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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亚林：让师生在爱中滋养生命
□杨晓雄 吉 木

欧阳亚林，教育战线的一名老兵，从教
30 多年。 与一般教师相比，欧阳亚林的从
教生涯有点不同。

1984 年，欧阳亚林从湖南第一师范学
校毕业后分配到邵阳老家， 因工作出色，3
年后被选拔为区团委书记。后来，因为爱人
在长沙，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她选择回到
教育系统做一名普通教师。尽管资历颇老，
但她从不敢懈怠， 时常回到教育的原点去
思考问题、创新思路。

2013 年，欧阳亚林到湘府英才小学任
校长。 每天清晨，走在校园的小路上，她常
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我在当下的所作所
为， 会在学校的历史上留下什么？ 作为校
长，我怎样才能让教师感受职业的幸福？怎
样做才是为学生一生的幸福奠基？

爱着，帮助教师成就最好的自我

作为学校管理者，欧阳亚林希望，不仅
能看见每一个教师的面容， 还能看见每一
个教师的内心，唤醒每一个教师的潜能，引
领团队朝更好的方向前行。

欧阳亚林先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教
师的专业成长。 经典阅读，一日一丰富；业
务学习，一周一坚持；青年教师培训，一期
一台阶；教学比武，一年一盛典。 通过学习
共同体、研训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教师之间
交流与对话的机制，以“规范”形成共识，以
“研讨”发展个性，引领教师以“生长”的姿
态前行。渐渐地，欧阳亚林看到了教师素养
的提升，看到了个性化教学之花在绽放。

然而， 一个适宜的校园生态仅有教师
专业成长是不够的， 还应该让教师沐浴在
爱的河流里。

在一次与学校党委书记黄迎浪的闲谈
中，欧阳亚林听到了《国王与天使》的故事：
一群共同学习的青年人将每个人的名字写
在纸条上，大家依次随意抽取纸条，每个人
抽到的名字就是自己的国王。游戏中，每个
人既是一个人的天使， 又是另一个人的国
王， 无一例外。 国王不知道自己的天使是
谁，天使要默默地关心、关注着他的国王，
用心守护他， 直到游戏结束或永远……爱
在国王和天使间传递发酵，历久弥新。

欧阳亚林决定借用这个游戏， 凝聚人
心、打造真正的幸福团队。 说干就干，在全
校教师的集思广益下，“天使在英才” 活动
于憧憬中开始了。

清晨，推开办公室的门，办公桌上早已
放了一束鲜花。 “国王，美好的一天从花香
开始……爱你的天使”。

上完一堂课，回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悄
悄泡好了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 杯底压着
一张纸条：“国王，工作再忙碌，也要注意休
息哦。 ”

在湘府英才小学的校园里 ， 教师们

每天都会被这样浓浓的幸福感包围着 、
感动着。

心中有爱的时候， 每一种关注都会成
为一种温暖的体贴。学校的心愿墙边，每一
个“天使”都默默关注着自己的“国王”，他
们不经意间的小小心愿， 都会成为天使们
努力的方向。

尽管是游戏，但是大家都很投入，那种
朴素、真诚、不图回报的付出，唤醒了每个
人内心的美好，并经由一个个温暖的行动，
传递到他人的心上。每个人，都从身边人的
眼睛里读到了善良，读到了关爱，读到了温
暖。尽管每天的工作繁忙而辛苦，教师们却
在不期而至的种种惊喜中， 收获着一份又
一份好心情。

这正是欧阳亚林想要的氛围：“人只有
爱着，才会有生长力。 ”

学校给予教师的爱， 在每一个温暖的
行动里：常常组织与周边单位的联谊活动，
扩大教师们的社交圈子； 为每个教师的生
日送上鲜花与祝福， 在每个月最后一天为
当月生日的教师举办集体生日会； 为住校
的年轻教师准备一日三餐， 添置教师健身
房；适时安排法律、保健、心理健康等各类
讲座……

每年市、区级教育局都会有评先进评
优秀的活动，但名额太少，教师们很难获得
殊荣。学校就自设了 10 个奖项，“总有一个
适合你”，教师的努力与付出，总能得到学
校的肯定。向前走着走着，教师每天都在成
就最好的自己。

好玩，营造成长的自由空间

今年 6 月 19 日，对于湘府英才小学即
将毕业的六年级学生来说， 是个特殊的日
子， 学校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
业晚会。

那晚，皓月当空。苍穹下，校园里，欢声
笑语间， 撑开了几十顶帐篷。 皎白的月光
下，孩子们和他们的老师席地而坐，载歌载
舞。 一曲终了，孩子们并未散去，即将分别
的他们，还要在一起数星星、看月亮、谈未
来……累了，就在帐篷里露营。

“多好玩儿啊，多浪漫啊，为我们的小
学生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几十年之后再
回忆的时候，也会让人感受到美好。”六（1）
班学生曹瑞轩一脸幸福地说。

