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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萍

刘萍治校漫谈④

由于我是一名党外干部，担任

无为中学校长时，上级给学校另配

了一名党总支书记，由副校长中资

历最老的刘煌同志担任。刘煌书记

参加工作时便在无中工作，也是我

初中时的体育老师，我到无为中学

工作后，他已是学校领导。

我希望能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书记也希望，这是共识。但书记更

多是考虑决策的可行性，总要从历

史和现实的角度帮我权衡利弊。他

谨慎，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而是阅历

和经验使然，我能领会他的智慧、真

诚和善意。

人际交往中的复杂和玄妙往往

与面子、名誉甚至利益纠缠在一起，

当我们把这一切都放下，将谋划人

变为谋划事时，一切都会简单、清爽

起来。

我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

实行分配制度改革。为提高教师

工作积极性，各项待遇向一线教师

倾斜，这让非教学人员意见很大。

在教代会召开之前，书记主动到后

勤和教辅部门耐心讲道理，与大家

沟通思想，大多数同志识大体、顾

大局，表示理解、接受，但仍有人愤

愤不平，扬言要罢工。书记火了，

拍着桌子：“你有本事就去考个大

学，不也能到教室上课吗？”对方慑

于书记的威望，不敢跟他太较真，

但这话要从我这个年轻的校长嘴

里说出来，可能会变成难以熄灭的

“舆情”。

学校讲传承，讲资历，再优秀的

年轻人都必须尊重老同志，所以工

作中“人”与“事”、“情”与“理”的结

合，可以赋予制度更强的威严和生

命力。

因为收入差距拉开，个别工作

量不满的教师也想“造反”，书记挺

身而出，目光如炬，问他：“你有几颗

子弹？如果有三颗，先朝我射两

颗！”看到书记和校长的坚定决心，

想“造反”的只得偃旗息鼓，我再及

时跟进，做矛盾化解工作，第一步终

于稳稳地迈出。

多年来，无为中学一直处于改

革和探索之中，各项工作在矛盾中曲

折前行、不断发展，就是因为有人在

猛打猛冲时，有人跟在后面收拾局

面；有人“踩油门”，有人在旁边提醒

要“刹车”，孔子所云“和而不同”“周

而不比”即如是也。我也明白了，为

什么战斗力那么强的航空母舰还要

配备护卫舰。

随着学校党建工作不断提上议

事日程，我向书记建议，把党建工作

与育人工作结合起来，以更好促进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一个好党员

首先必须是一个好老师，如果一个

教师工作马马虎虎，不负责任，政治

上再积极也不能吸收入党。书记很

赞同，他曾是一名优秀教师，也当过

多年班主任，育人无数，深知学校工

作的使命所在。无为中学在党建工

作上的务实作风和切实举措，多次

获得上级表彰。

人老了以后，“狂言”很少，但

“童言”变多。书记从来不提什么个

人要求，有一次却让我很为难。他

说，等他死后要把一半骨灰埋在校

园的树底下，他一辈子工作在无中，

死后魂也要守着无中，看着学生上

学、放学。我说，那可不行，大家都

这样做，不把学生吓坏了？其实我

心里明白，这种“生是无中人，死是

无中鬼”的情结，岂不是教师思想工

作的最高境界？

（作者系安徽省无为市政协副

主席、无为中学原校长）

校有一老 如有一宝

人际交往中的复杂和玄妙

往往与面子、名誉甚至利益纠缠

在一起，当我们把这一切都放

下，将谋划人变为谋划事时，一

切都会简单、清爽起来。

师者情怀代代传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祖

父、父亲和我都是教师，祖母年轻时

给识字班讲过课，岳母也曾是代课

教师，妻子、妻妹、嫂子及许多亲属

也是教师。

没有丰碑的革命烈士

三代人的教师故事还得从 20

世纪30年代说起。

祖父大号一川，小名叫双月，

是一位严厉的教书先生。他授课

时常带一把戒尺，不听话的孩子

经 常 被 打 手 心 ，而 且 打 得 很 疼 。

祖父课堂上虽然严厉，但课下对

孩子非常好，经常接济家庭有困

难的学生。祖父知识渊博，书法

堪称一绝，双手能同时在墙上写

“梅花篆字”。

祖父深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

义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从父亲兄

弟三人的名字可以看得出，大伯叫

“民权”，二伯叫“民生”，父亲叫

“三民”。后来，祖父秘密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以教书先生身份为掩

护在沙河南岸的定南县秘密宣传

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祖父参加了

区小队，负责文秘工作，后来惨遭

日本鬼子杀害。祖父牺牲那年，大

伯 9 岁，二伯 6 岁，父亲才 3 岁。祖

母带着 3 个孩子艰难度日，她用烧

火棍在地上写字，教三个孩子认

字、学算术。祖母一辈子性格坚

强，身体硬朗，活到 99 岁。我很小

的时候，祖母就教我认字，讲革命

故事。

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

祖父牺牲后，家里日子非常艰

辛。大伯、二伯自始至终没有上

学，但后来都自学了国文、算术，能

读古典长篇小说。父亲很要强，7

岁时，一边要饭一边上学。17 岁考

上定县速成师范学校，18 岁到李亲

顾小学教书，后来又到子位小学、

丁村联中、东丁村小学任教，直到

退休。

父亲一直做语文老师，喜欢研

究语言文字和古典文学。1985 年，

父亲每月工资 40多元，用两年时间

买了一套《词源》（4 册）——每攒够

10 元钱买一册。后来，又陆续买了

《辞海》等工具书，还有全套《中国通

史演义》《三言二拍》等书籍。5 岁

时，父亲就给我讲《水浒传》中三拳

打死镇关西的鲁智深、《三国演义》

中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封神演

义》中的姜太公等。我很小就知道

了孔乙己“多乎哉，不多也”那句话，

念念不忘“茴香豆”。父亲在学校还

教音乐课，吹拉弹唱都在行，拉得一

手好胡琴。

“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思

潮让许多人迷失方向，荒废了青

春，但父亲一直鼓励哥哥和我读书

学习。1978 年，父亲买了录音机，

一是为了教学，二是为了让我们学

英语。为了把古诗词朗诵好，父亲

不厌其烦地朗读一遍，录制一遍，

播 放 一 遍 ，重 读 一 遍 ，再 播 放 一

遍。在声情并茂的朗读中，我听到

了父亲“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的爱国之志、“会当凌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气和“落

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师者情怀。

父亲教学很认真，快退休时，

眼花得看不清字了，但还坚持一丝

不苟地写教案。当时，我已经是学

校的教务主任了，他还说：“你这

个主任，检查一下我的教案有没有

问题。”

