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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

陪一位老友漫步校园， 自然同他谈起
学校的一些事。 他认为许多做法 “富有创
意”，不停地赞叹，但同时又在惋惜：“怎么
不找媒体宣传呢？ 这些做法多么令人欣赏
啊！ ”我说：“为什么要宣传呢？ 教育又不是
拿给别人欣赏的！ ”

说实话，有意无意把教育当“欣赏品”
来打造的人还真不少。 每当需要展示教育
成就的时候，比如大型迎检、重要领导来视
察， 有的学校总会提前一两个月或更早做
准备：先声夺人的展板，眼花缭乱的橱窗，
千人的操场吟诵， 流光溢彩的演出……当
然，还有被精心“提炼”出来的一套套 “理
念”，这些理念又总是通过整齐而富有修辞
美感的语句表达出来， 诸如 “以什么为导
向，以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为基础，以什么
为宗旨”等。 总之让人感觉，教育原来可以
做得如此具有“观赏性”！

恕我直言 ， 上述拿给领导和媒体欣
赏的 “教育 ”其实并不是教育本身 ，那些
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也不是学校的常态 。
师生们心里都明白 ， 别管校长在汇报时
如何四言八句地吹着学校的 “特色 ”、学
校的 “创新 ”，欣赏之后 ，校园归于沉静 。
平时还与所有学校一样 ，上课 、备课 、作
业、考试……毫无“欣赏价值 ”可言 ，但教
育本来就是这么朴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决不反对实事
求是地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报办学成
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检查以及
各种督导也是必要的。 问题是，无论汇报
还是检查， 所展示的应该是真实的。 “真
实”， 就是学校宣传的与师生平时所感受
到的是一回事。北京十一学校的一项调查

表明，93.7%的学生认为“学校平时做的和
说的一致”。别小看这个调查结果，在我看
来，“说的和做的一致”， 说明北京十一学
校所做的的确是真教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有两个词进入了
教育领域：“包装”和“炒作”。这与学校发展
目标的定位有关———学校究竟是为谁发展
的？如果是为孩子的成长而发展，那么无论
做什么， 孩子天天在学校都看得见、 摸得
着、感受得到，哪里需要“包装”和“炒作”？
只有眼光对外（舆论）对上（领导），才需要
“包装”给别人看，需要“炒作”让人家知道。
按照这个逻辑， 教育自然是做来给别人欣
赏的。 而善于包装、热衷炒作，这似乎是某
些校长眼里“打造名校”的一条“规律”。

都说现在的教育很浮躁、很功利。芝麻
大点事儿， 有的校长也会很有 “市场敏锐
感”地想到媒体，想到“提升形象”“彰显特
色”“打造品牌”“扩大影响” ……唯独很少
想到本校教师和孩子是不是有实实在在的

成长与收获。 北京十一学校有 97.3%的学
生表示 “我为进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这
才是该校真正的成功。

回到那个朴素而深刻的问题：学校的
一切是为谁而存在的？我想到了几年前参
观过的帕夫雷什中学。 按今天的眼光看，
苏霍姆林斯基当年在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 劳动技术教育以及学生个性发展、教
师专业成长等方面的探索实践 ， 是多么
“富有创意”呀，又是多么“前卫”呀！ 但帕
夫雷什中学一直没有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因为苏霍姆林斯基不仅谢绝“宣传”，而且
他刻意让学校保持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宁
静。在他看来，学校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而不是别人。

帕夫雷什中学离我们也许远了一些，
那我就说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学校吧。几
年前，我去四川省阆中市开会时 ，偶然看
到一所让我感动的学校———天宫中心学
校，坐落于距县城 30 多公里的山坡上。我

们走进校门，首先看到一群孩子在表演快
板， 他们唱的是反映自身生活的 “三字
经”。然后是三个男生表演的自创小品，主
题是环保。还有一男一女两队小学生在赛
歌，唱的都是有关蔬菜的内容。 我们来到
操场，几百个学生正在做课间操 ，但他们
做的操很特别，叫“劳动操”，因为这套课
间操是师生们根据劳动的动作创作的。我
仔细看， 果然在孩子们的比划中有挖地、
擦汗等动作。