“孩子们的童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而六年小学生活的结束， 是他们人生的一
个里程碑， 我们就想让他们的毕业晚会多
点创意，多些美好。 ”欧阳亚林如是说。

如此好玩的事情，绝不是心血来潮，偶
尔为之。

学生满怡欣手舞足蹈地讲了在湘府英
才小学学习的 3 年， 令她感到最难忘的事
情：“以前的考试总是做试卷，真的没想到，

今年的期中考试居然是闯关游戏， 而且我
们的家长就是考官，太有意思了！ ”

哦？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测

评活动改为游戏闯关的形式， 一至二年级
设置 8 关，三至六年级设置 10 关，涉及各
个学科，考核内容以动手实践为主。每闯一
关，凭获得的星星数量，就能在‘点赞卡’上
印上相应的奖章，1 颗星可印‘继续努力’，
2 颗星可印‘好样的’，3 颗星可印‘达人’，
凡是集齐关卡数奖章的学生即为闯关成
功。高年级闯关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成为
考官， 有兴趣参与的家长， 也可以成为考
官。 ”欧阳亚林介绍说，一次改革就是一场
艰辛的探索！但看到孩子们开心的笑脸，教
师们觉得很值得。

为了让孩子觉得好玩儿， 学校还开设
了 67 门童趣课程。 课程由教师自由申报，

但每一门课程都将接受学生与家长的挑
选。 因此，每一个教师的课程命名、课程介
绍、课程计划，都必须高质量完成。

目前，学校的童趣课程有以围棋、剪纸
等为主的益智类课程；以晨诵、午讲等为主
的养心类课程；以舞蹈、器乐等为主的怡情
类课程；以啦啦操、跆拳道等为主的健身类
课程……

之所以将特色课程定位于 “童趣”，欧
阳亚林基于三点考虑：其一，这是为儿童开
设的课程，爱玩儿是孩子的天性，课程有趣
才有吸引力；其二，“童趣”谐音“同趣”，课
程的开设旨在让师生都能在课程中获得内
心的愉悦、自我的发展，实现师生“同趣”；
其三，“童趣”还谐音“同去”，每周三下午，
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孩子， 背着书包结伴
而行， 兴致勃勃地一同参与他们喜欢的课
程，真可谓“同去”。

有一次，天心区小学篮球比赛在湘府英
才小学举行。 经过十场角逐，成立不到一年
的湘府英才小学篮球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
军。 但在欧阳亚林看来，是否获得冠军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通过这样的童趣课程
爱上了学习，爱上了体育，爱上了学校生活。

在任校长期间， 欧阳亚林总会精心组
织学生春秋游。每次活动，身边人都会为欧
阳亚林捏把汗。

“说句心里话，我也怕，整颗心都是悬
着的。 但 3 月份还没到，孩子们就问我‘欧
阳校长，这个学期我们去哪里春游啊？ ’过
段时间又问‘欧阳校长，我们怎么还不去春
游？ ’孩子们如此渴望，我们怎么能忍心不
成全？ 只能是尽量控制风险。 ”

欧阳亚林觉得，“小学教育最关键的是
要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儿，只有这样，他们才
能乐在其中，才会蓬勃向上、自由生长”。

尊重，博采众长各美其美

湘府英才小学是一所 2011 年才开始
招生的新校， 现有 36 个班 ，2000 多名学
生，108 名教师。 在欧阳亚林刚任校长时，
面临的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
面。 新建的湘府英才小学，教育局配备了 8
名行政人员，而这 8 人都来自不同的学校，
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有 3 个班的学生，来
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学校。

这样的局面， 欧阳亚林并不是第一次
遇到，当初担任幼幼小学校长时，情况也大
抵如此。

“如何把他们的思想、理念统一起来，
同时又能尊重他们的个性差异？ ”

“作为校长，要有容人之胸襟，融人之
艺术，充分调动每一位教师的积极性。 ”这
是欧阳亚林的管理秘诀。

“欧阳校长能容人， 不论什么个性的教
师，都能在她那里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个
人所长；欧阳校长善融人，所有加入她的学
校或行政团队的人，都被她所感动，迅速融
入她带领的集体。”天心区教育局副局长何
阳莉如是评价欧阳亚林，“在办学方面，她
有品牌意识， 在她任职的每一所学校都办
得很有特色。 ”

正是这种尊重，这种爱心，成就了欧阳
亚林的校长生涯。

在许多场合， 欧阳亚林都会发自肺腑
地对师生说：“教育到底如何培养人？ 需要
爱心，需要智慧，需要环境，需要时间。 ”她
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欧阳亚林身上，我看到了校长应该
具备的素养：管理学校要细致，要有远见，
要注重品质；对待中层要大气，要放手，要
信任；对待教师要坦诚，要有原则，要关心；
对待学生要热情，要严格，要有爱心。”黄迎
浪说。

