”。 大多数民办学校可
能正走在“中间状态”。 对于这样的学校而言，摆脱
对过去发展经验的路径依赖，跳出自己发展的“舒
服区”，寻求再出发的动力和契机，是一种重要策
略。 这个阶段，学校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对手，而
是办学人自己，自己恰恰是要反复斗争的对象。

民办教育始于善，兴于爱，达于真。 如果你不
懂教育，就充分相信，并放手让懂的人去干！ 如果
想把学校经营成一个精神家园， 请真正把员工当
作家人看待， 员工自然会真正把学校当作自己的
家。 如果要从追求学校的吨位过渡到追求学校的
品味，请把财富看小，把自己看小，把理想看大，把
学生看大，把教师看大，把教育看大。

不管你在办教育这条路上走了多久、多远，都
要经常回过头来，检索一下自己的过去，不断回归
原点，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
去？ 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教育，目的都是为了让教
育“回家”，也让自己的心灵“回家”。 你所追求的无
论美好的教育还是幸福的教育，都并非你的归宿，
只是你所选择的让心灵回家的路径。

所以，最终，每一位办学者的必修课就是不断
提升自己的格局和境界， 然后有更大的能量去影
响自己团队的价值观， 永远有一个具有使命感的
愿景去感召自己的团队。 《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
柯林斯曾说：“你的公司有没有一个大家可以献身
的胆大包天的目标， 可以在你离开很久后依然为
公司提供动力？ 重要的是，公司有没有能力在很久
以后的未来继续制定大胆的新目标？ ”这考量着一
所学校是否能基业长青， 也考量着一个全新的教
育家办学时代能否真正开启！

近日，北师大语文教育研
究所所长任翔表示，明年北京
一年级古典诗词将增加到 22
篇。 据了解，此前上海小学课
本删减古诗词是为减负。 古诗
词到底该增还是删，在业界引
发了热议。

古诗词的“增与删”

大家立场 □ 侯 杰

三大主题报告
崔其升：课堂的根本是做人
杜金山：教师成长的心灵模式
李炳亭：人学的内涵与路径

1. 发布和展示“第三代课改”五种课堂形态（杜郎口中学“自
由课堂”、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昆山前景教育集团“托课”、
铜都双语学校“跨界课堂”、株洲景弘中学“自驾课堂”）。
2. 见证崔其升收徒仪式。
3. 观摩杜郎口小学课改成果。
4. 主题沙龙和民办教育分论坛。
时 间： 11 月 9—11 日（8 日全天报到）
地 点： 山东临淄·杜郎口小学
参会对象：公办、民办中小学校长

研究会要做什么？
1. 吸纳“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实践学校。

2. 每年主持一次崔其升收徒活动。

3. 组建松散式的“崔其升教育集团”。

4. “崔其升教育团队”驻校指导。

5. 主办“崔其升周末”、“杜金山周末”、

“李炳亭周末”主题讲座。

6. 推动校际结对和校际间教学研讨和培训。

7.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成果展示会。

8. 征集发布基层学校和校长改革经验与样本。

9. 组建中国基础教育“智库”。

★公益活动，欢迎参加！

“好老师是什么”系列评论 1

教师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
广大教师做 “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
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 ”的 “四
有”好老师。 如何理解“四有”好老师，
如何做好“四有”好老师？ 从本期开始，
特开设 “好老师是什么” 系列主题评
论。 敬请关注！ 欢迎投稿！

编者

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
民办教育“好学校”评选
评选条件：
1. 学校创办时间不少于 5 年；
2. 诚信办学，依法治教，在当地具有良好的社会口碑；
3． 办学理念先进，教学质量高，在教育教学和管理改革

方面有突出成果；
4． 3 年内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师生没有发生

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5. 荣获过省级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

评选对象：全国民办中小学
→咨询

010-82296730
褚清源 18611016806
郭 瑞 15901226652

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和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将推出首批全国民办教育“好学校”榜

一个贴地行走的研究组织 一次始于责任的年度评选 一场值得期待的好课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