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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 鸽

□李镇西

“一回到母校 ，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
所有的景物都带着回忆中的点点滴滴 ：
路边的石子、池边的柳树 ，我挖的坑都还
在， 真希望下次回来能看见校长 、 老师
们。 ”这是深圳行知小学大堂展板上的一
张学生留言条上的内容。

短短几句话， 流露出孩子们对学校深
深的怀念， 同时被孩子们提到的还有千人
校园操、鲁班工房、罗丹工作室、白麻布窗
帘、 金鱼戏河池……无不在他们的内心留
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

这就是广东省深圳市行知小学校长满
小螺心中所期望的：让教育慢一点，再慢一
点，用 6 年的时光让这些“小树”长得更加
结实。

是否做到“儿童第一”

学校，是校长最好的名片。行知小学独
特的气质，当然与满小螺不无关系。

这位拥有优雅风度的女校长 ，2000
年底才来到深圳 。 此前 ，她一直在黑龙
江省佳木斯市教育学院从事教育理论
研究工作 。

那年，宝安区招调特高级教师，满小螺
从遥远的东北黑土地来到南国深圳， 从零
开始，先后在龙华中心小学、大浪小学担任
思想品德教师。

满小螺热爱艺术 ， 喜欢读诗 。 她认
为 ，“好的教育 ，就是艺术 ，就是美 ，是拨
动孩子心灵的琴弦 ，是和谐 。 ”满小螺一
直向往创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 红墙碧瓦
中 ，树荫婆娑下 ，芳草碧连天 ，一群白衣
飘飘的学生荡起双桨，垂着长衫的 “先生
们”慈和、智慧而优雅。

2002 年，满小螺前往英国观摩达勒姆
镇贝尔蒙中学的体育课， 正赶上学生们在
跳踢踏舞， 个个跳得脸蛋红红的， 汗流浃
背，脸上洋溢着快乐的表情。当时满小螺心
里想，什么时候，我们学校的教学能像贝尔
蒙中学的体育课那样吸引孩子们， 教育就
成功了。

机会终于来了。 2005 年，宝安区筹办
龙华三小，即今天的行知小学，满小螺被任
命为校长，有了一片可供驰骋的小天地，她
开始编织“真善美爱乐群”的教育梦。

建校之初，满小螺就提出“公平教育每
日三问”的理念：是否做到“儿童第一”？ 是
否让所有孩子受益？ 是否会让孩子终生受
益？ 于是， 洗手台和饮水机的高度被调低
了，孩子们再也不用踮起脚尖了；学校舞蹈
队被解散了， 所有孩子一起跳校园舞；“文

明班”评比消失了，各种各样的“校园之星”
闪亮登场……行知小学甚至尝试针对少数
自闭症、多动症孩子开展家长陪读机制，设
立专业的心理咨询室。

在行知小学 ，还有这样一些故事 ：整
个三年级教室从二楼搬到一楼 ， 只为了
方便一个股骨头坏死的学生 ； 有个孩子
整体上发展比较迟缓，但他非常爱折纸 ，
老师在教室里专门开辟一个以他名字命
名的 “折纸角 ”后 ，孩子整个人的状态都
提升了。

行知小学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 ：在
满小螺看来，好的教育 ，应该像呼吸一样
自然。

让教师做自己喜欢的事

“学校是为谁办的？ ”满小螺时常提醒
自己，要根据不同教师的才能和学校资源，
来设定学校的特色或强项， 从而推动学校
独特发展。

“不是被动地跟着别人跑，而是‘操控
在我’，根据学校的资源来判断、选择和确
定发展的方向。 当然要找到‘箭’，然后再
给一个靶子。 ”在满小螺看来，这样既能够
避免学校“千校一面”同质发展，办出水平、
办出个性；也能让教师从事自己喜欢的事，
轻松地获得事业满足感。

比如， 行知小学有毽球教练田原、薛
毅，学校就培养毽球优势项目；再比如，音
乐教师尚世杰， 引领音乐教师一同深入研
究音乐课教学、开发校园舞蹈、引进奥尔夫
音乐教学……

她告诉记者， 每个人都要问自己 3 个
问题：

对教师本身来说， 要问自己：“你是一
支适合靶子的箭吗？ ”

对管理者来说， 要问自己：“你找到那
只箭了吗？ ”

还有更重要的，管理者“根据箭的方向
绘制靶子了”吗？

在满小螺看来， 一所正常的学校一定
要“有为有不为”，要丢掉自己无所不能的
幻象和虚荣； 有些活动要根据学校实际有
选择地参加，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时间，积蓄
力气做好自己的事。

满小螺非常重视保障教师的“休息权”，
因为只有学会休息的人， 才能更好地工作。
满小螺善于整合活动，提出要运用“以乐为
主、乐在其中、多育整合”的策略，学会“从
容”工作。 比如教师要安排 3 个活动，那么，
就要动动脑筋， 看能不能把它们整合在一
起，在一个活动中体现 3 个教育点；学会做
“减法”，从容应对工作，把工作量调整到可
控状态；学会掌握工作节奏……

