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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校长说校长说

□本报记者 黄莉萍

大学教师谈基础教育，似乎离不开“炮轰”。

当然也有“炮轰自己”的反思。

日前，浙江大学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联

合部分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召开了“人的本质与教

育”研讨会。“炮轰”现场，台下时不时响起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和家长们会意的笑声。可以说，现场有欢

乐更有“意识流”。

现在的教育违背了哪些“常识”

图片中，岸上有一群猴子，快要靠岸的船上也有

猴子。岸上的猴子上方，印着“6只”两字；船上猴子

的上方，没有印数字。问题是，“共有几只猴子”。

“现在，小学教师都有让学生从生活当中获得知

识和经验的意识，因此，这样的一道数学题，教师会

让学生先读图。就会有不少学生数‘岸上有4只猴

子，船上有2只猴子’。‘不对，不对。’老师说，‘岸上有

6只猴子，你看，上面有数字写着呢。’”福建师范大学

副教授郑敏希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她分享了

自己孩子及其同学的困惑：“妈妈，我为什么做错

了？”“妈妈，我为什么看不懂？”

“连加连减题，教材上只有两幅图，人为地制造

了儿童读图的障碍。如这道题，编写者的意图是池

塘里原来有4只天鹅，飞走了2只，又飞来了3只，可

图片给儿童的信息却可以理解为池塘里有2只天鹅，

飞走了2只，又飞来了3只。就像既然标注了岸上是

6只猴子，那么芦苇荡里应该藏着2只猴子一样，教

材编写者在用成人能自我纠错和推理的能力才能读

懂的图片，让只有直觉思维的儿童去读。这样很不

好，很坏。”从小学一年级数学教材中，郑敏希就挑出

了不少违背儿童认知规律的地方。

“去问问孩子的想法，才能编出好教材。不仅如

此，我们还得去研究孩子是怎么学的，教师再决定要

怎么教。”郑敏希认为，如今的教育，总在隔断过去

（课本知识）和现在（学生生活的世界）之间的重要联

系，因而孩子的每一天，都在拿教师教授的知识和自

己当前的经验较劲。

为什么现在精神病患者和精神不适者增加了，

为什么现在学生患心理疾病的多了？上海同济大学

哲学系教授孙周兴给出的答案是“主要在于世界变

了而你还没变”。

“当今文明进入到一个我称之为‘技术人类文明’

的新阶段。”孙周兴认为，面对“技术人类生活世界”，

旧经验和旧尺度已经不再适用了，如果学校还坚持

教授形式化的知识和内

容，教育就会变得不合时

宜。“不能被人工智能代替

的，是未来教学的重点。

因而，无论是基础教育还

是大学教育，都需要进行

彻底的改变。”在孙周兴眼

中，人类从“自然人类”到

“技术人类”转变，教育人

需要思考，未来如何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理解、感受、

想象和创造的能力。

“当我们的学生身体

发育不全，心灵脆弱，甚

至失去了笑的能力，这样

的教育无疑是失败的。”

孙周兴呼吁，除了学校教

育需要进行“整体改造”

外，家长们同样需要改造，“妈妈们的焦虑、虚荣，让

孩子的学习目的被彻底异化，不是为追求真理，也

不是为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和更美好，而是完全为了

眼前的功利”。

规训的教育中如何保护和倾听儿童

“对于辣的食物，我们的语言中只有一种表达：

‘辣’，最多加上‘微’‘很’等表达程度的副词。但在

人原始的感觉中，辣的食物带给味蕾的感觉是很丰

富的。”浙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系教授王俊分享

了人智学理念创始人、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施泰纳

的观点，语言和传统在不断限制原初的感受力，这是

一个教育的规训的过程，也让人的感受能力变得越

来越低。

“教师在内的成人应保持和呵护儿童对世界的

原初的、丰富的感受能力。”王俊认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块石头、一段木头、一颗海螺是一样的，成人

