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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9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创·变】

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但这

样的追问永远激励着人们探索

未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本

栏目邀请把理想的种子埋进教

育土壤的你，讲述一个独一无

二的学校。4000字左右。

【校长观察】

教育过程中，有一些小事

件却能引人深思。校长，您可

以从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

育事件说起，由此铺开，展现自

己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和理解，

阐述对治校、管理、育人的想

法。1800字左右。

【校长之声】

你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

校长的？把你的关键经历和重

要 心 得 写 下 来 ，分 享 给 大 家

吧。1800字左右。

【我的校长】

不管您是教育工作者，还

是 其 他 行 业 工 作 者 ，或 许 您

的记忆深处还会留存某位优

秀 校 长 的 深 刻 印 象 。 比 如 ，

他 的 独 特 教 育 理 念 ，他 的 特

色 治 校 方 法 ，他 身 上 的 几 件

小 事 …… 写 一 写 吧 ，让 别 人

也能看到这位校长的闪光之

处。1800 字左右。

【教育与美好生活】

学校是教育的专业机构，

但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

学校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

要的。教育无处不在，所有生

活都蕴含着教育。本栏目旨

在引导教育者把目光延伸到

学校内外无限广阔的“教育”

领地，把一切可能的因素都变

为滋养孩子的有效资源。1500

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572

PS：来稿请注明栏目名，文

章必须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

请勿一稿多投。感谢支持。

教育家影像

李登辉：牺牲、服务、团结
□ 匡双林

一直以来，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

“另类”校长。

这主要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走寻常

路，也不愿人云亦云，既没有大多数校

长的“低调”、随和、淡定，也不甘寂寞

和平庸。有时我也会“惹点事”，成为

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2017 年底，我从县教育局股室调

任乡镇中心学校当校长。许多人不理

解，认为我“划不来”，“别人都往城区

调，你倒好，往下走”。如此一来，地位

变低了，待遇变差了，上班也变远了。

同时，工作压力变大了，人变忙了，前

程“变数”也大了。

其实，当时我内心也是五味杂

陈。不过也会常常想，既然组织信任

我，那我必须义无反顾，必须对得起大

家的支持。有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

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我的人

生大约就在“远方”吧。

在乡镇工作生活，我感觉自己

出现了能力危机。每天忙忙碌碌、

疲于奔命，不是在办公室处理事务，

就是在学校考察，周周有开不完的

会，月月有做不完的事。尽管付出

了几乎全部精力和心血，仍然有许

多不足和遗憾，总觉得一事无成。

细细思索，感觉基层工作任务比较

艰巨，压力也比较大。这与我在机

关工作那 10 年大相径庭。不过，忙

过之后，反思之余，又是雄心壮志、

热血沸腾，期待明天更美好。

这份工作于我是一种全新的、前

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我向大家学习。

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总结，我和同事一

道为中心学校设计了校徽等，提炼了

“用心去做，做最好的自己”的办学理

念……一切都在慢慢积累，一切都在

慢慢变化。

我感觉，学校领导和老师对我是

又爱又恨，爱的是我比较关心他们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恨的是我对他们十

分严格，有时甚至较为苛刻。

当辖区学校债务没有明显下降

时，我曾急眼过。当面找相关负责人

谈话找原因，严格落实报账制度，落实

财务“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措施。

2021 年底，到了学校集中报账的时

候，审查中我们发现，部分维修项目资

金耗费过大，我多次将票据退回，要求

供应商等据实再次报价。现如今，全

镇学校整体债务下降70%。

当教学质量停滞不前时，我曾

愤怒过。愤怒之余，我以青年教师

队伍能力提升和培养为突破口，积

极开展“书读青春”读书活动，组织

教师读书撰文，还依托一系列行动

计划，促进教师蓬勃成长。同时，我

们专注“活力课堂”教学改革，推进

教研组集体备课，狠抓微教研活动，

优化课程设置，解决实际问题，全面

提升教学效率。

当校长执行力不到位时，我曾“骤

风急雨”；当看到学校榜上无名时，我

曾心情沉重……这就是我，在外人看

来有点“不知好歹”的校长。

“不靠谱”的事，我还做过不少。我

经常在想，这还是原来的那个“我”吗？

我也曾思考过，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内心已经

有了答案：我还是甘愿做一个“另

类”校长。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南河镇中

心学校校长）

校长之声

甘愿做个这样的校长甘愿做个这样的校长

人，是为了生活而学习，还是为了

学习而生活？学生，是适应学习的生

活，还是适应生活的学习？

当前，学生成长过程中暴露出来

的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在于学习成了

学生生命成长的唯一重要事件，以至

于学习成为学生生活的全部——校园

生活也好，家庭生活也罢，异化为仅仅

