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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樯 刘 燕

她始终带着微笑， 眼睛里透着智慧，
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在孩子们中间，刘
亚男总是忙碌的。作为辽宁省辽阳市师范
附属小学的校长 ， 凭着对学校炽热的情
感，凭着对教育执着的追求，凭着对学生
无私的奉献，刘亚男将一所曾经普普通通
的小学，打造成了孩子们快乐学习和生活
的乐土。

打心眼儿里爱学生

爱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能力。 刘亚男
不仅打心眼里爱学生，更懂得如何去爱。

2011 年，作为校长，刘亚男仍坚持兼任
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工作，她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走近学生的心灵，了解学生。

无论平时的工作有多么繁忙 ， 刘亚
男都像妈妈一样细心关注和呵护班上的

每一个孩子。 得知一位叫蓉蓉 （化名 ）的
女孩很小就失去父亲 ， 长期重病缠身的
母亲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的时
候，刘亚男十分心疼 ，从工资中每月拿出
200 元钱给予资助。 不仅如此，她还经常
向各科任教师了解蓉蓉的学习情况 ，及
时给予帮助。

这种细微之处的关怀，还有许多。冬天
的辽阳，寒冷无比，细心的刘亚男担心椅子
太凉，自费给每个孩子买椅垫。为了鼓励孩
子们学习、互助，刘亚男又自费给期末学习
有进步、艺术特长获奖、乐于奉献互助的孩
子们买奖品。每年元旦，刘亚男都为班里的
孩子们买礼物，和孩子们一起布置教室、开
展联欢活动……

刘亚男这样做， 像春雨一样无声地润
入全校教师的心田。“现在学校的每一个教
师都自觉地把对学生的爱渗透到日常学习

和生活的点滴之中， 师生脸上的笑容越来
越多，心里越来越暖。 ”教师魏元春每天被
刘亚男的暖心行动所感动。

“除了自己心中有爱，作为教师，更要
懂得将爱传递到每一个学生的心里。 ”这
是刘亚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她看
来，学校要在学生心中尽早地埋下爱与感
恩的种子。 “一个人活着不仅是为自己奋
斗，更要懂得感恩。只有懂得如何感恩，才
会有大爱 ，心灵才能得到净化……”刘亚
男始终将心灵培养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
首要位置。

走上校长岗位不久， 刘亚男就率先拿
出自己一个月的奖励工资作为启动资金，
成立旨在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校长
基金”。 在刘亚男的爱心感召下，有些家长
和社会人士也主动要求加入。后来，刘亚男
将“校长基金”更名为更能体现内涵的“爱
基金”，并且开办了网站，分享基金运行过
程中一个个充满爱心的故事和一幕幕感人
至深的瞬间。

为了将感恩教育推向深入， 让更多的
孩子参与到各种献爱心与志愿活动中，刘
亚男又着手建立了“雷锋爱心团队”，短时
间内就累计帮扶困难人群 1000 余人次。 这
个团队因组织师生的爱心奉献行动受到“当
代雷锋”郭明义的关注，2013 年 6 月，刘亚男
郑重地从郭明义手中接过了“郭明义爱心团
队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分队”的旗帜。 2013
年 9 月，刘亚男受邀与郭明义一起到甘肃省
天水市下山村援建希望小学，爱心团队一次
捐款 10 万元。 刘亚男倡议全校师生与校内
贫困家庭学生手拉手，与社区弱势群体手拉
手，与贫困山区学校手拉手，学校的大爱精
神像春风一样拂过一批批学生稚嫩的心灵，
在全体师生心中播下了乐于奉献、乐于助人
的种子，形成了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

让每个学生都有个性特长

腰鼓队的孩子们在教师的带动下挥
动双臂，有板有眼，铿锵有力；舞蹈特长班
的孩子们长袖善舞，印度舞、民族舞、现代
舞样样拿手；摄影特长班 、沙画特长班的
孩子们手拿得意之作，随着音乐的节拍缓
缓走来……在辽阳市师范附小，校园文化
艺术节活动在刘亚男的带动下开展得有
声有色。

看着这样的场景，刘亚男就会感到特
别骄傲和欣慰。 “学生并不只是学校的一
部分，他们每一个人是属于自己的 ‘百分
之百’”。所以，校园是培养“让每一个孩子
都有个性特长”的地方。 刘亚男创新开发
了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 30 多门特色课
程， 认真挖掘每一个学生的特点特长，鼓
励每一个学生在学习常规课程内容的同
时，都要具备一两项甚至更多项特长。 谈
到特色课程，刘亚男充满激情地说：“我们
师范附小学生的特色培养 ， 一个都不能
少，一个都不能差。 ”

