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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立则教师不立

□ 梅洪建

易中天曾问：“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
哪个更有希望？”我也拿“易氏之问”问我
的学生家长， 答案令我震惊———中国足
球更有希望。

震惊之下，给我的是反思。
看到《中国教师报》教师节特刊的主

题定为“三十而立”，不禁为之感慨。 “三
十而立”是指一个人到了 30 岁，就应该
有自己独立行走的能力和资本， 可是当
教师节走过 30 年的时候，除了教育的名
词和派别满天飞之外， 教育的实践却举
步维艰，甚至可以说深陷泥潭。

教育不立，源于思想不立，源于把那
句原本斯大林评价作家的 “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嫁接到了教师的头上。

于是教师就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自居， 以为自己是知识的占有者和真理
的持有者，开始对学生进行“规范”、“教
导”……

有朋友曾问我：“你知道教师的产品
是什么吗？ ”

“学生！ ”我脱口而出。
“错，学生是他父母的产品！”他很坚

决地说。
“你知道教育业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属于哪个类别吗？ 它属于第三产业里的服
务业。 ”他如是说。

是啊，服务业。既然是服务业就必然
有服务者、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 显然，
在教育业中，教师属于服务者，而学生恰
恰是服务对象。 在暂时搁置服务内容的
前提下审视师生关系就会发现，原来，我
们倒置了师生关系。

做个类比， 如果教师这个服务者是
饭店服务员，学生是来吃饭的顾客。面对
顾客， 服务员可以要求顾客按照自己的
意图行事吗？ 可以对顾客的行为进行自
我意识的规范吗？ 可以对顾客的行为进
行教导吗？ 可以把自己放到比顾客更高
的地位吗？ 显然不能！

但教师和学生这对服务者和服务对
象之间这种“不能”却存在着。 正是因为

这种存在， 在教育实践中自然引申出两
个弊端：“盲目” 的师道尊严和教育实质
内容的缺失。

“盲目”的师道尊严使得教师不考虑
自身的缺陷， 把自己作为孩子们成长的
模范， 把自己的认知当作了真理去教导
孩子们，颇有些“霸道”。

自然， 时代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教
师放下了“盲目”的师道尊严。 可是放下
了之后，却找不到路在哪里。

回到搁置的 “服务内容 ”，一个饭
店如果让自己的顾客满意 ， 最重要的
就是要菜品丰富 、菜肴美味 ，并满足每
一个顾客的口味。 以班主任工作为例，
一 个 班 主 任 如 果 能 够 获 得 服 务 对
象———学生的认可 ，让学生满意 ，就必
须向学生提供好的服务产品 ， 这个服
务产品就是班主任带班的课程 。 但这
个课程需要具备 3 个基本条件 ： 系列
化、丰富性、个性化。 也就是说，一个班
主任一定要提供适合每一个孩子发展

的系列化 、丰富性 、个性化的课程 。 这
样孩子们才会在课程中获得充分发
展 ，其个性才会得到释放 ，心理需求也
会得到满足。

什么是教育？ 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
都最大限度地成为他自己。而系列化、丰
富性、个性化的课程提供，不就是为了这
个吗？发展学生而不是管理学生，这才是
教育。

学科教师的工作也是这样， 它不是
死板地教课本知识， 更不是居高临下地
要求孩子们死读书。给孩子们系列化、丰
富性、个性化的课程内容，才是学科教师
工作的基点。

教师节走过了 30 年，在“三十而立”
的时刻，如果教师能够“立”起自身的身
份地位和工作基点， 那么教育也就真的
立起来了。

“易氏之问”不难解，倘若教育之立
自今日始。

（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我对关于教师几种约定俗成的说法
有自己的冷思考。

之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有
很多，教师只是其中一种。

因为社会上每一个职业都很重要，
都不可或缺。 就算有些职业消失了———
譬如百年前的补碗匠，但是，他们肯定也
曾经重要过。 还有一些职业， 你无法预
见，但他们还是会出现。由于人类的生活
方式一直在变，需求在变，从业者当然也
得变。 厨师很重要，因为人要吃饭。 养牛
很重要，否则就没有牛排。甚至连葱姜蒜
都重要，因为那是生活的味道。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种说法
不应被过度宣传。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
法的时候，刚当上教师，内心很激动。 后
来再想，就觉得当时的反应是非理性的。