在其他同行眼里， 行知小学的教师们
“很忙”，但他们“很幸福”，每个人的脸上都
能看到专注与激情。

2014 年， 满小螺为教师们拍了一部
纪录片。 通过一帧帧画面，她希望在这个
“真善美爱乐群 ”的理想国度里 ，看得见
每个人。

学校是允许学生出错的地方

上课不是从上课铃后开始的， 德育也
不仅仅是几本教材， 而是从走进校门就开
始了。

满小螺在进行学校德育建设时 ，时
常跟教师们形容 ， 假若我们正是那个要
走进校门的小学生 ， 期待的会是怎样的
学校？ “那一定是迎面而来的教师与同学
友爱的微笑 ， 是忘记戴红领巾时一句善
意的提醒……”满小螺说 ，她期待在行知
小学， 教师不用责骂和惩罚也能让孩子
们不断进步，每一个人都能领悟到要 “智
取”而不能“强攻”的智慧。

通常， 采用强硬的办法进行教育最容
易，但有时柔性的力量也很强大。

一次，上音乐课，当上课铃声响起，音

乐老师走进教室时，学生们正“闹”在兴头
上。 老师什么也不说，只是走上讲台，在黑
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学生们慢慢地安
静下来，显然，这个圆吸引了他们。紧接着，
老师利用这个大圆，开始了这节课的教学。

“是知识成人还是精神成人？教育的本质
是精神成人，德育就是真善美。 ”在满小螺的
心中，学校就应该是让学生出错的地方。教育
的核心是爱，所谓现代教育，就是要教给学生
民主，即对孩子的尊重、包容。 “通常教师都喜
欢教聪明的孩子，因为他们不犯错或犯错少，
好教。 但这实际上是个误区，其实能把‘坏孩
子’变成‘好孩子’，或将‘好孩子’变得更好的
教师才是优秀的教师。 ”满小螺说。

在行知小学 ，满小螺倡导诚信考试 。
这是为了训练学生考试时的独立思考与
作答能力。 满小螺从不搞临时突击，她觉
得这是投机取巧，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
她鼓励创新 ， 如果学生有别出心裁的答
案要给予加分。

简化、简化、再简化，是满小螺一贯的
教育操作准则。 然而简化不是笼统化，而
是更加细致化。比如变繁琐的德育为简单
的德育。 通常学校日常德育管理都是“学
生犯错—值日生扣分—文明班评比—扣
教师奖金—教师批评学生 ”的流程 ，这样
逐个环节叠加后 ， 学生错误不仅很难纠
正，还制造了师生之间的矛盾 ，错过了教
育时机。行知小学删繁就简，直奔主题，把
德育引入常态：把面向全体的一般倡导与
个别直接指点相结合。如教师碰到衣着不
整的孩子会叫到一边轻轻提醒，碰到大声
喧哗的孩子也轻轻示意，不再把问题转手
或“秋后”算账。

有温情、有温度，这就是满小螺的教育
世界。走在行知小学的校园中，绕过郁郁葱
葱的蛙鸣池，在一楼的小礼堂墙壁上，参观
者便能看见由学生诗书画作品组成的一列
冒着烟的长长彩色小火车：“我的行知我的
童年”。 列车的几个车厢分别构成了校园、
课堂、教师、活动、景物等几个板块。陶行知
的教育经典论述和学生们稚嫩的作品奇妙
地交织在一起， 透过学生的眼睛记录下 6
年学校教育模式的探索。

2015 年 ， 行知小学正好走过第 10
年。 十年磨一剑，如今的行知小学虽然已
头顶广东省书香校园 、 广东省奥尔夫音
乐课课改基地 、 深圳市办学效益奖等光
环，但在满小螺与所有行知人的心中 ，10
年不过刚刚起步。 然而 ，他们关于 “真善
美爱乐群 ”的教育梦 ，一旦起航 ，必将驶
向最远最美的地方。

满小螺：在行知，看得见每个人
一位从东北大地跑到南国他乡办教育的人，就是为了心中的一个期望：让教育慢一点，再慢一点，用6年的时光让这些“小树”长得更加结实。

思想力校长

作为一名校长， 也作为一名语文教
师，从教几十年，对于为人师深有

体会。 在我的心里，一名好教师应该是一个
特别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有人文底蕴的人，
是一个文人！ 一直记得于漪老师说过的那
句话：“与其说我一辈子做语文教师， 不如
说我一辈子学做语文教师。 ” 这里的 “学
做”，就是一辈子的人文追求。

情感与理想

我们是不是对自己所教的语文学科有
着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曾亲耳听到一个语文教师在我面前
抱怨：“我上辈子杀了猪， 这辈子来教书！
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 ”他还说，
教书，又不是教数理化，还可以当家教赚
钱，而教这倒霉的语文，谁请你做家教呀？

早在 2000 年，我就写过一段话：我不
止一次地庆幸我是一个教师，因为与青春
同行使我的心永远年轻；而且我特别庆幸
我是语文教师，因为这使我能用一双“文学
的耳朵”随时倾听“花开的声音”，并把这种
世界上最美的声音用文字表达出来。