应让儿童自己去体会和观察自己与世界的关联，“教

育应让儿童及其自然本性和感受力成为中心，强调

培养儿童的主动性，让儿童通过主动的活动和努力

来获得知识，而不是屈服于外部权威”。

然而，如何让儿童接受真实世界的残酷？“神

话、儿童故事的‘缓冲’作用尤为重要。”王俊介绍，

教育是理想化的活动，而绘画、神话等文学艺术很

好地建立起儿童视角中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

系，能让儿童的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得到更好地

发展。

“过去，陈旧的儿童观认为儿童是缺乏经验、想

象甚至思考的，不应该被倾听，只要听大人的话就可

以。但在目前已有研究的所有领域，无论是社会学、

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还是哲学领域，都倾向于认为

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是有力量的。因而，我们

不仅要倾听儿童的声音，更要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

让儿童能发挥自己的力量。”近年来，杭州师范大学

儿童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振宇在带领小学、幼儿园

开展儿童哲学教育的过程中发现，教师们总会惊喜

于儿童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有相当深度的想法。

“认真倾听儿童的意见，不仅有助于发展儿童的沟

通、论辩、协商等能力，更能帮助他们在生活的其他

领域中也学会解决问题。”高振宇说，当成人乐于倾

听儿童的观点与看法时，非常有利于儿童对自我身

份的认同与建构。

只是，儿童有可能用包括绘画、雕刻、戏剧表演

等多种形式的“一百种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

解。成年人该怎么去读懂他们？“我们需要去看儿童

的情绪、情感、兴趣、思维、动机、社会交往及其他各

个层面，结合这些背后的历史文化、国家、民族、阶

级、阶层、家庭等各种因素，从多个不同的维度去理

解、倾听孩子。”高振宇认为，教育人应多做些儿童

研究，去思考儿童到底发出了什么声音，哪些声音

没有发出来。

教师的老师出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人生遇到好老师，是一

种幸运’。这话让我很惭愧。作为教育学教授，我认

为目前很多师范专业培养的毕业生还不够专业，如

果专业的话，每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都应该是好

老师。‘遇到好老师’应该是常态而不是幸运。”说这

些的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朱晓宏。她认

为，师范毕业生不够专业，只能说明“中小学教师的

老师出了问题”。

和很多大学教师不同的是，每次课后，朱晓宏都

要求学生当天必须完成她交给的作业。“知识点的提

法不对，知识没有点，知识应该是意识在流动的。”朱

晓宏的课，是促进学生意识活动的课堂，因而不管多

晚，她都要批阅当天的学生作业，“我要知道学生的

意识流是怎么走的”。

朱晓宏让学生去读书，必须是去概念地读，是激

活自己大脑的阅读。“识文断字，断，就是判断力。”朱

晓宏介绍，如今北京高考中的语文试卷，直接能在书

本上找到答案的只有8分，“教师能做什么？教师应

该教给学生的不是死的经验（知识），而是思考的经

验，思是动态的”。

“教科书是间接经验。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出了

问题，在课堂上并没有把间接经验还原为直接经验，

没有把经验变活。”朱晓宏认为经验活的状态就是意

识，但中小学教师看书很多没有在活的状态，“很多

教师的教案是技术流，但好的教案应该是意识流，好

的课堂是学生意识活动”。

“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所有的常识都是我们的山

洞。而真正读懂儿童，需要我们走出山洞。推荐大

家去读一读杜威，只要你了解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你

就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和他是没有距离的。”实际上，

当天的研讨会上，向台下的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家长

们推荐杜威的不仅有朱晓宏，几乎每一个发言的专

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杜威及他的教育思想。郑敏希

甚至直接喊话：“我太喜欢杜威了！”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浙大哲学系教授

陈亚军是国内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专家，同时还

是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教育不

能只是冷冰冰的知识，要有生命，应将人的内在的

丰富性和潜力发展起来；教育最重要的是不要让

学生平庸，“让学生拥有思维的独特性，甚至比真

理更重要”……

“世界是我们介入的结果，而不是禁锢思想的囚

笼。”陈亚军说。

从人的本质看，儿童教育该是什么样
这群大学教师有话说

□董建华 张会玲

曾经一起搭班的一位教师，工作

非常负责，几乎整天扑在工作上：不是

在兢兢业业上课，就是在认真备课、批

阅作业；课外时间也舍不得休息，不是

在办公室辅导学生，就是在教室里辅

导学生。按照这样的工作态度，从理

论上讲，学生的成绩一定非常优秀，但

与想象中截然相反，这位教师的教学

业绩可以说是很差，每次考试的班级

均分与其他班级相比要差10多分。

很多人感到纳闷，他的课讲得不

错，上课准备得也非常充分，辅导学生

更是有板有眼，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一次下课后，几名学生涌到办

公室，对我说：“老师，您中午到教室去

给我们上课吧！”

我惊奇地问道：“中午你们要休息，

我也要休息，怎么能给你们上课呢？”

这群学生义愤填膺地说：“您不

去，某某老师天天去，不仅让我们中午

无法做其他学科的作业，而且还休息

不好！”