现在的结论是，职业没有光辉不光辉，就
看谁在做， 怎么做。 教书和其他职业一
样，只是一个职业，不必神化。

之二 ：教师是辛苦 ，可是 ，谁不辛
苦呢？

教师很辛苦，不假。 中小学的教师，
面对应试教育，辛苦自不必说。可辛苦未
必是好事，辛苦占据了所有时间，教师便
没空去想一些问题。譬如，德国中小学生
经常只上半天课， 可德国的科学技术怎
么还那么发达呢？中国教师是否辛苦，是
不能由教育本身来解答的， 其背后是社
会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单纯以辛苦而论 ， 教师工作没有
当农民工辛苦。 农民工外出打工，孩子
都顾不上照看。 农村孩子考师范者众，
也从侧面说明了教师的辛苦程度逊于

农民 。 还有医生 、护士 、军人……哪个
行业不辛苦呢？

教师是辛苦，但绝非“一个人在战斗”。

之三：别只强调尊师，每一个人都应
该被尊重。

我曾跟学生讲过， 不必强调尊重教
师，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不需
要任何前提。今天我是你们的教师，你们
尊重我。明天我成了清洁工，你们就不尊
重我了吗？我想，教师在与学生辩论的时
候，也不应“祭出”教师身份，强迫他们服
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永远是至理
名言。

我对 “尊重教师” 这样的话持有戒
心，因为它与平等原则相悖，一旦发生师
生争执， 就会让学生处于一个 “不战而
败”的位置。 学校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而非讲地位、讲权力的地方。

之四：教师职业的价值是传递知识、
启迪思想，而不是施与“爱”。

在教育界，“爱”这个词被滥用了。我
在想，真爱需要高调地公然表白吗？教师
教学生，属于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
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就是尽职。 至
于爱或不爱，纯属公民“个人私权”范畴，
不干预为好。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师生之间会有
友情，但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再说，
爱或不爱，能够测试或检查得出来吗？教
师的使命，是让学生有知识有思想，帮助
学生成为一个独立思辨的人。真正的爱，
应该体现在行动中。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广外附
设外语学校）

教师职业冷思考

天下时评

浙江省淳安县中小学开学第一天，
在金峰乡中心学校一年级教室里， 学生
正在上课。 “a、o、e，请跟我大声朗读”，语
文老师话音过后， 却没有传来本该发出
的整齐响亮的跟读声。为何如此呢？原来
一年级新生只有两个人！ 面对这样的窘
况，教了 11 年书的班主任严云霞一脸无
奈。 一所下辖 11 个行政村的中心学校，
为何只招到两名新生？ 作为一校之长的
徐小虎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钱江晚报》9 月 8 日）

其实农村学校“空巢”现象并不只是
在淳安县出现， 这种现象也在河南、山
东、福建等地存在，一些“消失”的学校甚
至成了“菜地”。“空巢”现象，在一定程度

上折射出农村教育之病。
作为我国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农村教育曾经为农村的跨越式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这些跨过不惑之
年的来自于广袤农村的一代， 能够走出
偏居一隅的农村，走向城镇和都市，开拓
各自美好的未来， 就是得益于农村学校
的培养。但是，如今的农村教育出现了一
些问题，“空巢” 现象可谓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和现实意义。 为什么一些曾经红火
的农村学校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谁来
为农村学校“空巢”把脉？

生源流失是某些农村学校出现 “空
巢”现象的关键因素。那么，“农村学生去
哪儿了”无疑成了大家心中最大的疑问。

由于历史的原因 ， 我国城乡二元

体制的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城市学校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处于优势
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经
济实力有所提升 ， 他们出于对优质教
育资源的渴望 ，宁可 “舍近求远 ”，也要
送孩子到城市学校就读 ， 造成农村学
校生源流失。

