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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城商代遗址有这样一家人为

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一直扎根在偏僻

的山区，祖孙三代用无限爱心谱写了

一曲乡村教育“爱的赞歌”。

退伍不褪色，立志把学办。吴进

元是一名退伍军人，抗美援朝结束之

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原籍。看

到家乡的一穷二白，他疼惜父老乡亲

子女众多而家庭贫困，更心疼孩子们

到了读书的年龄却无学可上。于是，

他找到大队书记恳求：我想办个小学

堂！书记既惊讶又怀疑，因为他当初

参军时文化水平不高，家里还有许多

人要养活。但是吴进元一再央求：“您

就让我试试吧，我在部队学过知识，我

还可以边教书边自学。”“可是我们没

有教室。”“我来想办法。”“你也没有工

资啊。”“我可以不要！”

说干就干，村里的祠堂打扫干净

用来当教室；各家拼凑来的柜子凳子

当桌椅；去公社和中学讨点纸张粉笔

做文具。第一代“吴老师”就这样开始

了教书生涯。

吴进元也许算不上正式的教师，

但他却下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去教

没有半点知识基础而且年龄参差不齐

的孩子们。他一路教书一路自学，这

边给学生上课，那边还要给学生当保

姆。放学了，吴进元仍在学堂里，那是

他在认真批改作业；夜深了，他家里还

亮着油灯，那是他在刻苦钻研课本。

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他瘦削的身影，两

鬓的微白难掩他劳累的身心，寒来暑

往，他为学生操碎了心。

漫漫教学路，深深校园情。后来，

吴进元因为身患重病无法继续从教，

可他依然没有忘记对家乡教育的热

爱，没有忘记村民对他的殷切期盼，更

没有忘记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于

是，他强烈要求长子吴友根继续他深

爱的教育事业。吴友根从 18 岁开始

就在吴城乡路口小学任教，这是全乡

最偏远的学校。47年来，吴友根以校

为家，从教师到校长，一直兢兢业业鞠

躬尽瘁。作为教师，他的学生成绩在

统考中遥遥领先，他的学生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分布社会各行各业；作为校

长，他尽心竭力管理好学校，让学校多

次被表彰，因为缺少年轻教师，他就算

是上了年纪还努力自学电脑知识，独

自处理繁杂的教育事务。

上班日，吴友根中午从不回家

休息，因为他要照顾众多的寄宿学

生吃好饭，饭后他还要抓紧时间为

后进生“开小灶”。双休日，他会早

早地约好几个留守学生到他家中进

行有针对性的辅导，为学生辅导功

课，从来不收一分钱，还为他们提供

可口的午饭……

吴友根爱学生，也爱教研。几十

年来，他坚持不懈地钻研教学夯实基

础，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在各级刊物发

表，多次指导学生在国家级比赛中获

奖，他先后获得全国素质教育先进个

人、省师德教育标兵、市模范教师、县

教育楷模……10年前，县电视台就以

《用爱与热情写亮人生》、市教育电视

台以《热衷乡村教育的“老黄牛”》为题

对他进行采访，多家媒体对他做过专

题报道。

6年前，吴友根也到了花甲之年，

本来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的时刻，可

他依然放不下心中挚爱的三尺讲台，

上级领导和附近村民更是不断挽留。

如今，临近古稀之年的他，依然用热忱

与激情在偏僻的乡村校园里绽放着对

教书育人深深的爱。

秉承家族志，青春赋教育。重点

大学本科毕业后，听说乡镇的教学点

缺教师，吴友根的儿子吴艳清放弃外

面的高薪，毅然回到了家乡，当起了

代课教师。在2015年省招统考中，他

笔试面试全市双第一，在“三支一扶”

