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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刘守莲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办学条件、顶

层设计、文化建设、制度章程等固然重

要，但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教师是

否拥有“持续生长”的能力才是学校发

展的最关键因素。

影响教师工作热情的因素有很

多，如职称、压力、年龄等，不过，真正

把教师压倒的往往是日常工作中的被

忽视、被不公对待、被放弃等心理和情

感体验。被需要、被认可和被尊重是

每个人最基本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所

以，校长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让有不

同渴望和需求的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

工作动力和成长点。这是校长工作的

重要一环。

把老教师当“宝藏”，让“归属感”撬

动老教师的“持续生长”。生活中，我们

总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学校工

作也一样，老教师对教材重难点的熟悉

和把控，对教育契机的敏感度和捕捉能

力，对棘手问题的处理能力以及治班管

班经验等，都是学校不可多得的宝贵财

富和教育资源。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

并深度挖掘，让老教师半生积蓄的“宝

藏”能够被发现、被重视、被需要，厚泽

教育，实现其价值。

在西山路小学，各个年级、各个学

科都活跃着几个专业素养过硬、群众

威信高、有能力有担当、在区域内外有

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科骨干教

师，虽年龄渐高，但不管是工作热情和

干劲，还是工作能力水平，他们都不输

给年轻人。充分尊重老教师身上的

“经”和“宝”，给他们充分发挥和施展

的舞台，老教师不仅没有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出现职业倦怠，反而更加热情

地投入工作，勇敢地走出舒适区，持续

生长，这是教育生活中最值得珍视、最

应守护的风景。

把青年教师当“宝贝”，让“使命

感”撬动青年教师的“持续生长”。对

于初登讲台或教龄较短的青年教师，

我们要当作“宝贝”来守护。他们是

未来、是希望，每一株幼苗都需要经

过浇水、施肥、精心打理才能长成粗

壮的大树，青年教师的成长也要经历

这样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反复历练

和打磨。粉笔字、简笔画、信息技术

使用能力、治班管班经验、突发问题

的处理等，都要在实践和尝试中不断

领悟和学习。

我们努力为青年教师搭建成长平

台，制定科学的基本功训练日常表，让

他们尽快感知自己肩上的“使命”，增

加自己执教的底气和力量。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容错”机

制。在青年教师出错时，老教师能及

时补充和补救，让初登讲台或资历较

浅的教师能放下包袱，大胆尝试和创

新，放手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个性，更快

更好地成长。

“捆绑式成长”，让“荣誉感”撬动

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的“持续生长”。

在西山路小学，最流行的一个词叫

作“捆绑式成长”，即在日常读书、运

动、劳动中，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

捆绑式成长；在日常学习和活动中，

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之间一起捆绑式

成长；在学校生活中，老教师和年轻

教师也一起捆绑式成长。

新教师入职后要拜一名同专业的

资深老教师为师，二者签订一年的捆

绑式成长协议，一年后根据情况可以

更换捆绑对象重新签订协议。每名新

教师都要经历最短五年的捆绑式成长

模式。在初签协议的一年中，两位教

师的各项工作考核是捆绑在一起累积

计算的，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年中，既考验老

教师的专业能力和职业影响力，又考

验新教师的学习力和领悟力，更考验

他们的团队合作力。

通过捆绑式成长，老教师的归属

感和荣誉感、青年教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都得到了激发，新老教师都活力

满满，干劲更足，成长加速。这样的持

续生长，让我们的校园生活更有滋有

味、有声有色、生机勃勃。

（作者系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西

山路小学校长）

让教师“持续生长”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
主要场所，是学生学会
社会交往、迎接挑战、实
现个人成长的地方，也
是学生社会和情感能力
发展的主要场所。心理
安全是学生成长的基
石，因此学校也应该是
学生心理安全重要的守
护者，为学生成长提供
情感支持。学校如何给
学生创建一个安全、快
乐、包容并具有参与性
的生活环境？在近日举
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
坛第九届年会上，北京
四中原校长刘长铭围绕
学校如何构建心理安全
环境作了主题发言……

刘守莲谈激发教师活力③

在西山路小学，各个年级、

各个学科都活跃着几个专业素

养过硬、群众威信高、有能力有

担当、在区域内外有一定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学科骨干教师，虽年

龄渐高，但不管是工作热情和干

劲，还是工作能力水平，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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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讲起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国家提出