这所学校的学生除了正常的学习，还
要上劳动课。而劳动课就是种菜、养猪等。
我大吃一惊，刚开始还有些不相信 ，但参
观了学校蔬菜种植园、水产养殖区 、生猪
养殖园 、食用菌种植房、豆芽种植房及农
副产品加工园后，我不仅相信了 ，而且很
感动。 我们还看了学生宿舍，从各寝室里
的陈设看， 孩子们的家庭显然并不富裕，
但室内外都很整洁。听说学校开展学生自
我服务管理，包括打扫清洁卫生 、整理寝

室内务、洗衣、做饭等自主管理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行为习
惯。 学生寝室由自己命名，许多名字特别
有趣，比如有谐音的“俭朴寨”、“舒服家”，
有以天宫景点命名的将军庙、 天宫院等，
各个寝室布置得规范整齐， 清新舒适，令
人赏心悦目。

我想到当年陶行知所倡导的劳动教
育。 我看到了真教育， 看到了真正的平民
教育。尽管这所学校并没有贴这样的标签，
也没有提炼出什么模式， 学校也毫无知名
度，但师生们并不觉得失去了什么，或者说
没有得到什么。 他们怡然自得，且自乐。

因为教育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
的———只要教师幸福并且成功， 只要孩子
快乐并且成长，就足够了。有没有媒体的追
捧无所谓，有没有领导的题词没关系。因为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校长）

只有眼光对外对上，才需要“包装”给别人看见，需要“炒作”让人家知道。 按照这个逻辑，教育自然是做来给
别人欣赏的，而不是为了师生发展的。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名家专栏

“没有吴侬软语/没有撑着油纸伞/走
在悠长悠长的小巷/没有蚕娘/没有绣娘/江
南/如何还成为江南”

在校长与诗人之间行走， 他把整个世
界当作教育来感悟，关注一草一木、春花秋
月、人间百态……所以，他写下篇首的《哀
江南》，希望给后人留一点诗意；他与学生
一起探访春天，凭古吊今，于山林，于田野。
他喜欢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 ，“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在他看来，教育就是要追
求这样的境界，自自然然。

他是柳袁照， 一位诗人校长。 在他担任
“最中国”的学校———苏州第十中学校长的十
几年间， 无数媒体毫不吝惜地将溢美之辞赠
予他，赠予他所在的学校，赠予学校的师生，
赠予诗性教育……但在一个美好的人间四月
天，在春风撩拨得心底只剩柔软的日子，一向
温文尔雅的柳袁照，面向教育“发炮”———校
长是什么？ 教师是什么？ 学生是什么？

不能忘了学生的灵魂

中国教师报：您是怎样定义校长的？
柳袁照：我觉得，校长的第一个要素是

人，对于校长所做的工作，我们要从人的意
义上去理解、要求和期望；第二个要素是教
师，校长要有一定的教育教学主张，有自己
的学科背景，有独到的教育思想、观念和理
念，能够引领教师的发展；第三个要素才是
校长的“行政”身份，关注校长就是关注校
长管理学校的方式， 有的校长是在领导一
所学校，有的校长是在管理一所学校，有的
校长是在经营一所学校。

校长领导学校，是以思想、主张、使命
在引领一所学校， 这样的方式并不在乎他
平时做什么具体的工作， 在乎的是营造了
怎样的氛围，是否形成学校的价值体系；管
理学校，是指依靠规章制度，让学校有条不
紊地运行；经营学校，是指借鉴企业管理的
模式，以技术的手段和方法去管理学校。 这
三种管理方式，无所谓好坏，也没有高下之
分，关键是看在管理的过程中，学校的师生
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中国教师报： 管理方式没有高下之分，
那您觉得目前校长在管理方面有哪些缺失？

