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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和保

6 年前， 在福建省福清市实验小学工
作了 17 年的夏金，一纸调令来到了同城的
城关小学。 两所学校同样都是福清市的优
质校，在师资队伍、学生生源、教学设施上
不分伯仲。 但夏金知道，在新的岗位上绝
不是简单的“复制”和“粘贴”，而是要把实
验小学的优势和城关小学的特色有机结
合起来，千万不能把城小“实小化”。 思考
过后，夏金便走马上任。

构筑动静结合的生命走廊

走进城关小学教学楼，发现这里除了
宽敞的教室外，走廊更是别有洞天 ，这是
一个“阔气”的走廊———长 95 米，宽 4 米，
这个设想是夏金在教学楼设计之初就坚
持一定要呈现的。 “教学楼越高，孩子离快
乐越少， 在短短的 10 分钟内要从教室到
操场往返的时间就耗尽将半 ， 我不想让
孩子们的课间生活是匆忙的 ， 更不能让
课间等于静坐。 ”这是夏金的第一用意 。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 在每一层偌大的走
廊里 ，学生们或坐或站 、或蹲或倚 ，浏览
着自己喜爱的课外书，也有拿着毛笔 、神
情自若地练着书法的 ，还有跳绳 、踢毽 、
打羽毛球的……学生们绽放着灿烂的笑
容，尽情展示着生命的活力。 “课间，我让
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没有了往昔的
追逐打闹，也没有了安全事故，通过这 10
分钟，增长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培养了
孩子们的能力 ， 让生命有了另外一种底
色，这走廊是学生的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
是夏金的另一用意。

在每个班级教室的后面，还有一个小
走廊，与大走廊相比，这个走廊就显得“安
静”了许多 ，走廊上摆满了各种盆栽的小
植物，用各种颜色的纸做点缀 ，还有各自
班级里的活动照片……每个班级的小走
廊都各有千秋，但唯一的共性是都有 “家
的味道”。 “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有自己的小
秘密，尤其是女孩子，她们情感细腻，心思
缜密。 相比教室前面的大走廊的 ‘公’而
言， 这个小走廊就是 ‘后花园’， 侧重于
‘私’，大走廊的场景、用途都是在教师的
主导、安排下进行的，而这个小走廊就完
全归学生自己使用，花花绿绿也好 ，杂乱
无章也罢， 只要是孩子们内心想要的、喜
欢的，教师就要全力配合、支持。 ”夏金谓
之于“公私”分明。

课间，两个走廊到底发生着什么。教学
副校长林鸿在日记里写道：“大走廊里可谓
‘人山人海’， 焕发着学校本应该有的勃勃
生机， 班级里大部分学生在大走廊里忙着
自己热衷的事情。 相比之下，‘后花园’就
显得有些冷清了， 有的学生坐在地上看着
课外书， 有的在剪纸， 还有的在眺望远方
……静悄悄的，可每个孩子内心安静、远离
外面喧嚣的强大气场深深地震撼着我，两
个走廊呈现的就是孩子生命的状态， 就是
学生的生命走廊。 ”其实，这也正是夏金称

之为的小学教育要“动静”结合的理念。
一“公”一“私”，一“动”一“静”，夏金用

满满的爱换来孩子们生命的精彩。

让学生的心理“不设防”

在城关小学主教学楼的东侧， 有一排
临街装修别致的建筑物，用夏金的话说，这
几间房子的用处绝不输于学习的教室。 与
其他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室不一样， 夏金
没有把这个承载许多教育意义的教室放在
教学楼的一隅，不仅“独立成室”，还成为学
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现在的孩子内心敏感，过于脆弱，许
多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成了摆设和 ‘尴尬
室’，只要你走进去，可能就被贴上‘有病’
的标签。 所以，学生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咨
询、指导也成为空谈。 ”夏金说。 于是，她干
脆让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室临街而建，并
把沙游、舞蹈室、茶道、图书等都搬了进去，
向社会免费开放。 夏金还联合福建师范大
学心理健康方面的专家“坐诊把脉”，将其
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室。

“家长在接送、等待孩子的过程中，可
以在这里看看书，也可以和专家进行沟通
交流，只要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咨询 ，让教
育无时无刻、自然而然地发生。 ”夏金说。
这也是夏金所要达到的无痕教育的真正
目的。

对于学生来说 ， 建立这样一个综合
活动室能改变他们对心理咨询室的看
法，并乐于成为其中的一员 。 “在这个综
合活动室中，学生静下来的同时 ，心理也
是不设防的 ， 让学生感受到一个安全的
外部环境，更容易敞开心扉。 这里和课堂
不一样， 课堂上或多或少都要有教师的
干预，而这里就显得自由 、自主得多 。 一
个平等、自由的安全环境 ，是每个学生内
心所向往的。 ”夏金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里给许多人带来了改变， 有学生，
也有家长。 “孩子在家很叛逆，而教师给我