父亲一生钟爱教育事业，极为

珍视师生情缘，与学生的每一张合

影都保存得非常好。他一生不愿离

开学校，退休前向校长请求，愿意义

务在学校传达室工作，给老师送送

报纸什么的。可惜，在退休前 10天

父亲突发脑梗。

无怨无悔的草根学人

受父亲的影响，我 15岁初中毕

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师范学

校。18 岁毕业后，到李亲顾镇初级

中学任教，在那里度过了我最美好

的5年青春时光。

我本来想当一名数学老师，由

于学校急缺英语教师，就自告奋勇

教起英语课。我英语仅有初中水

平，教学比较吃力。每天放学后，我

独自在教室一边自学英语一边练习

讲课。用一年半时间拿到了河北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学历，用两

年时间拿下了自学考试本科学历和

学位，成为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英语专业第一位中师起点的本科

毕业生。

1991 年 8 月，我调入李亲顾区

教育办公室任教研员，先后担任幼

教、小教和中教教研员。1994 年 4

月，面临工作岗位的重新调整，我选

择去河北定州中学教课——我没有

读过高中，一直非常向往去定州中

学学习或工作。

在定州中学 26年期间，尽管工

作非常繁重，但我始终醉心于“草

根研究”。我信奉“问题即课题，教

学即研究”，立足于“日常而真实的

问题”做研究。研究问题源于现

场，研究过程在现场，研究结果在

现场得到验证。在定州中学担任

教学副校长时，我带领 9 个学科组

教师开展了“6+2”课堂教学改革实

验，立项了定州市第一个省级资助

经费重点课题《核心素养视域下高

中学段“6+2”课堂形态的研究》。

该项目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课堂

教学形态的“六个转变”，打造师生

教学相长的“双赢课堂”，即课堂教

学从“教后学”向“学后教”转变，构

建理念超前的翻转课堂；从“满堂

灌”向“精讲练”转变，构建精讲巧

练的高效课堂；从“孤独学”向“互

助组”转变，构建合作互动的活力

课堂；从“独白式”向“发现法”转

变，构建自主探究的发展课堂；从

“一言堂”向“百家鸣”转变，构建以

生为本的魅力课堂；从“痛苦学”向

“快乐学”转变，构建激情洋溢的幸

福课堂。

2017—2019 年，我利用 3 年时

间主持了中美合作全英文 STEAM

课程项目，将学校课程体系与美国

科学类、技术类、工程类、数学类、文

学类、艺术类等课程对接融合，围绕

学校特色综合实践类和特色拓展探

究类校本课程进行了研究探索。该

项目成果为推进 STEAM 课程本土

化、特色化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可

行性范例。

2020 年 9 月，我调任定州市第

二中学校长，开始一段新的职业旅

程。比起祖父尚公无私、兼济天下

的品格，比起父亲甘于清贫、淡泊名

利的精神，我自愧不如。但我真心

热爱做教师，享受做教育，并一直在

努力。

（作者系河北省定州市第二中

学校长）

转眼，离开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简称

“如师”）校园20多年了。同学们偶尔聚在一

起，都能完美地“复盘”当年的校园生活。

经常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报考中师？

一个 15 岁的乡村少年真的没有那么明确的

认知，还记得初中老师的话——你们几个成

绩好的，第一志愿选师范，第二志愿报县中。

可以说，我们大都是以中考“胜利者”的姿态

走进如师校园的。

记得第一次普通话课，徐晓华老师要求

所有人依次读一段话。我刚读一句话，徐老

师就说，你是海安的？仅一句话，我就充分暴

露了海安方言的几乎所有“特点”。这样，我

就顺利进入了一个组织——普通话帮扶小

组。底子不足，老师既不为难你，也不放弃

你，这就让你不得不成长。

如师三年，我后两年都是“三好学生”。

一年级没当上，因为体育没有达标。我第一

次懂得，体育也很重要。这时我才明白，如师

是一所没有主科与副科之分的学校，每一门

课的学习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三年的学习，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从

老师身上得到一种言传身教，收获了一种潜

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的知识是有画面、带情

感、会迁移的。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感觉”，每次提