最近，有一家大数据企业发布了 《全
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调查 》， 结果显示 ，
我国中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已相当
突出。有人将其喻为“民族之痛”。教师布
置过多的作业 ， 或者在学校减负的同时
家长又在增负 ， 许多孩子就如陀螺般生
活在这个怪圈中。 北京、上海 、广东这些
竞争过于激烈的省份 ， 许多小学生生活
在作业堆里，实在令人痛心。 之所以出现
如此遗憾的事 ， 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观念
存在一些偏差：

在人与才的关系上， 我们往往把才看
得过重。追求成才本无可非议，但过分地追
求成大才，特别是纠结于考试分数、比赛名
次等细节，让孩子参加越来越多的培训班，
往往事与愿违。昨天刚种下果树苗，今天就
盯着结出果实，不是孩子不争气，而是教育
者心太急。

在知识与能力的关系上， 我们过于看
重知识的巩固。实际上，学知识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记住知识， 而是通过知识学习培养
能力。如果只盯着知识的学习，不仅难以发
展学习能力，也不一定能巩固知识。

有些教育人把全面发展误解为全面拔
尖，忽视了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小学、初中、
普通高中都是基础教育。孩子的基础，正如
建造房子的地基，如果地基不稳固，一定会
影响到房子的质量。 但如果把地基作为艺
术品精雕细刻， 再好的地基也会被压在泥
土下。追求全面拔尖，相当于在地基上精雕
细刻， 实在没必要让孩子付出那么多时间
甚至身体的代价。

强调共性，我们容易忽视个性。统一的
教材、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作业，肯定
会让有些孩子不适应。长期的不适应，必定
会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学生都厌学了，教
师还往学生身上压作业， 问题的严峻性就
可想而知了。

叶圣陶曾说过， 教育就是培养良好习
惯。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花心血；坏习惯的
转变，更需要耐心。 教育的本真之一，要以
习惯为重。从核心素养出发，除了知识与能
力外，健康、性格、习惯、情商、知识、能力、
规则、志向、价值观、幸福感等素养，都是孩
子幸福人生的根基。 分数最多代表知识与
能力，而性格、习惯、情商等，哪一样比知识

和能力次要？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必定影响
其他核心素养的提升。

即使分数极其重要， 也并不意味着要
苦学。 苦学，也不等于会有好成绩。 许多孩
子学习成绩不佳，并不是作业太少，而是非
智力因素问题。 例如，怕苦的情绪、厌恶的
情感、缺乏面对困难的意志、行为习惯的偏
差等。 所以，对成绩不佳的孩子，仅靠补课
是没有用的， 只有从非智力因素方面找到
原因，才可对症下药。

尤其是小学阶段 ， 根本没有必要苦
学。 正常智力的孩子读小学，100 分的试
卷考个 90 分相对容易 ； 而从 90 分考到
95 分， 要花一些精力； 从 95 分考到 100
分，需要花太多的精力。我一直认为，如果
能轻松获得 90 多分， 说明孩子具备学习
能力，不如省下时间自由学习。 以我的经
验，对于孩子的成长，要看淡分数，看重能
力。 孩子除课堂学习之外，还应引导他们
尝试自学。 比如，在完成课堂布置的作业
外，孩子们可以将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自
由阅读、社会实践、小课题研究，等等。 从
长期看，孩子们都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

习能力和自主能力。
我先后在三所学校任校长，全部推行

自主作业。我所理解的自主作业有 4 种形
式，作业签免，晚上到一定时间作业还没
完成，经家长签字可以免做；半自主，教师
布置的作业，有的做，有的可以选择不做；
全自主，教师布置的作业全部不做 ；加自
主，教师布置的作业都做 ，自己增加一些
作业。 选择自主作业的学生，要设计自主
学习方案。

实施自主作业后， 最高兴的自然是孩
子。作业可以自己做主，不仅减轻学业负担
与心理负担，更主要的是增加了自信心：原
来不用教师盯着，也可以自学。从前两所学
校的实践看，少做统一的作业，基本上没有
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明显的好处是，孩
子们学习变得快乐了。我想，从核心素养出
发，如果孩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即使学习分
数下降一点儿，何尝不是好事？ 实际上，让
孩子选择作业，自己设计自学方案，特别能
培养能力，当能力上来后，分数也不会差到
哪里去。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欧阳亚林，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英才小学校长，中学高
级教师，湖南省中小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教育必须确保受教育的个体生命获得充分的成长，应该给人幸福，让人成为他自己。 有
这样一位校长，想给师生如此氛围：“人只有爱着，才会有生长力。 ”

名家专栏

□陈钱林

小学、初中、普通高中都是基础教育，如果孩子们能够快乐学习，即使学习分数下降一点儿，未尝不是好事？

考分高，未必代表很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