的反馈却是勤劳、能团结同学 ，成绩虽不
是很好，但很有上进心。 当我看见教师评
语的第一反应就是教师是否搞错了，这与
现实中我眼中的孩子判若两人。在学校的
综合活动室里 ， 我看见他可以静静地看
书，不打扰别人；在与同学一起讨论问题
时，他有理有据地说服别人……通过与专
家的咨询、交流，我懂得了叛逆的背后是
一种反抗，是对什么事都由我安排的一种
挣脱，是想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不是我
的孩子不够好， 是我的爱成了他的包袱，
感谢学校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孩子。 ”一
位家长在留言簿里写道。

“这个综合活动室承载了许多有意义

的教育故事，当我打开一扇窗的同时，也打
开了家校联系的新通道，可谓一举多得。 ”
夏金心满意足。

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新加坡校长任命书上有这样一句话：
“在你的手中是许许多多正在成长的生命，
每一个都如此不同，每一个都如此重要，全
部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梦想， 他们都依赖你
的指引、 塑造及培养才能成为最好的个人
和有用的公民。 ”这句话时刻提醒着夏金。
“我常想，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最好
的自己和有用的公民？ 最有效的途径便是
构建有创意的课程。在如今社会飞速发展、
人云亦云的时代， 小学教育要守住最后的
底线，为孩子们创造快乐的学习氛围。 ”夏
金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城关小学在进
行课程建设的过程中， 有几个绕不开的坎
儿：全省要求的课时不能改，每节课 40 分
钟，而学生在校时间不能超过 6 小时，在保
证开足、开齐国家和地方课程后，能给学生
开展相关社团、课程活动的时间少之又少。
于是， 夏金带领全校教师一起寻找解决问
题的办法。如果按照正常的课时安排，课程
设置的可选择性太小， 即使在 6 年里每学
期都有所更新， 也实现不了让每个孩子的
个性得到发展。 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夏
金忽然想到在所有要求不变的前提下，调
整课程的课时。

一门课程如果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
文化传承，但教师掌握的 、可提供的资源

内容较少，就把课时调整为 20 分钟，比如
乡土课程和思品课程。 因此，依照课程的
特点，城关小学制定了 80 分钟、40 分钟、
30 分钟 、25 分钟 、20 分钟长短课相结合
的课程安排方案。 而且，每周五下午将两
节课合并为 80 分钟至 90 分钟的长课，以
自主选课、走班上课形成共 80 余种“七彩
课程”。 囊括了街舞、拉丁舞、武术、闽剧、
提线木偶 、评话……“一所学校的发展不
只是看它教了多少知识，建了多少高楼大
厦，而是要看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否在静静
地发生变化， 学校是否为每个学生健康、
和谐地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成长的环境。 ”
夏金说。

六年（6）班参加羽毛球课程的学生魏
松声也道出了自己的体会：“经过了无数场
的对弈，我也从中学会了许多。 做人、做事
跟打羽毛球一样，本来就是从不会到会，从
一窍不通到融会贯通的过程。 ”

“学校如果一味地追求分数和升学率，
虽然在短时间内增强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
逻辑能力， 却使学生身上的许多重要潜能
得不到开发。 七彩课程就是为孩子们提供
更多的可能。 ”夏金语气坚定地说道。

6 年后， 夏金用自己的努力和实践为
全校师生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保证
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 夏金让城小有了另
一番模样。 从细微处入手， 学校的一草一
木、 一花一景都是学习发生的地方，“校园
里没有学习的死角，静下心来，我在哪里都
能听到孩子成长拔节的声音， 学校教育没
有轰轰烈烈，更多的应该是关注、用心，要
达到润物无声的作用。 ”夏金说。

夏金：为了生命快乐地成长
在实验小学工作 17 年后，她到另外一所城关小学任校长。 同是市里的优质校，如果简单起见，将过去的治校经验“复制”就行。 但她走马上

任后，却设计了动静结合的生命走廊，展现了孩子们的生命状态；开设七彩课程，为每个学生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成长环境。

思想力校长

1944 年抗战时期，有位教师在武汉大
学给学生教华兹华斯的 《玛格丽特的悲
苦》。 这首诗讲的是有一名妇女，他的独生
子外出打工谋生，7 年来一直杳无音讯。 诗
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的名字，
“你在哪呀，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没
有遇见他的儿子，并揣想种种失踪的情景。
当这位教师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接
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竟然话语哽咽，
稍微停顿才能继续念下去，“若有人为我叹
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他取
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又突然把书合上，
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的学生愕然。这位
流下至情眼泪的教师，就是朱光潜，当时已
名满天下。

朱光潜 20 岁时因家境贫困，只好考入
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21 岁公费就读
香港大学， 当时全国 5 所高等师范院校仅
选拔了 20 人。毕业后，朱光潜到上海教书，
后来在欧洲留学 9 年，边阅读、边写作成为

