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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密度、

强度、长度、深度、广度、高度等，很少

谈跨度。但实际上，跨界、综合、融会、

泛在已经是教育的一种趋势，一个新

的教育时代已经来到。

所谓教育跨度，是两个及以上教

育支点间的距离。教育不再只是一个

支点的冲顶，而是一种辐域的聚合力，

是教育关联性、兼容性、开放性编织成

的一张学习网，是基于差异的教育，是

运用事物存在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

引导学生在一定的境脉中找到联结点

并实践式习得，从而获取更高层次的

教育教学质量。它与纷纷涌现的交叉

学科相适应，与相互贯通的网络关系

相适应，在横向结构上打破了原有门

户之见，拉开了教育的新时空，伸展

了教育的新生态。有没有教育跨度，

如何转化，都是我们新时代教师必须

面对的。

教育跨度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形态：

跨层。是基于人的差异性进行的

分层教学，突出因材施教。清朝末年

中国开始采用复式教学，“教学”与

“自学”在一个时间段内轮换，可以说

是跨层教学的一种较原初状态。现在

实施的走班教学，按照学生的能力水

平或兴趣爱好进行，也属于一种跨

层。走到日常班级里，从学生的学情

出发设计教育教学活动，让不同层次

的学生学有所得——优等生“吃得

好”、中等生“吃得饱”、后进生“吃得

了”，更是最接近常态的跨层。基于人

的差异关照，教育的支点就不是一个

班级——大家都一个样，而是以个体

为支点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教师在个

体之间寻找相似点、联结点，分层互动

交流，促进每个个体发展，这就是教育

跨度之一。这个跨度越大，每个个体

的学习活性就越大，学习的满足感就

越充分。

跨课。顾名思义，跨课就是跨越

课文，寻找篇章之间的联系，整合单元

资源。当前教师积极上手的“单元整

合教学”和“群文阅读”就是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形态。“单元整合教学”侧重

于课内篇章间的跨越，“群文阅读”侧

重于课内外的跨越，在单元的各个篇

章或相关主题内寻找彼此的联系，抓

住一两个切入口展开教学活动。有了

这一教育跨度，教学不再只是一篇篇

一节节“教课文”，它用整合的方式让

课文变成了“例子”，教师“借题”在学

科核心能力上“发挥”，少了内容与情

节的烦琐分析，少了空洞的说教，多出

时间让学生接触更多的有效信息，开

展实实在在的教学活动。

跨科。打破学科间的壁垒，让不

同学科教师走进同一课堂，围绕一个

核心取向合作教学，这是学科间的教

育跨度，简称跨科。有的侧重于“教”