就是学习、一切为了学习，除了学习，

还是学习。

世界的缤纷多彩、生活的丰富多

样，本应是人全面发展的“营养基”，让

人融入多样性的群体生活与世界之

中，借以丰富自身、滋养自我、成长进

步。人生命的成长本是一个因为未来

成长的无限可能而无比丰富的生命历

程。学习本应是个体生命之树中的一

枝。但现实中，学习却异化到渐渐占

据主要位置。枝益壮而根趋弱，生机

自然渐渐隐没。

现实中的校园生活与日常生活带

给学生强烈的区分：校园生活是一种

带有学习需要的强目的性生活，并且

是由校规制约的强约束性生活；日常

生活则是弱目的性，没有明确的目的

聚焦，当下的状态就是目的——玩耍

就是玩耍，不是为了学会什么。同时，

日常生活具有弱约束性，除了基本的

公共生活道德层面的约束，基本没有

其他强制性约束，学生更加自由、自

主、愉悦，面对的是纷繁多彩的变化。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教育只有一个

主题——那就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要

让学生重新回到应然的丰富的生活与

多彩的生命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塑造

学生的校园生活。

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学生的课堂生

活。课堂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形式，课

堂生活是校园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些构成了校园生活的基础。我们的

课堂是以知识为目标，还是以知识为

媒介，把学生引向广阔的生活世界？

答案不言而喻。

我 们 需 要 更 加 人 文 地 对 待 课

堂。学生在校园里的每一节课，都是

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段里，去往一个

领域学习、经历和体验生命。我们是

在一个叫“教室”和“学校”的地方教

学生——这个人——学会做事。那不

仅仅是课堂，更是在那个时段里，我

们和学生共同度过的在文学、数学、

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求知的生活。

当我们着眼于学生的生活经历，特别

是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成长，我们就自

然将他们放置在了缤纷生活的中央。

有人说：“学习，是人做的事，而不

是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校园只是学生

生命成长中的一个站点，学生的生活不

仅仅是学习，那只是学生成长和生活中

的一件事，只是恰巧在某个时段成为重

要和主要的事情，但绝不是唯一重要和

绝对主要的事情。一位哲人说，“我们

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学校而学习”。

所以，首先，学习是学生做的某种事情；

其次，除了学习这件事情，还有其他许

多重要的事情等着学生去做——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情那么多，不同的时

间、年龄、位置，努力做好每件事情，不

就是成长、成人乃至成才吗？

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学生的课余生

活。学生的课余生活需要丰富、自主，

需要赋予鲜明意义，以各种各样的活

动形式、社团形态，带着教育的目的，

更自由、自主、灵动、鲜活地在校内校

外延伸拓展。当学生感受到活动对自

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从中收获愉

悦的感受和成功的体验时，他们便不

以为苦地悦纳一切。比如，军姿、步伐

训练对学生来说何其枯燥与艰苦，但

作为升旗手的荣誉，激励着学生克服

困难、积极参与。

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学生的群体生

活。学生应该鲜明地意识到自己是集

体的一部分。这个集体可以是班级、

小组，也可以是因需要而临时组建的

群体。学生作为个体存在于一个集体

当中，这个集体的生活规章制度等，都

在帮助学生先期经历未来的社会生

活，培养他们的社会属性。学生个体

在群体中归属感的强弱，会直接导致

他们心理成长的顺利与否。现实告诉

我们，孤僻、不会与同伴相处的学生，

有可能会存在心理问题。只有在群体

之中，学生才能学会交流分享、团队协

作，学会认识自我、全面成长。

我们需要有限区分校园生活与日

常生活，适度让二者有所交集。试图

将学生的校园生活与校外日常生活泾

渭分明地分开，想要达到在学校就专

心学习、接受教育，回到家庭就如成年

人一般把一天的劳累与不顺撇在一

边，从而达到减轻学生压力和负担的

目的，既不现实，也违背了教育的延续

性和影响力。学生的校园生活会延展

到日常生活，以保持教育的延续和影

响；同时，日常生活让学生回到更广阔

的世界，生活场景中的经历和体验会

有助于学生学习。我们要用校园生活

去洗涤学生的日常生活，用日常生活

去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

我们需要更加人性地看待儿童。

不是我们去如何看待儿童，而是把我

们变成儿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

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只有让自己变

成儿童，释放内心的童真，才会用更柔

软的心对待他们。无论他们是成功还

是失败，是温顺还是捣蛋，都爱他们，

和他们一起成长。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

学万学，学做真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曾提出教育“四大支柱”——学会认知、

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不管学什么、无论怎么学，一切归

根到底还是在做人和做事上。所以，

让我们一起努力，重新塑造学生的校

园生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教育局）

生命是“根”，学习是“枝”
□ 胡爱民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东

北，随后目光又盯紧华北，民族危机日