他的研究范式。 1933 年，朱光潜从欧洲学
成回国，被胡适聘为北大教授，同时被朱自
清请去给清华大学研究班讲 《文艺心理
学》,也就是美学。 朱光潜在那里讲了一年，
影响很大， 后来又被徐悲鸿请到中央艺术
学院讲了一年课。

在清华， 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曾经
是他的学生。据季羡林生前回忆，朱光潜讲
课很有特点：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
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 讲着并不
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 句句
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 朱光潜深通西方
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 而对
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
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
毫无牵强之处。季羡林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大师，朱光潜的本领
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仍不多见。
季羡林认为，在清华 4 年，有两门课深受影
响， 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

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 “佛经翻译文学”，
另一门就是中文系朱光潜的 “文艺心理
学”，这是一门选修课。 这两门不属于西洋
文学系的课程， 却没有想到会对季羡林终
生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绝非本系的任
何课程所能相比。

大学贵有大师，名师出高徒。朱光潜一
心向学，双目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朱光潜
奉行老实、踏实、务实的“三实作风”，此身、
此时、此地的“三此主义”。 在朱光潜看来，
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 就得由此身
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
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
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
另一地方去做。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英国诗人
雪莱《西风颂》中的诗句，被大家用得烂熟，
但未必能真正理解其背景涵义。朱光潜说，
雪莱的颂歌其实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

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
力量。朱光潜平时讲课表情严肃，也少有手
势， 但吟颂这首诗歌时， 他用手大力地挥
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学生想象西
风怒吼的意象。多年之后，朱光潜的学生齐
邦媛对上课情景仍记忆犹新， 她说：“他进
来之后， 这一间石砌的文庙配殿小室即不
再是一间教室， 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
密室。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
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自此，我终生爱恋英
文诗的声韵。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
一种情感的乌托邦， 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
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学贯中
西，博古通今，尊崇学术，一生为世人留下
700 余万字的学术财富。 他是中国美学史
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
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
美学大师。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实验初级中学）

朱光潜 ，1897 年生 ，
安徽桐城人 。 中国美学
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
大学一级教授。 我国现代
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

朱光潜：讲台上流下至情眼泪
大师当年

□韩 辉

夏金的每一天无疑是繁忙的， 一所
被赋予太多期望的学校的 “沉重幸福”，
她都默默承受着，但她又是幸运的，经过
多年的历练与努力， 她寻找到校长的成
功之道———将心注入。

“对于一所学校，在营造一种舒适、
安全、宽松、向上的环境的同时，人才是
重中之重，有教师也有学生，至于信息技
术、课堂、课程，都是服务于人的。 把教师
和学生的生命成长当成学校发展的第一
要务，是校长的责任，也是教育的应有之
义。 ”夏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精心营造外部环境。 地处繁华市区
的城关小学，土地紧张 ，自从 2009 年担
任校长以来，夏金经过多次努力争取，在
本来就局促的空间里新增了教育用地，
通过“先拆后建，移位建造”，使原本 8000
多平方米的校园建筑面积现在达到近 2
万平方米。 “你可不要小瞧了这几亩地，

对学校来说，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也许
就是这几亩地，孩子有了活动的地方，教
师的办公环境能得到改善和提升……”
夏金满脸兴奋地说。 从学校大门口到教
学楼下的地下操场， 从教学楼的一楼到
七楼，从学生教室到教师办公室，一盆绿
植，一个拐角，一处景观，都是夏金精心
为师生打造的学习环境。

一大排摆满了书的书柜，一个简单的
办公桌， 一个摆满茶具的休闲桌被四个长
凳包围着占据了房间的半壁江山， 这简单
地构成了夏金的办公室。其实，这既是办公
室，也是家长接待室，作为一名校长，她要
营造一个平等的氛围，在给家长尊重、平等
的同时， 让他们愿意支持学校的工作。 俨
然，一间办公室成了家校沟通的聊天室。

用心成就师生幸福。在城关小学，教师
一个月可以请 4 次事假，还有子女中考假、
高考假等， 如果自愿加班还可以把请的假

补回来，如果没有请假，教师就会得到全勤
奖。 在夏金心里，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有
幸福的学生；只有幸福的教师，教育才会有
力量。 她不想用一些人为的条条框框限制
了教师，教师对学生有大爱之情，对学校有
责任和担当之精神， 太多的束缚只会消磨
教师的工作激情。 她努力把学校制度简化
并人性化，让教师在学校工作、学习的点滴
中感受幸福。

城关小学里最宽敞的地方就是学生
的教室， 夏金把学校最好的位置留给了
学生，她希望学生在这短短的 6 年中，除
了习得知识，还要把最美的记忆留下来。
无论是生命走廊、七彩课程，还是为学生
提供的每一种尝试， 夏金都要让学生体
验和感受到快乐与幸福， 让学生有着不
一样的童年。

对于教师和学生， 夏金都是全心注
入，用心做教育。

□本报记者 孙和保记者手记 用心做教育

朱光潜奉行老实、踏实、务实的“三实作风”，此身、此时、此地的“三此主义”。他是中国
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

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