中又是全市第二，本来可以挑离市区

近的学校，但是为了教学点不再缺教

师，为了延续长辈对家乡教育的热

爱，为了报效这里的乡亲父老，他最

终选择回到那个祖辈待了一辈子的

教学点。

年轻的吴艳清虽然教龄不长，却

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呵护。他

牺牲许多闲暇时间无偿去辅导学生；

他一次次走访学生家庭尤其关爱困难

学生；他爱好教育写作，多篇文章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他指导的学生作文

也频频见诸各类金牌少儿刊物并获

奖。他总说：“当老师如果不用心，那

会对不起良心。”

情系山区教育，三代园丁情怀。

三代“吴老师”在平凡中用满腔的热忱

来倾诉对偏僻而秀美家乡的无限热

爱；在清贫中，用始终的坚守来书写对

祖国边远地区教育事业的无比忠诚。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樟树市吴城

乡湛溪小学）

广东省深圳市翠园中学东晓校区：

晓理、晓我、晓天下

□ 张正华

广东省深圳市翠园中学东晓校

区是由翠园中学一体化管理的全日

制公办初中学校，学校北靠灵秀的

求水山，东望巍峨的梧桐山，校训是

“晓理、晓我、晓天下”。

“晓理”有两层意思：一是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二是知晓是非得失

的标准，具有良好的基础道德修养，

现代文明意识的习惯。在学生身上

体现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公民意

识的融合，成为有“正确的道德意

识，理性的规范意识，普遍的公益意

识”的阳光少年。

“晓我”是指学生明白自己的短

处，更知晓自己的长处并自主发展，

即学生在学校创设的“晓我”教育机

制的作用下，充分展示生命的主体

性，主动探求知识、自律修炼品格、

自主安排生活，培养自主选择、独立

思考、自我判断，自我调控、自我负

责、自我完善的意识、行为和能力，

形成自尊、自立、自决、自强的“晓

我”人格特征。

“晓天下”是指以天下为己任，

要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学校的学

生要有“感恩之情，报恩之意，仁爱

之心”；要懂得“以宽容的胸怀接纳

他人，以负责的态度面对生活，以奉

献的精神回馈社会”。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翠园中

学东晓校区特级教师）

晒校训

教育世家

情系山区教育的三代“吴老师”
□ 吴建超

始建于 1960 年的北京市红英小

学，一直倡导“阳光教育”办学理念，致

力于培养“健康、尚学、明理”的阳光少

年。“卓越在于习得”的校训让学生明

白，“习得”意味着学习的获得在于日

积月累，在于积淀，在于自我的主动学

习。而和谐的教育秩序是学生习得、

获得的保障。

礼者，天地之序也。现在学校实

施的礼乐教育的宗旨在于规范学生

的外在行为，同时又内外兼修，陶冶

学生道德情操，养成良好品性，修身

养性。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为“大写的

人”“拥有健全人格的人”，学校把“学

业基础、行为基础、实践活动和兴趣

特长”作为实施礼乐教育的抓手，努

力让学生明秩序、守规则，建立彼此

尊重、互相谦让的人际关系，引导其

尊重自然法则、关注生存环境，形成

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最终实现身心

健康、内外兼修，成为德行兼备的谦

谦君子。

行为之礼。“冠者，礼之始也”。礼

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

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

义备。礼义备则长幼和，师生正，秩序

顺，而后礼义立。在红英小学，学生的

种种行为举止都要讲究礼仪，让学生

正容体，知进退。新生入校后，学校会

引导家长理解学生角色转换的重要

性，借助家庭教育的力量，由行为规范

入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新生入

学时，学校与家长共同制定《阳光家庭

契约》，引领家长明白自己的职责，为

其教育孩子指引方向；新生入学后，利

用“红英微电影”的形式使得家长和学

生了解红英学校的《你好阳光》手册、

《新生俱乐部》手册、“红英阳光密码”

“红英阳光行为细节”“红英阳光特质”