的整合，从教育教学的供给侧考虑做

跨科：如深谙各学科教学的百科全书

式的全科教师，把所有课程融合在一

起教；还有“主题式学科整合课”，大家

围绕一个主题各学科同台教学。有的

侧重于“学”的整合，如获得 2014 年首

届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的温

州市的“整理课”……不论是侧重于教

还是侧重于学，学科贯通、教师联手都

钟意于“生”的发展。

跨境。指 跨 越 时 空 ，可 以 是 实

境，如地域转换，走出学校、走进社区

和公共场馆、走进大自然等，甚至走

出所在地区，带着一项项任务边玩边

学习。如研学旅行，是教育管理部门

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

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

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

动 。 也 可 以 是 虚 拟 跨 越 ，如“ 互 联

网+”，让教育开始有了“筋斗云”，可

以横八千里、纵五千年，虚拟有如真

境，学习可以穿越。

跨界。上述四个跨度，严格来说

就是主体差异与近亲结合，关联性非

常强。与之相比，跨界是一种“风马牛

不相及”的相及，是远亲杂交。跨界的

本质是整合、融合。通过自身资源的

某一特性与其他表面上不相干的资源

进行随机的搭配应用，这种跨界可放

大相互资源的价值，甚至可以融合一

个完整的独立个体面世。如空气+煤

炭=尼龙纤维，在无关中找到相关，在

不可能中找到可能。这种跨界可以产

生新的物质形态，是对“创”的极致追

求。如 STEM 课程，就是一种跨界突

围的标志性的举动。我们还可以与不

同领域的对象交往，跨出教育界，携手

文艺界、政法界、金融界、企业界、科学

界、医学界、传媒界等，为“创客”孕育

多项可能。

教 育 跨 度 的 关 键 在 于“ 跨 ”和

“度”。积极主动地去“跨”，科学客观

地把好“度”，以做好“跨度”的拉伸。

亲焐跨的热度。教育教学是在教

师的思想观念统领下的组织行为，自

己主观意识如果不积极主动，自觉上

手，乐于尝试，新的形态就很难进入，

更谈不上长期有意而为。教师要自觉

开放自我，主动融入这个开放的时代，

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悦纳事物。广泛

涉猎各类资讯，探究体验活动，拓展自

己的爱好，积极寻找各层次“跨”的可

能性。对人，要差异关照；对课，要建

立“裙带关系”。除了自己学科整合教

学，也要积极配合学校做“跨学”研究，

主动承担课题开课等任务。还要乐于

与人合作，经常开展合作研讨。眼界

决定视界，视界决定境界。

知晓跨的维度。“跨”，首先要有包

容，然后才愿意去突围。我们不能只

有学科整合的概念，做好“跨”必须知

晓跨的三个维度——主体、近亲、远

缘。跨，首先要关注学习的主体——

人，每个学习主体都是个体存在的，具

有个体差异性。其次要攀亲，寻找学

习内容的教育核心，从新旧经验关联、

相关主题关联考虑“跨连”，只要有利

于研习与巩固，就不必课课跨文、跨

科、跨境，有时文本前后就有丰富之关

联，挖透了，用足了，也是极好。最后

要结缘，走出目之所及、体能所感之

域，向貌似远不可及之处寻找机缘。

胶着跨的黏度。跨度的核心是关

联，我们要寻找学生旧知与新知的关

联，寻找儿童经验的前后关联，寻找

教学内容本身的多维度关联，通过关

联让教学内容从单薄走向丰富、生

动、系统。比如上蝴蝶整合课，科学

老师观察蝴蝶，美术老师画蝴蝶，体

育老师体感蝴蝶，思品老师关爱蝴蝶

生命，核心都是蝴蝶。其实，更重要

的教学重心是相互关联。黏，是跨的

意义存在。

拿捏跨的程度。从思维的角度来

说，跨度越大越好。大，你就拥有更多

的教育粒子，可能你看不到，但实际起

作用。但从教育教学的角度，跨度并

不是越大越好，因为我们的教育面对

的是独立的个体，学习水平存在差异；

我们的教材有一定的体系，有清晰的

阶段性目标；我们的教师有自己的认

知特点、表现习惯、个性特征，关联有

一定的倾向性。还有我们的教育环

境，学校所处的地域资源、家长资源，

有它的优势与不足。这是实施跨越联

接整合的基础，所以我们得拿捏准跨

的程度，不能到处天马行空，要尊重个

体的水平，适当相跨，匹配实施。

教育是一项不断擦亮火花的工

作，更能实现生命的无限可能，教育，

必须活。因此，我们要打开自己的教

育跨度，触类旁通，拓展视野，真正实

现每个生命个体的无限可能。

（作者系浙江温州大学城附属学

校副校长）

跨界、综合、融会、泛在是教育的一种趋势，实际上已经来到。平面施工，单一据点，缺少融合与关联，是很难适应新时代教育的。我们只有形

成善于寻找对自己教育有启发的媒介物的思维，突破单立，积极联结，才能做到与时俱进。而这，离不开教师的“跨度”意识。

教师要打开“教育跨度”
□ 潘照团

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第二完全

小学始建于 1984年，是一所普通的

农村小学。学校校训是“阳春布德

泽 仁爱润心田”。

校训的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

事。由于学校办学条件相对落后，

教学用房紧张，硬件设施不完善给

孩子的学习造成很大困扰。直至

2012年新加坡跨国企业凯德集团对

学校的捐资助学，才让学校旧貌换

新颜。2014年，“高青县唐坊镇凯德

希望小学”挂牌，孩子们搬进了宽敞

明亮的教学楼读书学习。凯德集团

对学校的资助不是一次性投入，而

是持续不断的。除了捐资修建了教

学楼，还修建了操场，完善了学校硬

件设施。这样让孩子们感受到来自

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在未来的求学

路上，孩子们将拥有更多的自信与

坚强。

学校提炼出“阳春布德泽 仁爱

润心田”的校训，以体现学校的整体

价值取向、独特气质和文化底蕴，蕴

含师生的道德理想、人格特点和历

史责任。

“阳春布德泽”，语出汉乐府《长

歌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意为春天的阳光把温暖布满大地，

万物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就学校而

言，学校由凯德集团捐资助学，正是

