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即成长
人的成长不仅仅局限于个体外形的变化，更侧重于思维、意识、情感、道德、心理等精神方面

的变化，即个体发生物质和精神都变化的过程才是成长。 教育就是在环境熏陶、活动参与、教师
引导、同伴互助和个人努力等因素的作用下，实现个体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成长。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仅有知识增多、视野开阔的变化，而且有体能增强、艺术潜能被激发、生活
和生存能力得以强化等变化，他们具备了作为人的基本素养，他们的人生呈现出无限可能性，同
时具备发展自我的持续动力。 这种成长或变化，就是教育的内涵所在，是教育之本质。

（河南省西峡县城区第三小学 于德明）

教育内涵三要素
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温暖人文情怀的人。独立人格就是能够有自

己的操守，能坚守自我、完善自我，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能充分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意志，以自
己的独立价值去包容别人，去参与社会活动，去提升集体和社会的价值。自由思想就是要崇尚真
理、捍卫真理。在真理的追求上，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在活动参与中，具有独立的自主精神。 每
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有温暖人文情怀的人应是对社会的各种现
象有着大爱之心和责任意识，这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公道中学 吴正兵）

学校是美苏醒的地方，教育是美苏醒
的过程。 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景
观的每一点用心，都应该是去唤醒人心中
的美丽。

如何在校园的设计中实现 “唤醒”的
目标？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首先尝试让路
会“说话”。 学校位于北纬 32 度，沿北纬
32 度往东，在地球仪上看，同一维度上，
经太平洋，到华盛顿，穿过大西洋到摩洛
哥的拉巴特……再回到南京。学校的道路
便以此为“标准”命名，以“南京路 ”为起
点，之后为华盛顿路、大西洋路……伊斯
兰堡路，再回到“南京路”。道路牌的设计，
上面为路名，下面为国家介绍。 既有标识
路名的意思，孩子们也可以从这里打开认
识世界的一个视角， 也寓意致远的孩子，
从这里走向世界。

深入校园，映入眼帘的除了有特色的
几条路径外，我们还别具匠心地为学生设
计了 12 处景观。我们认为，“润泽童心，启
航智慧”是一个漫长的化育过程。 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一昼夜划分为 12 个时辰，每
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就是 12
地支。从学校的中心广场开始，自南向北，
每一个景观，代表一个时段，每一个时段，
我们精选了一个故事，从映雪广场的《囊
萤映雪》 到墨池的 《王羲之学书法的故
事》，包含了我们的教育理念。 我们希望，
孩子们每天看见的地方，能给他们带来一
些对学习、对成长的春雨润物般的浸染与
认知。

在校园中，芳香醉人的花草也必不可
少。 致远外国语小学里种植了多棵紫玉
兰。早春开花时，满树紫红色花朵，幽姿淑
态，别具风情。

担任校长多年， 校园里几乎所有的
孩子都认识我， 也会找我诉说各种各样
有趣的事。一次，一棵小小的紫玉兰树引
发了我与孩子们的一个小故事， 感触颇
多。那是个雨后天晴的下午，校园里满是
春天的味道。路过校园小径，前方一片如
银铃般的笑声吸引了我。我想，如果这是
在拍一部电影，真的是很唯美的画面：几
个可爱的女孩， 摇着一棵开满紫玉兰的
树，花朵在春风里缤纷而落。她们围着树

跑着、跳着、唱着 ，红扑扑的脸蛋上写满
了快乐。 我叫住了她们，问：“孩子们，这
些花全掉下来了，别的同学就看不到了，
怎么办呢？ ”

当几个孩子看到我后， 立刻紧张起
来。我轻声告诉她们：“我现在不是批评你
们，但我觉得我们的校园，需要大家爱护，
我们的景观，是与大家一起欣赏的，你们
可以讨论一下。 ”几个孩子听后，低着头，
离开了。

第二天，当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在地
上发现了一张便笺纸，应该是孩子们塞在
门下的。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样一段
话：校长您好，我们认真讨论过了，我们真
的不是存心破坏景观，当时，我们觉得是
在做一件很开心的事，现在我们觉得您说
得对，花没有了，其他同学也看不到了。以
后，我们不会再做这样的事，要做环境的
宣传者和保卫者。我很庆幸当时没有训斥
她们，在孩子的心里，当时真的没有想到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我也没有给她
们的行为定性。