“红英阳光微习惯”等行为规范，帮助

学生认识学校、认识同学、认识自己，

也让家长了解当下的学校与他们记忆

中的学校之间的差异，使家长与学生

在活动或任务的执行中，关注学生礼

仪、规矩的习得与养成，践行良好行为

习惯。

知识之礼。礼乐教育中包含着行

为礼仪、规范、人格、艺术、心理等教育

内容。在礼乐教育中，学校一方面设

置专题课程，另一方面将其渗透到其

他课程之中。学校专门设置了必修课

程和选修课程，在课程内容中渗透明

确的礼乐教育内容、操练形式以及考

核标准。一年级，设置礼仪专题必修

课程，将每年 9 月作为礼仪主题教育

月。从一年级开始，在语言、逻辑、运

动、综合等课程中渗透礼乐教育。五

年级开设箜篌、古琴必修课，在古琴与

箜篌悠扬的曲调中陶冶情操，感悟内

心的宁静，涵养儒雅的气质，在人生修

养和知识积累上做到从容洒脱。同

时，通过丰富的选修课程开展礼乐教

育，包括茶艺、围棋、武术、礼射、形体、

视觉艺术等。通过学习引导学生习乐

明礼，将礼乐文化内化于心。

修养之礼。明朝陈继儒在《小窗

幽记》写道：“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

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

群止看识见。”一个人的修养实质上

反映在“担当、襟度、涵养以及识见”

上，“修养之礼”还表现在学生的自主

性，以及以学生为主体来展开的教

学。在礼乐素养教学中，学校采取的

做法有：一是内容要从学生的需求出

发；二是形式与方法要充分发挥学生

自主性；三是充分展现礼乐教育的实

践性特征。学校开设“沙漠之舟”“冰

雪奇缘”“极目海洋”以及“识见汝瓷”

等综合实践性课程。在必修课程之

外，我们还关注学生自主性学习载

体，如社团、展演、重大节日、盛大庆

典等，将其作为礼乐文化传播的渠

道。开设多种形式的学生展示平台，

组织传统活动，充分发挥礼乐文化教

育的载体的实践性、交流性、对话性

功能。注重学生参与，让学生习礼习

乐，体会礼的重要性，体会有仪式的

成长过程，彰显重大节日、盛大庆典

的仪式感，唤起学生对于礼乐文化的

兴趣与热爱，让学生在潜意识中感受

精神归属、价值使命、心灵觉悟、民族

自豪。同时，关注学生的个体心理发

展，尊重个体表达，在交流对话过程

中创新性传承、创新性发展，进而完

善礼乐文化的现代传播。

2005年，学校曾提出道德细节 50

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6年，学校

对微习惯进行了完善，更加关注服饰

礼仪、家庭礼仪、交往礼仪、公共礼

仪、课堂礼仪、活动礼仪。以学生为

主体，层层递进，践行礼仪教育。以

学生的生活为起点，希望随着人际关

系的长度渐渐延伸到家庭、邻里、学

校、社会、国家、世界生活等方面。如

今，学校的红英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同

样引人瞩目。我们取名为“优游谷”，

即引用了陆机文赋中的一句话“颂优

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就是培养

从容洒脱、自信有志的中国人。学校

坚持开展诗文诵读活动，开展礼乐教

育，以诗唤醒情感，以礼感化德行，以

乐成就自己，促进人的内在性情与外

在行为的养成共生。

在实施“礼乐教育”过程中，我们

遵循文化濡染、榜样学习、行为训练、

活动强化 4 个运行机制。坚持 6 个原

则：教与学相统一，濡染与教化相统

一，训练与学习相统一，评价强化与自

主活动相统一，榜样作用与同伴学习

相统一，学校影响与社区氛围相统

一。礼乐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

和教育路径上具有相通精妙之处，引

导人们实现外在行为与内在情感的科

学统一，有效达到育人的目标。

（作者系北京市红英小学校长）

新时代的礼乐教育如何实施
□ 陈淑兰

治校方略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科技的助

推下，全世界都在探索教育变革。科

技发展会如何改变教育生态？人工智

能、未来学校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变

化？我们应该如何培养适应未来社会

的人才？近日，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

坛主办、问向教育科技协办的中国教

育三十人论坛第六届年会在京举行。

年会以“科技发展与教育变革”为主

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讨。

科技发展会如何改变教育生态？

在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朱永新眼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也是一把钥匙”。他认为，科学技