柳袁照：2002 年，我到苏州第十中学任
校长时，一直在思索陶行知的一句名言：“国
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要你用整个的心去
做整个的校长”。 陶行知的话意味深刻，从不
同的层面对校长提出了深远的期待。 今天，
我们依旧要反思： 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学校？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完整的？ 校长的使命是什
么？ 校长要有哪些担当？

我们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遗憾的是， 今天的许多校长只是一个知识
层面的校长，关注的只是学生的学业和考
试，常常将学生的灵魂忘掉了，甚至把学生
的身体也忘掉了。 做整个的校长， 就是要
做灵与肉完美结合的教育， 既要有物质的
追求，也要有精神的追求。

关注与教育相连的“兄弟姐妹”

中国教师报：说到教育，不少人批评如
今的教育太过封闭了，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
问题的？

柳袁照：说到教育的封闭，大家关注的

可能只是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其实不尽然。
多年来，我们常常只关注教育自身，而忘掉
了与教育相连的“兄弟姐妹”，比如文学和
文化。教育在本质上是人学，文化与文学在
本质上也是人学，但是现在的学校，无论是
形态还是日常生活和课程， 都与人学隔绝
得太远了。

这些年来， 我站在多个领域的交叉点
上做教育。比如校园设计，就是站在苏州园
林艺术与校园艺术的交叉点上进行审视、
践行、实践。 再比如诗性教育，就是要让诗
性回归校园， 让诗歌不仅仅从考试层面回
到孩子的身边， 还要让诗歌回到孩子日常
的生活中。

中国教师报：具体到教师层面，如何打
通教育与“兄弟姐妹”间的联系？

柳袁照：从我个人来讲，作为一名语文
教师，我就是站在作家、诗人和语文教师的
身份交叉点上在教语文。 我们应该回到叶圣
陶、 朱自清那个时代做语文教师的状态，一
边教语文一边写作。 教师的写作，是通向孩
子的心灵、通向历史文化宝库的桥梁，能够
将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 将学校和文化、文
学联系起来。 因此，我非常注重语文教师的
原创品性， 这些品性不仅体现在写教学论
文，我更看重表达才情的原创性写作，比如
写诗歌、散文、小说等。 我们学校的语文教师
经常在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学校为他们出
了散文集、随笔集和诗集。

呵护师生的原创品质

中国教师报：您一直强调，没有原创品
质的教师，培养不出有原创品质的学生。为
什么这么注重教师的原创品质？

柳袁照：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就要培养
什么样的教师。只有教师具有创造性品质，
学生才能有创造性品质。 我们的教育有一
个误区， 认为加强了科学素养就能培养创
新能力， 这是错的， 还需要人文精神作支
撑。 除此之外， 目前的教师队伍不是一支
能够符合要求的创造型中学教师队伍。 在
当下的教师队伍还没有呈现出创造性品质
特征时， 还要把创造性教育作为中学教育
的常态，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教师的专业发展， 要超
越原来教师专业发展的概念本身， 从人的
意义上去真正发展教师。

学校的每一个教师都是校长， 每一个
教师都是学校的真正主人， 每一个人都是
独特的“这一个”，都是有无限创造才能的
独特的人。

中国教师报： 既然说到教师的发展，那
问一个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教师是什么？

柳袁照：对于教师，许多人的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但这
种提法， 忽略了教师的本质是人， 活生生
的、大写的人，每天都在成长着的人。 校长

如何为教师创造一片生命不断成长的沃
土，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在校园生活中，
要把教育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呈现在学校
的一草一木，甚至每一个课堂、每一个活动
中，成为教师内在的一种精神追求。 这样，
教师在看到一草一木、春天花开、秋天花谢
的时候，才能感悟到教育，感悟到生命的成
长， 感悟到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
赋予教育应有的意义。

同时，我们要警惕一种现象。目前每个
学校都在提以人为本，这本身没有错，但我
们更应以生命为本。 因为当一切活动都围
绕人自身开展的话，往往会丢掉人本身，一
切当以生命为重。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心目中，应该培养
什么样的学生？