师资老龄化对于农村学校的发展
也是一种制约 。 由于国家统招统分政
策的终止 ， 农村学校教师的 “新陈代
谢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农村学校师资
面临断层的现实风险 。 虽然国家意识
到了农村学校师资老龄化的问题 ，加
大了培养免费师范生的力度 ，但是 “远
水解不了近渴 ”，毕竟免费师范生的培
养需要一个过程。

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农村学
校“空巢”频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认为，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
解决农村学校“空巢”问题的根本。 只有
通过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逐步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 才能确保城乡教育一体化发
展。 如果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教育资源， 他们又何必承受舟车劳
顿之苦，蜂拥至城市学校就读呢？

面对部分农村学校“空巢”窘境，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正视问题， 及时为
“空巢”学校“诊断”，找到切实可行的因
应之策，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
村学校。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实
验学校）

独立观察（32）

面子和里子是学校建设的两张面孔。当
一所学校只见外观，不见细节，只见大楼，不
见文化，当学校的面子和里子没有和谐统一
的时候，这便成了学校建设的尴尬。

学校的面子与里子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什么样的校园规
划方案是最优选择，成了河北一位办学人最
纠结的难题。 为使未来的学校真正能体现自
己预设的教育理念，他几乎遍访全国各大名
校，考察那些有特色的学校建筑。 遗憾的是，
一路考察下来，他发现一些让他感到忧虑的
现象———有不少学校的建筑，尤其是所谓的
地标性建筑往往只有观赏价值，却鲜有使用
价值。 那些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以生为本的
建筑细节更是少之又少。 于是，他得出一个
结论：学校的面子远比学校的里子重要。

让我们看一下学校的面子和里子有什
么样的不同：一幢设计新颖的教学楼外观别
致，楼内的走廊却显得局促，光线不足；一座
校园地标性的钟楼建成后就没有准确报过
时 ， 耗资不菲的钟楼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景
观；不少学校的大门往往很雄伟，学生使用
的相关设施却显得有些简陋……

教室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更是学生
生活和成长的地方，但是，太多的教室因为
空间局限，使得教室只能成为学习区，很难
再有活动区、阅读区等服务学生生活、成长
的空间。

如果继续列举，这样的问题可以收集一
箩筐。 学校建设不能迷失在“高大上”的误区
里。 对于不少学校而言，你可以筑起豪华的
高楼大厦，却掩盖不了教育思想的浅薄和文
化的贫血。 一部好的作品，宏大叙事与细节
刻画相结合才能使读者刻骨铭心；建筑是凝
固的作品，一座建筑同样只有面子与里子相
得益彰， 整体架构与细节设计和谐呼应时，
才称得上好的建筑作品。

密斯·凡德罗是 20 世纪世界最伟大的
建筑师之一， 当被要求用一句话描述成功
的原因时 ，他只说了 5 个字“魔鬼在细节”。
他反复强调的是， 不管你的建筑设计如何
大气， 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
之为一件好作品， 细节的准确可以成就一
件伟大的作品， 细节的疏忽也可毁掉一个
宏伟的规划。

学校里的确有很多细节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 尽管学校建筑不是教育的关键
所在 ，但学校建筑是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
环境。 学校建筑里的人性化细节，考量着设
计者和教育者是否把学生、 把人置于建筑
的中央。

细细想来，在一些城市学校的规划与建
设上，我们差的不是钱，恰恰是以人为本的
教育理念。 学校建设不能只用建筑的标准来
衡量，更要以教育理念来衡量。 学校建筑不
仅仅是建筑作品，更应该是教育作品。

面子和里子是学校建设的两张面孔。 当
一所学校只见外观，不见细节，只见大楼，不
见文化，当学校的面子和里子没有和谐统一
的时候，这便成了学校建设的尴尬。

为农村学校“空巢”把脉

大家立场 □ 扈永进

“好老师是什么”系列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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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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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欧阳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