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更有感触。 校园
里有一个漂亮的阅读角，那里摆放着孩子
们喜欢的书。 每天去办公室，我都会经过
那里。 就在摇紫玉兰花事情发生的第二
天，我又经过那里，惊喜地发现了 7 个很
漂亮的小盆栽，我想，这应该是那几个孩
子带过来的，她们希望别的同学能在这里
看到一处别样的风景吧。 由此也让我想
到，没有训斥与责罚，当我们的孩子发自
内心地认识到错误， 便主动想办法改正，
才是真正的教育之美！

教育，就是要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产
生达至心灵的自省，从美出发，向美而生，
美的内涵也在慢慢酝酿。 每一天，我们都
在静静地经历着创造美、 发现美的历程，
静水深流， 润物无声———真美是谓无华。
当我们的校园处处都蕴含着独特的教育
价值，当我们教育者时时与孩子在尊重的
前提下，产生生命的碰撞，我们的孩子便
会从中受益，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育人
的大目标。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校长）

好事归自己，困难归别人。
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心灵深处、

时时向往的一个愿望， 但其实这是一个大
误区！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不妨从幸运、创
意、智慧、灵感 4 个关键词来分析。 这 4 个
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从某种意义上
讲，幸运是创意后的产物，是创意的结果。
智慧是创意的主人，没有智慧就没有创意。
所以，智慧是幸运的源泉。那么智慧又是什
么？ 来自哪里？ 智慧是灵感的释放，是灵性
的体验，智慧来源于灵性、灵感。 在什么样
的情形下，人最容易发动灵性，获得灵感？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是人在高度专注，与某
一对象深度链接的情况下。而在面对困难，
仍全力以赴、想尽办法破解难题的情况下，
人就是高度专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遇
到困难之时，就是产生智慧、创意，收获幸

运的机会。
由此联系到现实教育 ， 我们很多一

线校长 、 骨干教师明明知道应试教育是
对学生生命的摧残 ， 也有推动课改的想
法 ，但一想到课改的困难和风险 ，就止步
不前了。 其实，这样的教育人不仅忽略了
困难的价值 ，而且屏蔽了风险的价值 ：如
果一个人遇到困难 、风险就逃避 ，就等于
排斥灵感、智慧、创意、幸运。 现实的情形
往往是，敢担风险 ，方避凶险 ；甘冒风险 ，
才有灵感。

这让我想到了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
稻盛和夫在其经营生涯中， 一手创办了两
家世界 500 强企业。 “现场有神灵，答案永
远在现场”是他的名言。稻盛和夫在年轻创
业时，工厂濒临倒闭发不出工资，员工士气
低落，常常以罢工来宣泄。而稻盛和夫却认
为困难就是机会： 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干不

成事，在别的环境中一定也会一事无成。于
是他吃住在实验室，不断地想，不断地去思
考， 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模拟推演。 后
来， 那些开始只出现在梦境里的东西逐渐
清晰，最后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既无知
识和技巧，又缺乏经验和设备的稻盛和夫，
却搞出了世界领先的发明， 给快要倒闭的
工厂带来了生机……稻盛和夫的经历给了
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人在没有退路的情
况下全力以赴，潜能就会被激发，智慧就会
被开发。

其实， 做教育与做企业的道理是相通
的。 没有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
工学团、中华教育改进社、育才学校的困难
与风险，就没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就
没有教育家陶行知。

所以， 有志于教育改革的同仁必须清
楚，把自己时刻放在困难中，更容易发动灵

性，激发灵感，获得智慧。 排斥困难等于排
斥智慧。 人应该克服困难，成就自我。 不断
克服困难， 让自己活在困难中， 这才是安
全、智慧的选择。 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

因此，我们应秉持这样的信念：一帆风
顺=相对静止=等待淘汰；从困难中穿越出
来是幸运，从平安中走过来是堕落。也可以
用更通俗的话进行自我警示： 短时间不见
困难， 你的成长就停步了； 长时间不见困
难，就意味着你被淘汰了。 所以，不要惧怕
困难，不要排斥困难，应该走向困难，面对
困难，解决困难。

近日，我拜访了一位智者。 他送给我 6
个字———“留有余，必多余”。 就是说，处处
给自己留有余地，自己必然多余。凡事给自
己留有余地的人， 看起来很聪明， 但事实
上，往往不能取得大的成果，因为从来没有

全力以赴过。 “有时候需要先谋后动，有时
候需要先动后谋，有时候需要边谋边定，边
定边谋，这才是正常的生活、生命状态。 ”智
者说，“战场上， 你端着枪， 如果子弹没上
膛，你的枪和烧火棍差不多。 所以，启动你
的生命，你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生命不启
动，你无论如何都操控不了自己的生命。 ”