“有老师愿意牺牲课外时间辅导

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呀！”我劝道。

“他是在辅导我们学习，更是在批

评我们，不是骂我们笨，就是嫌弃我们

基础差，有时边上课边指责我们。在

他的课上，我们都抬不起头来，好讨厌

他……”这群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地诉

说着对这位教师的厌恶。

原来如此。

要知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师生

关系不融洽，无论教师工作怎么认真负

责，最终的结局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也曾遇到过一位教师，除了上课

外，课外不辅导学生，作业量也不多，

教学业绩却非常出色。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融洽师生

关系，不断激励学生自主成长。他请

人雕刻了很多不同内容的印章。每次

批阅完作业，他都要在学生作业本上

盖上一个颜色鲜艳的印章，字样有“继

续努力”“优秀学生”“十佳作业”等。

他的口袋里还经常装着口香糖、巧克

力等小东西。课堂提问时，学生回答

正确，奖励一颗巧克力；学生回答错

误，就奖励半颗巧克力，还笑眯眯地对

学生说：“那半颗给你留着，下次回答

正确，再奖励给你！”课堂内，学生能及

时准确将作业做完，就奖励一颗口香

糖……他的这些激励小举措，导致学

生不仅在他的课堂上思维活跃，而且

自主学习时更是异常用功。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幼儿园小朋

友，都能很清楚地知道，哪位教师是温

暖、智慧又有爱心的。他们会天然地

亲近这样的教师，更容易喜欢上其所

教的学科。因此，教师除了需要工作

认真、负责外，还必须具备处理师生关

系的能力，并取得学生的信任和爱

戴。善于处理师生关系的教师，教学

质量都不可能太差；但师生关系紧张

的教师，教学功底无论怎么深厚，最终

的教学效果可能都不会太好。

我曾经教过一名学生小王，不仅

成绩差，还非常顽皮，教师们都讨厌

他。一个夜晚，他突然大口大口吐

血。接到学生报告，我赶到寝室，迅速

将他送到医院，彻夜守候在他身边，直

到第二天早晨他父母赶来，我才回校

上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小王出

院。此后，他不再违纪了，学习非常用

功，成绩上升很快，前后判若两人。一

次期中考试过后，他被评为优秀学生，

我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问他学习

为何如此努力。

他说：“我的命是老师救的，不好

好学习，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自己！”

学生在校生病，送学生到医院救

治，本来就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谈何

成为救命恩人？后来，他父亲到学校，

和我交谈这件事，才知道原委：小王在

住院期间，也是一个夜晚，有一名和他

患有相同疾病的病人送到医院后不久

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了。医生对小王和

他父母说：“你们真要感谢你们的老

师，是他及时把孩子送到医院，才保住

了性命。这种病一旦被延误治疗，死

亡的概率非常大！”