益严重。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学生

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掀起的爱国热潮，

很快传到了上海。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和其他

一些大学校长，敲开了上海市长吴铁

城的大门，向他提出领土完整、开放言

论、外交公开等要求，明确支持学生爱

国运动。很显然，书生之请，不足以说

服政客。

不数日，上海的大学生组成“赴

京请愿讨逆团”，以复旦大学学生为

主。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民党

军警耳中，请愿团在火车站被军警包

围，蒋介石急电李登辉，要他劝阻学

生去南京。当学生知道李登辉是被

迫前来劝说时，高呼口号“拥护李老

校长”“李老校长健康长寿”“请李老

校长回家休息”……大家都表示很热

爱李校长，但坚持要去南京请愿。看

到学生态度坚决，李登辉便回电蒋介

石，表示无能为力，并向董事会提交

辞呈。复旦学生和其他学校学生自

己开火车到了无锡，随后被军警阻

拦，押回了上海。

请愿虽然未成，但影响很大。国

民党当局怪罪李登辉，于1936年夏派

立法院副院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秘书长叶楚伧到上海，解决所谓复

旦问题，李登辉被迫辞去复旦大学校

长一职。但李登辉德隆望尊，为了给

民众一个说法，国民党任命他为立法

院委员，人未到任，月薪 600 元已至，

但李登辉严词拒绝，退回月薪。从此，

李登辉离开了他一生挚爱且为之奋斗

了30多年的复旦。

李登辉是福建人，1872 年出生印

尼，1883 年赴新加坡读书，后赴美入

威斯雷阳大学，没过多久又转入了耶

鲁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学位。1905年

李登辉返回祖国，次年出任复旦公学

教务长。6 年后的 1912 年，复旦迁入

徐家汇李鸿章祠堂。第二年，复旦成

立了董事会，其中一名董事为孙中山，

孙中山推荐李登辉出任校长，从此李

登辉开始了 23 年的复旦大学校长生

涯。这个纪录，在复旦百余年的历史

上无人打破。

李登辉初主校政，正是江山鼎革、

皇冠落地的时代。清政府倒台，民国

肇建，社会动荡，原本的官方经费断绝

了。外加董事之一的孙中山于是年领

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多数国民党著名

人士流亡海外，校董资助也告罄，而校

舍也要被李鸿章后人收回，真是举步

维艰。

针对学校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况，

李登辉千方百计开源节流。一方面

以多收学生、适当提高学费来增加收

入，另一方面又与教职员协商，酌情

减少薪金来压缩开支。由于李登辉

实行财政公开，精打细算，教职员对

复旦怀有深厚感情，宁愿多做工作、

少取报酬。这一年，学校不仅收支趋

于平衡，而且形成了勤俭办学、团结

奋斗的传统。虽然经济拮据，教师待

遇较其他学校为低，但是复旦的各科

教师仍为一时之选。如李登辉教英

文，蒋梅笙、邵力子教国文，薛仙舟教

德文……教师教学认真，要求严格，

学生学习刻苦。1915年，复旦大学预

科毕业生张荐，经美国耶鲁大学特

许，插入该校本科二年级学习，当时

报纸誉之为留学界的“异彩”。

要建设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需

要大量经费。这对于仅靠学费来维

持的复旦而言，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1918 年，李登辉亲赴南洋各地，向爱

国侨胞募捐，又在各地募集建筑经

费。于是在江湾购买土地，后建成教

学楼、学生宿舍、教师宿舍各一幢及

有关附属设施。这几幢房屋建成后，

大学部由徐家汇李公祠迁至江湾新

址（即今址），奠定了复旦此后发展的

基础。

李登辉对复旦最大的贡献，不仅

是继承了马相伯“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般的创业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以广

阔的视野、长远的目光，给复旦带来了

一系列制度建设。

上任伊始，校董事会责成李登辉

修订复旦章程，此时复旦尚为公学，

课程设置主要是大学预备科和中学，

新的章程即按照大学办理。于是，在

他的统筹下完善了复旦体制，中学四

年，毕业入大学预备科三年，再入大

学。每周上课的“钟点”（即学时）、入

学程序、学费、考试、升班及卒业、课

堂规则、自修规则、宿舍规则、膳厅规

则等，在新的章程中都很详细明确。

复旦的教育教学开始走上制度化、程

序化、正规化的轨道。1917 年，复旦

开始创办大学本科，正式升格为大

学。到1936年李登辉被迫离职时，复

旦从他接手时的200余学生已经变成

了具有文、理、法、商 4 学院 16 学科

1500余学生的著名学府，而哈佛商学

院只比复旦早 9 年。3 年后，复旦又

与哈佛、耶鲁同年开设教育科。李登

辉任校长时的复旦，一直与世界一流

大学齐头并进。

李登辉曾将“牺牲、服务、团结”作

为复旦精神，经常用以教导学生：“必

肯牺牲乃有为，必乐服务乃有用，必能

团结乃有力，而以不自私为纲。”其实，

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复旦另一位

校长陈望道曾这样评价李登辉：“先生

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也是校长的最好

典型。”

如今，复旦的校园里，有一座为纪

念李登辉的登辉堂（后又为纪念马相

伯，改名相辉堂），依旧在默默地记着

这位视复旦如生命的老校长，他曾经

第一个登上这个礼堂的讲台，对着学

生讲：牺牲，服务，团结！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 毕朝晖

睿见

李登辉（1872-1947），近

代著名教育家，毕业于美国耶

鲁大学，担任复旦大学校长长

达 23 年。他为复旦大学培养

的学生多学有所成，其中担任

大学校长的至少有26人，这在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绝无仅

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

见，世人誉之“人伦师表”，他

为维持和发展复旦大学作出

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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