柳袁照：我越来越感觉到，学校要培养
什么样的人， 也要回到原点， 培养完整的
人、丰富的人、有情怀的人。 现在的中学尤
其是重点高中，都在提要培养领袖。 但我认
为， 中学教育培养领袖不是我们的主要目
的。 培养一个正常的人、纯粹的人，才是中学
教育的要义。 我看重的学生首先是一个人，
一个平民，一个公民，这是人生的底色。 然后
才是具有各种专业素养的人， 这是其次的。
我们的学校需要有领袖出现，但是应该淡化
领袖概念。 让学生做一个不雕琢、不做作、淳
朴的、本色的、纯粹的人。 如果一定要培养学
生做领袖，那也是“仆人型领袖”，先为他人

服务，再领导人群。

顶尖学校培养不出教育家

中国教师报：您提到教育的原生态，具
体内容是什么？

柳袁照：我打个比方，教育有时候就像
拍照片，一种是抓拍，一种是摆拍。 但是许
多校长的活动更多是一种摆拍， 不是在不
经意间呈现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 教
育有时候需要远离，需要静候，需要俯下身
来，需要不断反复，自我反省，自我觉悟。我
追求本真教育、唯美教育、诗意教育，我希
望学校的每天就像写诗一样。

中国教师报：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所谓
的超级中学，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学校？

柳袁照： 判断一所学校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不是看这所学校本身有多厉害，而是
要把这所学校放到一定的区域和背景中，
看这所学校是不是以牺牲了更多学校的利
益而发展。 比如说那些囊括了所有优质资
源的学校，学校本身是发展了，但是伤害了
区域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罪人。这样
的学校是清除还是让其继续生长？ 值得大
家思考。 我觉得，当下教育最宝贵的，就是
要保护教育的原生态。

中国教师报： 目前的中国教育正在呼
唤教育家的出现， 您认为当代教育家最有
可能出现在哪些学校？

柳袁照：有一次，我陪美国传奇教师雷
夫参观某市一所当地最好的小学。 参观后，
雷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这个城市最好
的教师一定不在这所学校。 我深以为然，顶
尖学校永远培养不出教育家。 因为这些学校
占尽了优质教育资源， 在优越的条件下，遇
不到教育的本质问题。 以高中为例，校长往
往只关注高考升学率，但教育不仅仅是学业
考试，而是要塑造完整的人。 如果是一所区
域名校，社会所给予的压力，就会促使这所
学校把重点放在帮助更多的学生考上名校，
而不是让教师花时间矫正一个孩子的心理
问题。 相反，在一所相对落后的学校，因为升
学不是主要任务，就会把更多的关爱放在孩
子的成长上。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
不是在条件非常优越的学校里诞生的。

中国教师报：在您心中，教育是什么？
柳袁照：我一直推崇泰戈尔对教育的诗

意诠释。 他说，教育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
气息。 教育就像小花一样，无论是高贵，还是
低贱，只要是生命都要让它绽放。

教育又像一股清泉， 从泉口冒出来之
后，蓬蓬勃勃地流动，遇到石头、遇到小树，
激起浪花，又自由自在地向前流去。遇到悬
崖，纵身一跳，形成瀑布，飞泻而下，形成深
潭， 静静地流淌。 这种状态就是生命的本
身，就是自然的本真，体现生命的美妙。 但
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引导和控制。当校
长发现这种权力之后， 马上就会挖一条沟
渠，让教育之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流。学生
就变成了一模一样的桶装水，“灌装” 后为
社会服务。

作为校长，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自以为
做了许多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有时候可
能留下的却是教育的灾难。 在这个时代，我
们的校长许多时候明白该做什么，但是不明
白不该做什么。 吊诡的是，有时候我们做得
越多，给未来和后人留下的遗憾就会越多。

□本报记者 冯永亮

柳袁照，语文特
级教师，江苏省苏州
第十中学校长，教育
部中学校长培训中
心兼职教授，苏州大
学硕士生导师，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 代表
作有 《教育是什么》
《我在“最中国”的学
校》等。

当我们自以为做了许多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有时候
可能留下的却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就像一股清泉，需要回归
自然，保持原生态。

柳袁照：保护教育原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