的确，人生的路有上坡、下坡时，也有
跳涧、跳高时。 过一个两米多宽的山涧，退
两步就跳过去了，是没必要修桥的。如果过
这样的山涧，为了彻底的安全，你也去修了
桥再过，那是不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其实，
无论人生路上的上坡、下坡、跳涧、跳高，很
多情况下，你给自己留的余地越多，往往就
意味着你越落伍。

有志于成为时代教育家的同仁， 你为
自己的教育梦想全力以赴了吗？ 你让自己
活在困难中了吗？

让自己活在困难中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学校创意细节

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倪瑞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基层学校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如课程、评价制度、人事制
度等重大改革。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迫切
呼唤学校的民主化管理。

目前绝大部分学校实行的是层级管
理，但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化管理是自上而
下的单向行政推动，是指标化考核，以指标
化考核代替对教师的所有考核。 学校规划
往往只是领导的个人思考， 缺乏自下而上
的民主沟通渠道。 一些有思想和实践经验
的一线教师和部门负责人可能为了完成上
级交办的任务，完成考核指标，将自己的智
慧隐藏起来，也不愿了解学校的发展愿景，
长期这样， 教师将会失去为学校发展而努
力工作的动力，形成职业倦怠。

针对层级管理存在的问题 ， 为避免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的现象 ，我们用跨
界的思维来解决行业问题。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
克·韦尔奇曾提出 “无边界组织 ”的概念 。
无边界组织是指其横向的、纵向的或外部
的边界不由某种预先设定的结构所限定
或定义的一种组织设计。 无边界组织力图
取消指挥链 ，保持合适的管理幅度 ，以授
权的团队取代部门。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龚路中学
工作时，我以 “无边界管理 ”理念 ，重新梳

理学校的管理架构，重建管理边界。 旧的
垂直边界主要是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结
构导致的内部等级制度，组织按各自的职
权划分为层层的机构，各个机构都界定了
不同的职责、职位和职权。 无边界模式则
突破了僵化的定位，从某种程度上撇开权
威与地位 ，职位让位于能力 ，大家群策群
力 ，往往采用一种团队模式 ，只要是有利
于学校发展的建议都会受到重视。 我们试
图以 “无边界管理 ”打破垂直边界导致的
信息不对称现象。 在规范办学的基础上，
培育透明 、信任的管理文化 ，营造让教师
舒心 、安心和静心工作的氛围 ，从而更好
地唤醒教师自主发展意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提升工作效能。

我们突破垂直边界并不是取消内设
的部门 ， 而是不让各部门成为沟通协作
的障碍 ，通过组织的有效协调 ，提高信息
的相互传递 、扩散 ，使信息和资源能够得
到最佳配置 ，实现信息 、经验和技能的合
理分布和共享 ， 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
的目的。

我们通过打破学校垂直边界，将学校
的发展愿景让更多的教师所了解，以透明
化的方式，鼓励教师群策群力；及时发现、
总结教师的优秀实践经验，既没有颠覆现
行的层级管理， 又保证了信息的穿透性。

我们强调信息的公开共享，尤其是在专业
知识上， 更加注重学习型组织的打造，从
而更好地激发教师个体内在的自我发展
潜能。

在管理层面，我校就打破垂直管理进
行了如下尝试：定期邀请教代会代表列席
校务会议，邀请部分年级组长、班主任、教
研组长列席行政会议，在列席校务会议和
行政会议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发
展和管理，消除教师对学校管理团队的误
解 ；所有干部年终述职 ，由教代会代表进
行测评打分 ， 进一步提高干部的服务意
识 ；每学期初 ，各部门负责人向全校教工
就在本学期部门的工作进行汇报，让全校
教工了解不同部门的工作重点；坚持所有
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需教代
会讨论通过方可实施；坚持将与教师相关
的所有评优工作 ，根据文件精神 ，由校务
会议讨论实施方案的标准，交工会小组推
荐相应候选人， 汇总至考核领导小组，审
核是否符合条件，然后在教师大会上由全
体教师进行公开投票，根据得票高低确定
当选者。

2008 年 ， 为了进一步推动民主化管
理 ，我校实施了干部竞聘上岗 ，由教代会
代表讨论干部标准和竞聘流程，通过召开
教代会立法；由干部对自己的岗位职责进

行修订 ，在修订的基础上 ，经校务会议讨
论 ，再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并立法 ；通过
自荐和他荐 ，产生候选人并公示 ；由党支
部书记主持 ，召开全校教工大会 ，根据岗
位职责 ，候选人通过竞聘演说 ，所有教工
进行投票表决并公开唱票，在教工投票和
专家投票的基础上，产生了群众公认的干
部群体。