德泽广施之举，契合学校办学现状

与思想。就师生而言，阳春象征了

教师充满亲情的育人之道，要求教

师成为美德的典范，从而让学生心

灵阳光，矫健其身姿，让学生做到文

雅有礼，释放纯真天性。

“仁爱润心田”，因为学校是爱

心的受益者并感恩于此，而对于感

恩，最好的回报就是将爱心传播。

“仁者爱人”，天下最高尚的德行便

是爱。学校旨在将仁爱的种子在阳

春的润泽之下，播撒到每个孩子的

心田，涵养其品格，增长其智慧，成

就其人生。学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秉承优良传统，立学以纳新、育

人以乐道，汇百川之气度不断超越

自我。

（作者系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

第二完全小学校长）

1915年，年仅16岁的黄现璠成了

广西扶绥县黄家的入赘女婿。这位

本名甘锦英的少年不仅天资聪颖，而

且勤奋好学。他虽然年少丧母，生活

贫困，甚至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但

非常喜欢读书，经常倚在私塾门外偷

听塾师讲课。结果，他过耳成诵，学

习效果反而比入塾的弟子还好。于

是，塾师便让他免费读书。后来，这

位少年更因求学而入赘，并依习俗改

姓黄，沿用乳名，逐渐成长为誉满全

国的壮族教授。

黄现璠一生从教近50载，历任广

西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

学校教授，晚年又创办了漓江业余大

学并担任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他

对学生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

1935年，黄现璠以优异成绩考取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成为壮族

中较早的留学生之一。但是，当“卢

沟桥事件”爆发、日军入侵中国后，黄

现璠义愤填膺，毅然放弃学位，返回

故乡广西，并终身从事教育与史学研

究。为号召广大有识之士尤其是青

年学子在国家危难之际保家卫国，黄

现璠借古喻今，以古人的事迹激励学

生。他说：“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必

多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固不

独靖康元年为然也。”黄现墦还驳斥

某些人认为战争只是军人和政府的

事，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并指出：

“保家卫国，乃民众天性使然。知识

分子应视己为民众一员。民族垂危

之时，倘若亡国成奴，国人皆然，何有

贵贱谓也。”

与此同时，黄现璠非常重视考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以及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与相

互关系，尤其针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

领土争端问题，黄现璠通过考察历史，

详细讲授，相识传播，不仅让学生在边

疆史和民族史方面打下扎实基础，而

且体现出读书人为维护祖国统一、捍

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强烈责任感。

在教学和学术方面，黄现璠更

是以身作则，带领学子不畏艰苦，展

开实地调研。他们为考察少数民族

教育状况，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

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

民族朋友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

卧具，在艰难中收集到大量原始史

料。黄现璠的这种科研教学模式，

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也培养了民族研究的人才，更为广

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

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黄现璠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

员时，恰逢著名乡村建设运动先驱梁

漱溟亦在所内。他们二人过从甚密，

探讨的话题主要是平民教育。故此，

黄现璠很早就有办学的想法，并在退

休后得以实现。

1980年，黄现璠开始筹办漓江业

余大学。“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人们对于私人办学的认识依然十分

保守，造成私人办教育的困难和阻力

很大，困难重重”。为了办学，年迈的

黄现璠不辞辛劳，几乎托遍故交。他

向广西师范学院请求支持，聘请在校

部分教授和讲师兼职，从而使得漓江

业余大学的教学质量有了保证。他

又拜访工商联代表以及自己的学生，

想方设法解决学校的校舍和办学资

金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漓江业余大

学以“成人教育”形式于 1981 年 9 月

正式开学。该校开设历史、语文、工

业会计管理等大专培训班以及英语、

地方志等短期学习班，前后入学的学

生达千余人，绝大多数经过国家考试

成绩合格，成为大专毕业生，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只是学生，黄现璠的理念还直

接影响到了家人。在他的熏陶下，其

家庭半数成员都在从事教师工作，成

了远近闻名的“教育世家”。黄现璠

先生终身热爱祖国，热爱民族，严谨

求实，敬业进取的风范，始终影响并

激励着后辈学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良好的社会离不开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离不开良好的学校，良好