这份情感，就是最基本的人文素养！
有了情感，自然会有追求，这就是“理

想”。 我所理解的“理想”，就是用一生的时
间寻找那个让自己惊讶的卓越的“我”！ 因
此，“情感与理想”，是语文教师人文素养的
第一点，是第一前提！

风骨与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是别人
的应声虫，而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独
立的精神世界。

“书生气”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非常
可贵的人文品质：不迷信，不盲从，坚持独
立人格，不玩权术 ，正直不阿……回到语
文教师的角度，所谓风骨，就是独立思考，
就是不被世俗的风气所左右。 再具体些，
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参……当然，有风骨
不只是愤世嫉俗，他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建
设者。 在当今这个物质化金钱化的时代，
还应该不苟且！

要有良知。我们要随时想着孩子的今天
和明天。 孩子就是一切，就是目的，而不是工
具。 当学生的利益与学校的利益发生冲突
时，当然要维护学生的利益。 为了学生，我曾
经（当然是许多年前，年轻时）得罪了领导，
得罪了同事，但我无所谓。这是良知使然。虽
然我失去了一些“好处”，但我觉得值。 良知，
还体现在不要把孩子当作牟利的工具。

有一年，我去山西某地讲学时，应某中
学要求上一堂语文公开课。 上课前走进教
室，我发现只有 40 名学生，开始还以为他们
当地的教学班就这么多学生。 后来经了解才
得知，因为怕“效果不好”，便把 20 来个成绩

不好的学生“淘汰”了。 我当即表示，把另外
的学生全部叫回教室，“一个都不能少”！ 否
则这课我就不上了。 后来所有学生都坐在教
室里了，我才开始上课。 后来，许多人都说我
“很正直”，即使上公开课也不弄虚作假。 我
说：“不， 这首先不是我是否弄虚作假的问
题，而是我是否尊重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的
问题。 这样的公开课，哪怕缺一个学生，对这
个学生来说，他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他的
尊严都受到了伤害！ ”在这里，如果我为了自
己“上课效果更好”，当然觉得校方的安排很
好，但那只是把学生当成了表演的工具。

当然，处处想着学生，绝不是迁就学生。
毕竟我们是教育者， 还有一个引领的责任。
所以，我经常说，语文教学最考水平的就是
处理好“尊重与引领”的关系，把握好这个分
寸。 一方面，我们说不能让学生听得云里雾
里，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不能只讲学生明白
的东西———学生懂了还有必要讲吗？这就是
“尊重与引领” 的艺术。 学生懂也好不懂也
好，关键是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 尊重学
生，不是简单地迁就他们，这恰恰就是良知。

视野与思考

作为一个学科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是
具备专业视野。 我们读不读教育学著作？
读不读学科教育专业著作？ 读不读教学专
业杂志？ 这些都是做好一名教师，开拓其
专业视野所必须的。

但是，比专业视野更重要的是人文视
野。 对于国际国内富有影响的思想家的著
述，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著作，你阅读了多
少？ 对于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你凝望了多
少？ 对于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你
思考了多少？ 对于当下中国社会和民众的
生活，以及各种暗流汹涌的思潮，你关注了
多少？ 对于天下风云变幻，你牵挂了多少？
这些都是我们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胸中
应该装着的。

只是阅读而不思考的人，也只是个两
脚书橱。 我们常说，不读文史书，就不了解
过去的历史。 我最近几年反复推荐的《南
渡北归》，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应该读。

对于一个会读书的人来说，阅读的过
程必然伴随思考。 但我还要强调一点，就
是对常识的思考。 回到语文教师的教学，
所谓常识，就是自己是怎么学语文的，把这
个经验体验告诉学生。 我们经常给学生讲
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但自己从不用这些方
法来读来写，这就违背了常识。 依我自己
的体验，学好语文至少需要三点：多读，多
写，多背。 多读，是要尽可能多地接触语言
材料；多写，是尽可能多地实践语言技能习
惯；多背，是尽可能多地在脑海中储备祖国
灿烂的古典诗文，在不断地熏陶、感染、领
悟中形成对语言的敏感，这也就是大家熟
知的“语感”。 我们何不把这些质朴的道理
告诉学生，并设法让他们也具备这样的学
习习惯———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习惯呢？

做一名好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还要
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应该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 要有博大的胸襟，站在教育的高
度看教学，站在社会的高度看教育，站在人
生的高度看社会，站在星空的高度看人生！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做一名好教师，比专业视野更重要的是人文视野，要做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一个有人文底蕴的人。

好教师要多点人文底蕴

名家专栏

誗“是知识成人
还是精神成人？教育的

本质是精神成人，德育

就是真善美。”

誗“好的教育，就
是艺术，就是美，是拨

动孩子心灵的琴弦，是

和谐。”

誗“我们期待的学
校，那一定是迎面而来

的教师与同学友爱的

微笑，是忘记戴红领巾

时一句善意的提醒。”

满小螺 广东省深圳市
龙华新区行知小学校长，深
圳市督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