对于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我们认为，
这是绩效管理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 为
此，我们一方面仔细研究英国的绩效管理
系统 ，另一方面 ，认真学习研究相关政策
法规 ， 视之为推进学校民主化管理的契
机。 我们请专家进行政策介绍，反复组织
研读 、解读相关政策 ，将相关政策文本挂
在校园网上， 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收
集各方面的意见和想法，同时成立了领导
小组 、工作小组 ，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
础上 ， 形成符合我校实际的绩效工资方
案，将相关的草案发放到每一位教职员工
的手中 ，并附上相应的建议表 ，多次征求
意见，反复讨论，不断修订与完善，在教代
会上一次性通过。

2010 年， 面临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经
过分析研究，我校坚持将相关文件精神向
广大教职员工反复宣传。 在此基础上，制
订了相应的打分原则，以评职称的年限为

主，兼顾工作量、班主任行政管理工作、毕
业班经历等，从而避免了论资排辈和不愿
多承担工作等问题。 在打分过程中，我校
通过教师自行申报和学校复核，同时校内
公示，避免了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数据
失真，实现了过程的全透明。

我校依据无边界管理理念，实现了信
息的互动与共享，鼓励教师主动参与到学
校的各项工作之中，有效地推进了民主化
管理 ，建立起透明 、民主 、互通的管理方
式 ，提高了沟通协调能力 ，有助于形成共
同的价值观和使命 ； 通过创建学习型组
织 ，支持教师专业成长 ，实现了学校的跨
越式发展。

在打破垂直边界的过程中，不能简单
地强迫别人接受决定，而是要通过沟通赢
得支持 ；不是强加给教师任务 ，而是在互
相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不
是要控制 ，而是要培训 、鼓励和支持自己
的教职员工———让他们能自由地发挥各
自的才能 ，在推进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始
终将结果作为变革的根本动力，围绕学校
发展的共同愿景，注重过程的规范和流程
的规范 ，消除彼此之间等级的隔阂 ，从而
更好地营造民主平等的工作氛围，提高职
业幸福，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中学校长）

学校如何运用“无边界管理”

学校食堂与围墙之间，有块三角状
的土地，约有一亩。 每年夏季特别美，因
为苦瓜、金瓜、冬瓜、茄子、西红柿、豇豆
等都在自由地彰显着生命，红色、绿色、
紫色、橙色格外引人注目。

这原本是“5·12”地震重建后留下的
建筑荒地，杂草丛生，灰渣满目。 我与团
队成员商议， 此荒地可作何用？ 大家认
为：栽上树，将地面硬化，砌上石桌石凳，
做师生休憩处。 这样的做法并无不妥，但
大家都觉得少了一些教育意义。

记得有一则故事，说一位大师带着
一群弟子来到一处旷野，问他们：要除
去地里的杂草，用什么办法最好？ 经过
一年时间，弟子们明白，最好的办法是
在上面种上庄稼。 故事给了我们启示，
于是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翻挖、 换土、下
种、育苗、移栽、立架、牵藤……收获瓜
果之余，我们也收获了思想，收获了文
化———一者，于农事，种庄稼为正，能有
效去除杂草；于教育，学生的不良品行
如同杂草，唯有“种”下美德，才是最佳
方法。 二者，荒地虽然贫瘠，但经精耕细
作，也能收获满满。 三者，同一块土地耕

种，作物不同，成长有快有慢，但各类瓜
果成熟之时，它们呈现的却是多样的精
彩———教育者对生命的起码尊重，就是
等待。

荒地上生长出的这份精彩，对学校

“生本三园”文化的构建来说，不仅呈现
出了“生态”的意境，更重要的是，让我
们感悟到了生命的本质和教育的真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吴家小学）

我的管理观

学校让美苏醒
金点子 □ 谢 英

荒地上长出的精彩
□ 杨聪伟

教育本质再讨论

■关注未来教育家精神成长（六）

开栏语
因为走得太远， 所以忘记

了为什么出发。 教育从没有像
今天这样备受关注， 也因而惹
来了无数的“误读”。 我们有必
要再回头看一看，认真想一想，
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教育
本质再讨论”，期待广大教育工
作者通过对教育本质的追问，
唤醒对“人”的尊重、对教育的
敬畏。

欢迎广大读者以一句话定
义+300 字解读的形式，将自己
对教育的认识发给我们。 我们
将择优刊登。

邮 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钟原 010-82296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