术对教育的影响有两种可能性：一是

科学技术成为人异化的工具，二是科

学技术成为人成长的工具。即科学技

术既可以成为推进教育公平、关注个

性发展、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的

助推器，实现“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

理想；又有可能成为冰冷冷的工具，用

来测量人的注意力、学习力，或者帮助

教育者更加严格地监督和管控教育对

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教育

厅原副厅长张志勇谈道，必须警惕科

技给教育带来的不利因素，不能损害

儿童的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更不能

奴役儿童的发展。

“现在是科技的时代，是 AI 或者

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注

意并主动适应哪些变化呢？”对此问

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认为，

学习要有新形态，因为“学习已经不

再局限于课堂，网上自主学习、虚拟

教学、虚拟辅导已经显现”，所以集体

学习与个性化学习必须相辅相成。当

然，随着学校工作的进一步数字化，

学生学习的个性化特点明显，如何解

决个人的学习与集体化制度之间的矛

盾？这也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

题。程介明建议，混龄教学是一种解

决方式，但对于固有的教育体系也是

一种挑战，因为“要解决好技术科学

与学习科学的矛盾、精准化与人性化

的矛盾”。对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

影响，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

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的观点是，

“人工智能+教育”目前仅局限在城

市，人工智能使得个性化学习成为可

能，但这在农村还没有实现，今后要

“将人工智能投入农村，需要处理好

人工智能是手段、培养人是目的的关

系，处理好技术优势与风险的关系，

处理好传统教学与现代教学的关系，

处理好人工与技术的关系”。“机器永

远是人类的工具，人工智能时代要重

新定位人类教育的根本任务。”张志

勇认为，科技进入教育领域是更好地

赋能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不是取

代教师的工作。朱永新则表示，未来

我们将重构学校形态，建立新型的学

习中心；重构课程内容，建立基于泛

在学习的新型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方

法，建立新型的项目学习；重构教育

的评价，建立新型的学分银行。

在此次论坛上，有代表担忧：现在

的中小学生有可能将来一进入社会就

被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所代替，那

么我们如何让孩子做好准备？“不要

与机器人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不

要把学生当成机器人进行训练，因为

我们的学生是人而不是机器人。”美

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未

来教育项目主任蒋里的一席话，引起

了与会者的共鸣。他认为，人工智能

思维将是师生都需要具备的思维方

式，主要包括“三个核心点”，即了解

人工智能的运作方式，有能力把自己

的能力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能力区别

开来，要知道自己与人工智能机器人

如何协作。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建

议，要顺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教育变

革，师生包括全体公民都要提升科学

素养，其中关键之举是持续不断重视

基础科技教育，形成政府-社会-学校

的合力，从而形成“大科技教育”，只

有一代又一代孩子受过良好的科技教

育，全民科学素养和国家科技水平才

能不断提高。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

院基金会杰出教授赵勇认为，我们要

善用科技，通过教育为他人创造价值

而利己，关注学生的终身教育和个性

化教育。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人工智能思

维今后将像中小学阶段的语数外一样

重要。我们要用最前沿的科技点燃孩

子学习的激情，培养他们成为引领未

来的人才。未来社会，师生只有将人

工智能当作人类的工具，会用、善用，

才会更好地培养具有创造力和协作能

力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人才。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六届年会举行 众专家热议科技发展与教育变革

“不要把学生当成机器人进行训练”

资讯

□ 本报记者 吴绍芬

新时代，我们离教育
家办学还有多远？

当下，中国教育的独特实践

与经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扎

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成为时代的

呼唤，教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价值凸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

必要重新审视“教育家办学”这

个命题。教育家需要什么样的

成长环境？我们（政府、社会、

大学）应该为教育家办学做些

什么？校长走向教育家办学，

还需要哪些成长历练，如何完

善自我？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教

育家培养工程？有什么体会或

建议？诚邀您就这一话题发表

观点，字数2500字左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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