的教育发展目标。什么是“人民满意的

教育”？其中有几个关键概念需要厘

清。我认为，今天的教育“内卷”与我们

对这些概念的不全面理解有关。

第一是“人民”的概念。每当我们

听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句话时，首

先想到“家长”，似乎家长满意就是人民

满意。其实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家

长满意”不等于“人民满意”。这里的

“人民”首先是指孩子，孩子不仅属于人

民范畴，而且是受教育的主体。教育首

先要让他们满意，他们在对教育的评价

中具有最大的权重。有人可能会说，他

们还是孩子，还不到 18 岁，他们懂什

么？我要说，孩子是人民的一部分，这

一点毋庸置疑。他们从出生就享有一

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命权、被抚育

权，享有被关爱、被呵护、被尊重的权

利，享有获得幸福快乐的权利，等等；随

着年龄的增大，他们享有越来越多的做

个人选择和决定自己行为的权利；18岁

后，他们还拥有作为公民的种种权利和

义务。所以，孩子是否满意是评价教育

最重要的因素。不论家长认为教育有

多么好，但只要孩子不满意、不喜欢，所

谓的“好”和“满意”就要大打折扣。遗

憾的是，现实中孩子对教育的评价和感

觉常被忽视，他们对教育的评价和选择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第二，什么是“满意”？我相信一