以 “特定培养”、“特长培养”、“精英培
养”为核心的“三级培养计划”成为刘亚男
多年来对素质教育的经验总结。 刘亚男要
求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 在不同年级制
定不同的学习内容。 为了帮助孩子们挖掘
自己的特点特长， 帮助孩子们发现自己的
优势， 刘亚男让全校学生真实地表达兴趣
爱好。 对于那些具备特长、学有余力、全面
发展又有能力的学生， 她提出要在特定培
养和特长培养的基础上精选出部分精英，
加强培训，制定出精英培养计划。 事实上，
在每届艺术节时， 刘亚男都会发现一些具
有潜力的“新星”，并组织师资力量因材施
教、重点培养。

“三高兴”奠基学生未来

走进辽阳市师范附小的课堂，无论是语
文、数学还是科学、音乐，每一个教师都充满
了激情，他们享受着教学的过程，而学生们
更是积极地探讨着课堂上的每一个问题，他
们相互交流，有时候也会激烈地争辩，当讨
论相持不下的时候， 教师便会来到他们中
间，悉心给予点拨，问题迎刃而解……

这便是 2008 年刘亚男提出的“自主合
作探究”式“五二三”教学模式在师范附小
实施 7 年后的成果。从此，整个课堂的面貌
焕然一新。

从进行改革的第一天起， 刘亚男就给
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三高兴”：学
生高兴、家长高兴、教师高兴。在她的眼里，
课改不是花架子，一定要落到实处：只有学
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自己的能力得
到证实和肯定，学生才会高兴；当不用再费
神地去督促孩子写作业， 不需要再为孩子
的座位问题而烦恼， 不用再忧虑教师是否
会忽视自己的孩子，家长才会高兴；课堂上
再也不用监督学习了，小组成员积极合作，
课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教师才会高兴！
“我认为， 高兴是检验课改成果的唯一标
准。 ”刘亚男说。

“坚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努力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坚持为学生的未来
搭建舞台， 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个性特
长。 ”这是刘亚男的教育理念，更是她对孩子、
对家长的郑重承诺。 刘亚男始终强调：每一个
学生都是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全部和希望，
作为教育者，绝不能随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要努力让每个学生都活出自己的精彩。

“教育学生 6 年，要为学生着想 60 年。
教育者要心中有爱。 ”刘亚男说。

□成尚荣

讨论教育家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
度其实是教育家成长不同的维度。 角度与
维度建构了教育家成长的不同视野、 不同
格局。比如，教育家的美学精神就是一个不
可忽略的角度。

我们谈教育家的精神并不少，包括教育
家的情怀，但真正从美学精神的角度来讨论
的并不多。而美学精神恰恰是教育家的重要
特征，也是教育家成长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创作要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指示同样适用于教育
家。我们应该用美学精神来照耀教育家的成
长历程；换个角度说，教育家的成长过程正
是培养美学精神的过程。 在我看来，美学精
神恰恰是教育家成长的最高境界。

不难发现， 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
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有不少关于美学
精神的论述。他们都是哲学家，也都是美学
家，当然他们也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非常
有意思的是， 师徒三人对美的认识与论述
都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相互补充，相得益
彰，相当精彩。这本身就告诉我们，美、美学
精神是多彩的、和谐的，充满着美的张力。
如毕达哥拉斯所说：“和谐是杂多的统一，
不协调因素的协调。 ”这就不难理解，教育
家应当具有不同的风格， 各有不同美丽的
侧面， 诸多不同的风格和美的侧面才会编
织成教育家五彩斑斓的图谱。

先说苏格拉底。 被称作“西方的孔子”
的他，十分重视道德伦理，甚至提出了“美
德即知识 ”“美德即智慧 ”的命题 ，尽管遭
到了后人的质疑，但却透射出他的道德哲
学思想。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苏格拉底
不研究物理世界 ，而研究伦理世界 ，在这
个领域里寻求普遍性，第一个提出了定义
问题。 ”这暂且不论。 我们要说的是，苏格

拉底对美的一个定义： 美是正义的行为。
其实，这一定义又延续了他一贯的道德哲
学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美不是指一种正
义的思想，而是指正义的行为。 而这个正
义的意思就是合适的，发挥其自己功用的
意思。 一个人只有充分地实现了自己，充
分发挥了自己的功用， 就是具有美的人，
是个美丽的人。

在苏格拉底眼里， 美学精神是正义的
行为，当然，他并不简单地排斥正义也是一
种思想。教育家必须具备这种美学精神。由
此， 自然想到鲁迅。 鲁迅不止一次地发出
“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呐喊。 当
下，“救救孩子”仍然严峻地考验着我们，考
验着教育家，尤其考验着成长中的教育家。
应试教育仍然制约着我们， 结果是苦了孩
子、累了孩子、伤了孩子，甚至毁了孩子，我
们该怎么办？教育家陈鹤琴执着地说：一切
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一切。
一个连孩子都不放在心里，只计较分数、注
重升学率的人，怎能称之为教育家？他的良
心到哪里去了？他的正义感到哪里去了？这
样的人不仅不具备美学精神，而且颠倒、抹
杀了真、善、美。 美，是一种正义，让正义这
一美的精神成为教育家成长的试金石吧。