的学校离不开良好的校长。作为学

校领导班子的核心、学校管理机制的

枢纽和学校改革创新的推手，一校之

长，对于学校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举足轻重的作用。校长到底有哪些

角色担当？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学

校的发展？

校长调控学校的发展方向。当

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改革发展

的活跃时期和转折阶段，教育观念、

办学理念、育人模式、课程设置、德育

工作、校园文化等都在不断进行改革

和探索，各种新思维、新理论、新成果

不断涌现，这就要求校长不仅要具有

较完善的知识结构，而且要具有不断

更新的知识储备。不仅要具有锐意

改革的创新精神和只争朝夕的责任

意识，还要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和科学严谨的思辨能力。唯其如此，

才能及时吸纳教育教学改革领域的

最新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准确把握

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最新走向，面对

纷繁复杂、目不暇接的诸多表象，始

终坚持科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将自己对教育宗旨的正确理解、对学

校现状的理性分析、对束缚学校发展

问题的准确判断，及时转化为全体员

工的共识，形成学校全员的共同愿景，

并通过及时调整、修正学校的发展方

向和发展规划，使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始终处于科学研判、统筹规划、全员

努力、共同发展、特色追求的轨道。

校长调控学校管理机器的运行

功率。校长是学校领导班子的班长，

也是班子决策的核心。一个好校长，

总能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一名班子成

员的积极作用，让整个班子处于目标

一致、同心同德、分工协作、互相补台

的最佳运行状态。相反，一个平庸的

校长能轻易地让班子陷于漫无目标、

离心离德、各自为政和互相掣肘的不

良状态。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当班长

的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或文过

饰非、求全责备；或是因为刚愎自用、

固执己见，习惯于“一言堂”，听不得

半点不同意见和“杂音”；或是只求一

团和气，凡事不讲原则，一碗水端不

平，两头买好和稀泥。种种表现，不

一而足，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导致领

导班子合力涣散，形同虚设。

如果说，学校是一辆汽车，领导

班子就是汽车的发动机，而校长则是

驾驶这辆汽车的司机。如果这个司

机既不按照规程操作，乱踩离合、随

便加油或减速，又不注重机器的维修

与保养，该润滑不润滑，该检修不检

修，这部发动机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地

正常发挥作用，简直是天方夜谭。

校长调控学校的发展后劲。人

力资源是学校诸多资源中最重要的

一种资源，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源泉，

而校长手中恰恰掌握着人力资源宝

库大门的金钥匙。一个优秀的校长，

在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方面需要具

备三种能力。一是“开发”能力。校

长能否像王安石一样，善于发现员工

身上的优点和长处，并合理加以开发

和使用，做到人尽其才呢？二是“激

发”能力。燧石只有通过不断击打，

才能迸发出火花。优秀校长在管理

一所学校时，要想让人才潜能得到释

放，也需要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使

人的创造欲望得到启迪、创造活动得

到支持、创新成果得到肯定、创新贡

献及时得到表彰，才能使学校成为一

池活水，让各种人才不断脱颖而出。

三是“拼合”能力。优秀的校长能够

正确评估每位员工的长处和短处，并

根据客观情况，在工作中对各种人才

进行合理搭配以实现优势互补，从而

更好地发挥人才的规模优势，打造出

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团队。

校长调控学校的学习风气、人际关

系及其他氛围。在许多方面和很大程

度上，校长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言

行举止，在校园这一特定范围内深刻地

影响着学习风气、人际关系及其他氛

围。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校长喜欢打篮

球，课余时间校园里打篮球的人就多。

校长喜欢听小报告，打小报告的人就会

多起来。如果校长对一些不良风气表

现出强烈的反感，就会对这种不良风气

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与此同理，如果

校长是一个有时间就看书学习或下基

层调查研究、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

人，那么学校里团队学习的风气、“学习

工作化，工作学习化”的氛围就会容易

形成，党员干部关心群众、教师关爱学

生的风气也会容易形成。

总之，校长的形象、作用和人格

影响力在促进学校健康发展方面是

不可低估的。这就要求校长必须具

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较强的人格魅

力，以自身良好的形象和带头作用，

活化学习空气、净化人际关系，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七台河新

兴区北岸小学）

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第二完全小学：

阳春布德泽
仁爱润心田

□ 孙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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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好学校要有一个好校长，校长调控学校的发展方向，调控学

校管理机器的运行功率，调控学校的发展后劲等。因此，校长要以较

高的道德修养、较强的人格魅力、良好的自身形象发挥带头作用，活化

学习空气、净化人际关系，推动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健康发展。

校长素质与学校发展
□ 董秀红

黄现璠：开拓进取的壮族教授
□ 杨 阳

教育家影像

黄 现 璠 （1899-

1982），原名甘锦英，著名

教育家、历史学家、民族

学家、人类学家。中国民

族学“八桂学派”、中国历

史学“无奴学派”的创立

者，漓江业余大学创办

者，著作有《中国通史纲

要》《元代农民之生活》

《古书解读入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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