到这个概念，我就会想起方健华老师的那个

苹果。因为，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方老师是带

了一个苹果让我们去“感觉”的。我还作为学

生代表，啃了一口那个苹果。于我而言，这个

苹果就与砸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一样重

要，终生难忘。

物理学上，关于“光的折射”有这样一个

规律——“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将

会发生折射”。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一条普通

的物理学规律而已，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这

条规律是带有吴钧达老师的无锡腔调的。

我们的生物课是蔡筱祥老师教的，他从

来不需要带教材进课堂。走进教室，第一句

话常常是——“你们 7 班讲到第几页了”，然

后就悠然开讲……我这才知道，所谓熟悉教

材竟然可以到这种程度。

何平老师教我们文选课，他带我们召开

班级读书会，一起品读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

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余华”这个名字，也

因此爱上了他的文字。虽然我现在教数学，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热爱。

……

不少人讲，当年中师生很优秀，他们做了

老师是教育之大幸，却影响了个人的前途。

我觉得未必。也许，很多人还真不太了解当

年的中师教育。对我个人而言，在十五六岁

时，在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接受中师教

育倒是人生的幸运。怀特海关于教育的目的

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的目标是，要塑造既

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

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

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

化，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有艺术般高雅。”

我觉得当年如师的教育大致就是这样的，既

给你精准的小学教育专业知识，又有广泛的

文化基础。当年文选课上的名著阅读，说唱

练习课的口头作文，音乐课的个人弹唱，人手

一样的乐器选修，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的

练习，都是指向全人发展的。

至今，我都记得如师的校训“贵全”，贵

在全面发展、全人发展。学校东西长巷门

楣上悬挂的两块额匾“做人育人”“读书教

书”，先做人再育人，先读书再教书。我觉

得，我们很幸运，在最好的年华遇到了最美

好的教育。

读大专的时候我是学习理科的，所以刚

工作我理所当然教了数学。后来，因为学校

工作需要我又教了两年语文，竟然教得挺

好，大家都很好奇。再后来，因为工作需要

我还教过科学、体育、美术、劳技、思品……

都能较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因为我中师的底

子还在啊！

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后来当了公务员、做

了新闻工作者，也都在自己的领域干得风生

水起。中师教育是为人生打底的教育，首先

培养的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而不仅是教你

当教师。如师给予我们的教诲或影响是终身

的，并不会因为青春的结束而终止，只不过方

式不同罢了。

于我而言，如师从未走远。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副校长）

走

进

“贵全”如师
从未走远

□ 储冬生

教育与美好生活

□ 丁建勇

丁建勇丁建勇（（右一右一））参与学生盘扣等传统手工制作活动参与学生盘扣等传统手工制作活动

疫 情 期 间疫 情 期 间 ，，丁 建 勇丁 建 勇（（右右

二二））与高三学生一起包饺子与高三学生一起包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