再说柏拉图。 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据说在苏格拉底的梦中，他的膝上飞来一
只天鹅 ，很快长出了羽翼 ，唱着嘹亮美妙
的歌，飞向了蓝天。 这只神鸟就是柏拉图。
多美的故事！ 也许，柏拉图是为美而生的。
柏拉图对美也有不少定义，说明他正在不
断地探明、求证。 最后，柏拉图得出一个结
论 ：美是永恒的 、无始无终 、不生不灭 、不
增不减的。 它不是在此点美，在彼点丑；在
此时美，在彼时丑；在此方面美，在另一方
面丑……美并不是表现为某一篇文章、某

一个学问……美是永恒的尺度，这就是美
学精神。

教育家应具有柏拉图式的美， 教育家
本身就是美的。 他不是一点美、一方面美，
而是各方面都美；不是作品美、学问美，而
是人格美；不仅追求美，而且要用美作为尺
度，时时丈量自己、评判事物、澄明世界。教
育家具有了这样美的品格， 就会渐渐走向
文化自觉、 美的自觉。 李叔同正是这样的
人，他对学生的“温而厉”，讲诚信，讲人格，
体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李叔
同是很美的，美学精神让他成为教育家。

不能忘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
亚里士多德。 “更爱真理”正是一种美学精
神。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将美学作为一门独
立的学问，称为“创制知识”。 所谓创制，即
为创造，艺术属于创制的知识。 关于模仿，
亚里士多德不仅不反对，而且提倡，但是，
他更倡导创造，倡导让情感、意义彰显在所
创造的事物中。 创造，是崇高的美学精神；
创造，让艺术家获得真正的美，也让教育家
在美中获得进步与成功。

教育是极富创造的事业， 创造是教育
的本质。 所有的教育家都富有宝贵的创造
精神。陶行知是一个创造、创新的典范。“别
看小孩小，人小心不小。 若把小孩看小了，
你便比小孩还要小。 ” 多妙的一首诠释儿
童、解读教育、弘扬创造的诗。 当下正在成
长中的教育家们，深谙此理，努力探索，积
极创造，逐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是
了不起的进步。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究竟
少了什么？ 大概是少了那种崇高的美学精
神，因而，少了点纯粹，少了点从容，少了点
大气，少了点境界。创新，是忘我的。成长中
的教育家们，能做到吗？
（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教育家具有永恒的美，不是作品美、学问美，而是人格美；不仅追求美，而且要用美作为尺度，时时丈量自己、评判事物、澄明世界。 教育家具有
了这样美的品格，就会渐渐地走向文化自觉、美的自觉。

教育家要有美学精神

名家专栏

刘亚男：让学生活出精彩
“教育学生6年，要为学生着想60年。”做校长，最重要的是心中有爱，而且将爱传递到每一个学生心里。

刘 亚 男 ，
现任辽宁省辽
阳市师范附属
小学校长。 荣
获全国五一巾
帼标兵、 辽宁
省五一劳动奖
章、 全国素质
教 育 先 进 个
人、 全国特色
教育先进工作
者、 辽阳市名
校长等称号。

书卷气也是领导力
朱永新在《人民日报》撰文 只要

善于阅读，积极学习，作为领导干部，
哪怕是更换到陌生的工作领域，也能
适应并胜任，如果长期坚持不懈地阅
读和探究，还完全有可能成为该领域
的专家。 当然，干部读书不仅仅是为
了胜任工作。 陶行知说，人生为一大
事来 。 我把这 “大事 ”理解为 “看风
景”。 人类有两种风景，自然的风景和
精神的风景。 行万里路，是为了看自
然的风景 ；读万卷书 ，是为了看精神
的风景。 自然的风景是有限的，精神
的风景是没有边际的，这才是无限风
光的顶峰。 我们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
能发现 ，在温饱的基础上 ，人们所追
求的一切幸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精
神上的幸福。 领导干部读书，可以帮
助他们拥有宁静的心态 、 从容的心
情、理智的头脑、开放的胸怀，拥有这
些无限的精神财富，也就拥有了更为
丰富和幸福的人生。

把学习任务变成生活方式
袁振国在华东师大教育学部首届

毕业生典礼上致辞 自从互联网时代
到来以后， 人类的知识和信息以几何
级数增长， 一个人在学校期间学习的
东西再多， 也无法应对走上社会以后
的变化需要。一朝学习、终身受用的历
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人从学校
毕业后，如果不能保持学习的意识、学
习的热情和学习的习惯， 那他一定很
快会遭到淘汰。 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
想要取得成就，都必须不停顿地学习，
不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任务、 当作一种
负担，而是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当
作一种享受， 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
式， 从学习中不断获取前进的养料和
人生的动力。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