个简单的逻辑：满意会让人感到快乐

幸福，快乐幸福源自满意，不满意而感

到快乐幸福有悖常理。我认为，对教

育满意的标准就是看孩子是否感到幸

福，是否快乐，是否享受学校的学习生

活。许多人一听到快乐，脑子里立刻

想到“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好逸恶

劳”“不学无术”“颓废堕落”等，所以快

乐教育始终饱受诟病。其实，快乐教

育不是自由自在，不是轻松自如，不是

无所事事，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约

束，不是娇惯纵容……快乐教育是让

孩子体会到被关注的快乐、被尊重的

快乐、被关怀的快乐、被理解的快乐，

体会到参与挑战的快乐、赢得认可的

快乐，获得进步、成长和成功的快乐，

享受到同伴和师生相处的快乐……学

习是辛苦的，但不应当痛苦。

快乐与健康密切相关。快乐不仅

能带来身体上的健康，更能影响心理和

精神的健康。大量的调研数据表明，当

下我国青少年中厌学现象和心理问题

已经不容忽视，学校教育（当然也包括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与学生厌学情绪

和心理问题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如

果孩子对教育很满意，他们怎么能产生

厌学情绪？怎么能有越来越普遍的心

理问题？或者说，学生的心理问题会得

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当然学校教育不是

诱发学生心理问题的唯一原因）。

什么值得教

学校如何缓解学生的厌学情绪和

心理问题？

我 从 多 年 的 教 育 经 历 中 认 识

到，很少有纯粹厌学的学生。学生

表现出厌学，通常是他们不喜欢学

我们规定的知识，或者是只为考试

而学的知识，他们对与生活有关的

知识更感兴趣。美国学者阿兰·柯

林斯在《什么值得教？》一书中写道：

“为什么学校课程中充满了成年人

永远不会使用的东西？”《中国青年

报》也曾对 5210 人进行调查，结果令

人吃惊：近 60%的受访者表示已不记

得中学时代所学的知识，只有 8.6%

的 人 表 示 经 常 用 到 中 学 所 学 的

知识。

不同认知风格的孩子会对某种教

学方式产生不同的反应，不适合的教

学方式或学习方式难以激发其学习热

情。美国华盛顿州切尼中学教师帕德

温和伯特在一份关于户外教学的研究

报告中指出，“这个项目（一项中学生

户外生态研究活动）最大的成功之处

是看到学生如此投入……许多最投入

的学生往往在常规课堂环境中有学习

困难……那些经常无法专注和参与传

统课堂学习的学生在户外学习体验中

变得‘有动力并沉浸其中’”。我的教

育实践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学生

对某些课程缺乏热情，却对自己感兴

趣的学习活动乐此不疲、废寝忘食，并

能在相关领域中快速获取知识、提升

能力。

师生关系是影响学生学习热情的

重要因素，这一点中外研究的结果高

度一致：不喜欢学习的学生常常是因

为不喜欢老师。我始终认为，建立良

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喜欢自己是教

师最重要的专业技能。

学习是人类的本能，学习的欲望

与生俱来。当你发现不强迫孩子就不

愿意学习，那只能说明以往不当的影

响已经使孩子失掉了学习的兴趣。我

们先让孩子失掉了学习的本能和热

情，然后再强迫他们学习，这是产生厌

学情绪的根本原因。

不要认为只有学习我们规定的

内容才是学习，不要认为只有坐在教

室里听讲记笔记才是学习，不要认为

纸笔考试才是检验学习成果的唯一

方式，不要认为只有考试分数高才是

学习效果好……要允许孩子选择学

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充分尊重孩

子的兴趣，让孩子先学起来（不论学

什么），把学习的热情重新点燃，并且

努力使之保持下去，为终身学习奠定

基础，这才是教育应当做的最重要的

事情。

当一个学生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

他为什么要用主要精力学习这些而不

是那些、要全力以赴学习这些而放弃

那些时，当他能够对个人的学习规划

作出理性思考和大胆抉择时，你完全

不必担心他走向堕落，他的生命不会

因此荒废。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不仅仅

是给予，更在于激发，激发学生的内

在动力，激发学生的理想、愿望和目

标，并在此基础上学会选择，这是实

现学生主动学习和发展的前提，也是

衡量和评价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我

相信，这样的教育一定是学生满意的

教育。

“玩”不是多余的

造成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少必要

的游戏活动，尤其是“自组织游戏”或

“自由游戏”。游戏是孩童的主要社会

活动，是发展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要途

径。心理学家、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岳

晓东早年曾写过一本书《少年我心》，

书中分析了游戏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的作用。

为什么强调是“自由游戏”或“自

组织游戏”？因为在这样的游戏中，孩

子能够自然形成一个“社会组织”，每

个孩子都能自发或自觉在组织中找到

自己的角色定位，形成自然分工。这

样的游戏是儿童走向社会的必经途径

和必要准备。

我目前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安排

一段时间让学生疯跑、撒欢，开展无

组织无目的的自由活动，这使我有大

量 机 会 观 察 和 分 析 学 生 的 行 为 表

现。我发现，没有教师或成人组织，

学生很快就自发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自然形成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其

中有些学生明显是充当了组织者的

角色，自然形成分工。而组织者并非

一 定 是 在 课 堂 学 习 中 表 现 好 的 学

生。比如，学生在草地里捡来一些石

块和树叶反复摆弄，敲敲打打。有的

负责找树叶、捡石块，有的负责设计

摆放，摆的方式根据大家的意见不断

变化调整，有的学生自然成为策划者

和领导者，而其他学生也自觉接受了

从属的角色，形成了很有序的社会

活动。

当然，活动不能总停留在低级水

平上。对年龄稍长的学生，要进行必

要的引导。比如，开展项目学习或项

目活动。项目学习和项目活动就是

大孩子的“自组织游戏”。项目组织

是学生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以共同

的兴趣、愿景和目标为基础，每个学

生都能在这样的组织中找到自己的

角色定位，体验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样的体验是其社会性发展不可或

缺的。

游戏是孩子社会性发展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美国学者加

来 道 雄 在《心 灵 的 未 来》一 书 中 写

道：“‘玩’好像是多余的，但它也是

意识的基本特征……当孩子玩耍的

时候，他们往往试图以简化的形式

模仿复杂的人类相互作用……每一

个游戏都是一个（社会组织）模型，

让儿童部分地体验成人行为和模拟

未来自己的生活……”他在该书中

还引用了美国神经科学家理查德·

戴维森的观点，“学校里的成绩，学

术能力测试分数，对于成功的重要

性都不及合作能力、控制情感的能

力、延迟满足的能力以及集中注意

力的能力。所有的数据都表明，对

于成功而言，这些能力比智商或成

绩要重要得多……测试无法衡量动

机、毅力、社交技巧和一系列完美人

生所涉及的其他品质”。

总体上说，今天的孩子绝大多数

时间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学习和生

活状态，缺少与同伴之间发生自然真

实的社会互动。虽然学校是一个社会

组织，但目前学校的教学组织方式和

孩子的学习活动方式都缺少孩子之间

自然发生的社会互动，为提升考试分

数 而 产 生 的 学 习 活 动 主 要 是 个 体

行为。

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减少了孩子

之间的社会互动，这对孩子的心理

成长十分不利。所以，当恢复正常

的教学秩序后，学校应当为学生安

排必要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孩子处

于精神自由奔放的状态。我相信这

样做会有效缓解学生的心理问题，

驱散由于长时间居家学习而造成的

精神孤独的阴影。当然我也知道，

要求学校每天安排时间让孩子自由

玩耍，这样的想法在当下许多学校

显得有些奢侈。

什么是好的教育生态

我曾在一次关于心理问题的讨论

发言时，编了一道选择题作为引入：

如果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使许多

人生病，你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A、

多建一些医院；B、治理环境污染。

同样，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学生心

理问题，你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A、

增加心理教师人数，多开心理课；B、改

善学生生活状态和学校教育生态。

我 想 每 个 人 心 中 都 有 明 确 的

答案。

“教育生态”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

念，它所包含的因素非常复杂。一所

设备先进、校舍豪华的学校未必就是

教育生态良好的学校，反之，一所普普

通通的学校可能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生

态，孩子学习生活乐在其中。

什么是好的教育生态？好的教育

生态就是好的学校教育生活，是充满

平等、关爱、信任、友好、理解、尊重、鼓

励、支持的学校教育生活，每个学生都

能够在其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价值

感、成就感、自豪感……好的教育生态

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友好的互助和竞

赛，而不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残

酷竞争。好的教育生态就是让学生满

意的学习生活，就是让学生满意的

教育。

过去插队在农村种地的经历让我

懂得一个简单道理：养好地，庄稼自然

就会长好。

（作者系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总

校长、北京四中原校长）

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