即便是到了高中，学生们的可塑

性依然很强。我们教师在重视学生智

力因素培养的同时，非智力因素同样

不能忽略。当学生信任老师、感恩老

师，师生关系融洽时，教师就有机会创

造性地去点燃学生学习的激情。这时

候，你会发现，学生所创造出来的成

绩，往往超乎教师的想象。

□刘娟娟

这是每月一次教师会议中的一个环节——

“月考核故事”分享。

11月的月考核故事分享以“朗读者”的形

式进行。推荐人真诚地说道：“只是一个很平

常的早晨，陈继瑛老师一早就在实验室里为

下午的科学课准备实验器材；一个有太阳的

日子，韩佳老师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带着孩子

们做光的折射和反射实验。每一节科学课都

像上公开课一样认真对待，引领孩子们发现

自己身边事物的一些小秘密，探究科学道

理。为陈继瑛老师和韩佳老师送上‘笑脸’，

谢谢你们！”看似极其平常的学校工作，通过

“放大镜”把有价值的地方放大，在这样一个

正式的场合进行特别地展示，做事的人也被

推到荧幕前，教师为他们集体鼓掌。那一刻，

这一张张“笑脸”被故事的主人公一一签收。

这里提到的月考核，是学校每个月的动

态考核过程；会议中提到的“笑脸”，是月考核

的特色标签。我校月考核内容具体分成师德

师风、劳动纪律、教学常规、专业发展、后勤服

务、其他工作六大块，通过教师自荐、办公室

组荐、科室推荐三种方式，表彰在工作中出现

的具有典型意义、示范作用、推广价值、突出成效、认同度

高等的事例，在月考核平台中以“笑脸”的方式呈现。

一般提到考核，人们脑海中首先关联的是绩效考核，

和钱有关。但是我校的月考核是“轻物质，重引领”的一种

别样考核方式，凸显对教师精神层面的激励和过程考核，

与传统的绩效考核有明显区别。

在学校考核管理中，学年考核是衡量教师工作绩效的

重要依据，但是这项评价更多的是肯定15%的考核优秀

率，这少数部分的肯定不足以记录和反映学校过程的各个

方面。学校的学年考核不同于企业,尤其是小学阶段，教

师的很多工作不能量化计算。如何实现教学过程中的

“绩”与“质”的平衡，需要在刚性制度下的柔性实施。在基

础教育阶段，我校一直倡导改变学生从“分”到“人”的评

价；对于教师团队建设，同样需要改变学校对教师从“分”

到“人”的评价。

对于无法量化的工作，用什么方式去记录和发现，是

学校管理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梁漱溟先生说过，学校文化

就是一所学校里师生过日子的方式。简而言之，学校文化

即“我们在这儿的做事方式”，这些散落在日常教学中最有

温度和色彩的部分，恰恰是学校文化最核心的体现。在制

度不能到达的地方，我们关注的目光可以到达，去发现值

得肯定的事。通过正面宣传和积极鼓励的方式，激发教师

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获得，体会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去

发现他人的优秀品格，无形之中契合了我校教师发展目标

中的“各美其美，成人之美”。

月考核的素材根植教师和教育一线，从管理层到年级

组长再到普通教师，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会更多一个视角，

去主动观察和发现价值点，捕捉美好画面，发现更多背后

的故事，记录到月考核中来。

在月考核的叙述过程中，我们有太多值得回味的故

事，如做事认真到极致的方老师，美术课堂有创意的俞老

师，网红班主任婉老师等。她们的故事都很小，但是因为

有了月考核的“笑脸”推荐，每一个有情怀的行为都在被看

见，每一个有创意的做法都在被发现。这样的记录和传

播，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正向的磁场。在这样的模式中，

我们发现了月考核潜在的激励作用。

教师队伍和班级建设是同样道理，没有哪个教师团队

生而优秀，每位教师的原有基础不同、个性有差异，不能简

单地以“优秀与否”来判定教师的专业能力。在教学工作

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件事可以

有不小的弹性空间。为让这个弹力更足、冲劲更大，需要

给予刺激。

月考核中“笑脸”有了记录，如何推送才能让它有效而

有意义？每月一次的教师会议是一个最佳平台。月考核

故事的讲述由各科室长和年级组长共同策划，他们会提取

出每个月的核心关键词，讲述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当一个

个温暖的故事缓缓讲述的时候，我们发现教师对于会议有

了更多的参与感，因为它不再只是先进的表彰，更多的是

对做法的肯定。几年来，我校的月考核材料形成了一本本

生动而丰富的“连载小说”，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月考核的

过程中，教师们的工作状态在悄悄地改变。

在今年的开学会议上，校长给教师们的寄语是关于幸

福的。校长说，幸福很多时候由工作和生活两部分组成

的，如果你家庭生活很幸福，工作上有烦恼，那么你的幸福

就会打折；如果你生活上有不如意，那么工作就是你最好

的依托，学校就是你可以避风的港湾，而一起工作的同事

就是你最温暖的陪伴。

我们都坚信，只有教师幸福了，才能把这种幸福感传

递给学生，教育才会有温暖的力量。月考核中的每一张真

诚的“笑脸”，就是在幸福行动中一份美好的信笺。

（作者系诸暨市庆同小学副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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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荆楚心系荆楚，，名师驰援名师驰援””特级教师疫情期间微课送特级教师疫情期间微课送

教湖北教湖北，，与丽水市莲都区老竹民族学校与丽水市莲都区老竹民族学校、、义乌市义亭义乌市义亭

镇初级中学镇初级中学、、义乌市新联学校等结对并进行帮扶义乌市新联学校等结对并进行帮扶，，一一

年来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实验学校积极开展年来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实验学校积极开展““党党

建建++单元教育单元教育””公益活动公益活动，，开展了开展了8080余次送教活动余次送教活动。。

图为该校校长图为该校校长、、特级教师陈建新在老竹民族学校进行特级教师陈建新在老竹民族学校进行

同课异构点评与观点分享同课异构点评与观点分享。。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朱珊珊朱珊珊 摄摄））

师生关系不好，严抓也没用

图为倡导看见、听见每一个孩子的儿童哲学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