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培育-发
展”班级理念被越来
越多的人认可之际，
我知道探索不是一
个有极限的词语，实
践也不应该是一种

有终止的行为。 2013 年，我将在虚无与存在
之间，继续自己的班级培育之梦。

虚无与存在， 在小范围内是一对矛盾，而
在宏观范围内， 它们就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
弟。 在对立统一中追求教育的美好，或许是一
条可取的道路。于此，我做着如下的教育之梦。

班规的虚无与存在。 有教育者说，没有班
规班级就无法可依， 孩子们将处于自由散漫
的状态；也有人说班规越详细越好，这样更有

利于孩子们形成规范的
集体生活， 有利于孩子
们的习惯养成。 但教育
和工业生产的不同在

于，教育需要“百花齐放”，让每个孩子的个性
得到张扬，让每个孩子的灵魂得到蓬勃发展；
而工业生产则是以规范求质量的。 我们倘若
不是绝对地认定所谓的规范能够让孩子更
好地成长，是不能轻易去规范孩子们的，因为
规范可能就是扼杀。

2013 年，我将彻底取消班规。 但是，取消
班规不等于班规不存在。 如果孩子们的生命
存在是一粒粒的种子的话， 我会给孩子一种
向上的动力。 种子向上生长，一定是成长，而
不是扼杀。 我将用强有力的励志故事与言论，
激发孩子们的内在潜能，我相信，这种向上带
动的文化氛围，将胜于任何班规。 有人说，“一
个人的内在驱动力一旦激发出来， 它所产生
的能量是无法预估的”。 对此，我深信不疑。

班级的虚无与存在。很多人实践过班级
的改革，但无论怎么改革 ，我们总是在 “班
级”的客观存在中做“道”，而道场始终是“班
级”这个螺蛳壳。 倘若我们打破当下的班级
生态结构，甚至消解班级的存在，那么教育
将是怎样的呢？

2013 年， 我试图实践一个人带领传统
意义上的两个行政班级。让孩子们在本班级
虚无的前提下，在与第二个班级“向上力”的
比较中感觉到本班级的存在。虚无本班的前
提是，在班级内部取消班干部，取消班级的
行政组织，形成一个个建立在个性特长基础
上的委员会集团。 几个小集团“各自为战”，
集团之间互不负责。集团内部是合作的最能
发挥自己潜力的行动小组，而集团之间是相
互竞争的关系。 竞争的主题是“向上力”，是
在具体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服务意识、创新能
力等等。 这样，传统意义上的班级行政单位
就消解了。 但是，因为两个传统意义上的行

政班级是在同一个班主任带领下前进的，因
此，两者之间会有竞争，这个竞争的“外力”
存在又会使“传统的班级个体”感觉到班级
的存在。 同时，我会采取相互派遣“委员会”
的方式，让一个“传统班级”中的委员会执行
对另一个“传统班级”各项事务的监督。监督
就是对其内部委员会的“向上力”的评估，对
他们的服务意识和创新能力等的评估。这样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班级形态的虚无，因为竞
争和相互派遣而形成了存在，也会形成良性
的发展。 相信，这种存在更有利于孩子个性
的张扬和孩子综合素养的提升。

诚然，有了以上两种虚无，似乎班主任
也就虚无了。 但整个生态的形成，班主任又
是背后的操盘手，他又是存在的。

2013，或许我的教育梦很虚无，但是，我
相信经过切实的实践，它会是存在，哪怕只
是鸟儿滑过的痕迹！

（作者系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教师）

虚无与存在
□ 梅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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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所学校都有未来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基于保障安全
出行的必要 ， 元旦
后 ，被称为 “史上最
严”的交规修订版正
式实施。 新交规加强
了对闯黄灯的处罚
力度，引发了社会热
议。 有法学界人士认
为按闯红灯处罚闯
黄灯涉嫌违法。 接着

就闹出了深圳交警局与广东省公安厅交管
局打嘴仗的新闻。 《中国青年报》 评论呼吁
“以尊重科学名义建议缓行黄灯新规”。文章
说，新交规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并非
因为其严苛，而是因为它反科学，为了解决
一个小问题，却可能制造另一个大问题。

与新交规出台立即引发强烈反响相比，
已经颁布实施整整 10 年的 《民办教育促进
法》，因社会人群涉及面较小，几无教育圈外
人士关注，更无刺耳呛声。把“促进民办教育

事业的健康发展”列为第一条的这项“促进
法”， 究竟有没有有效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
发展，相信人们不难作出理性的判断。

依据基础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校数量的
走势， 特别是民办高中数量不增反降的事实，
固然不能得出《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钳制
阻碍了民办教育发展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促
进法”在基础教育阶段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有违立法初衷。 而在前两年网络调查中，基础
教育恰恰是百姓最不满意的社会事业之一。

虽然民办教育应“解决政府教育发展经
费不足问题”而生，但绝不是“政府财力不足
时的过渡性产物”， 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
然要求！ 目前，民办教育对中国教育发展和
社会发展的价值，普遍没有被认清，从而导
致政策左摇右摆，欲扬又抑。 走向“市场”的
中国经济，越走越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绩，教育却“计划性”越来越强，与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相脱离。教育的“强制性”
“威权化”“行政化”趋向愈发严重，和人的选
择性需求相背离。我们总是让家长削足适履
地去迁就学校，而不是用多元化的优质服务
去满足家长。 “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
和选择性”早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如果有人认为国家顺利推进免费义务
教育才是导致民办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减少
的原因，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结论。 不远的
将来，国家进一步发展，学生可免费享有 12
年，甚至 15 年义务教育，那时民办学校就会
消失吗？ 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校，许多都
不是公办国营的。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日
本和欧美国家， 民间资本也是促进教育发
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底线+创造”是安全稳定的保底策略和
高效跨越的创造策略的完美结合， 是处理复
杂教育问题的“黄金律”。 教育的进步与其他
领域一样，很难在大一统的管控体制下产生。
“办好各级各类公办学校”和“大力发展民办
教育”，两者兼顾，就是“底线+创造”。 前者是
底线，是保障，可以保均衡、促公平、守底线，
从而减少择校需求；后者是创造，是机遇，可
以抓环境、求发展、促繁荣，从而满足择校需
求！底线有保障，创造无止境。保底靠政府，繁
荣靠市场。 这与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并不矛盾。

新年伊始， 围绕闯黄灯新交规这场争
议，无论结果如何，都给教育，特别是教育立
法带来生动启示：再好的立法初衷也可能操
作跑偏，科学纠偏须及时。

《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 10 年来，
公办学校的垄断地位丝毫没有削弱，优质品
牌学校数量依然严重不足，选择送子女出国
就读的家庭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以法律形式
公布的种种“禁止”与“不准”却时时为教育
（不只是民办教育）创新亮出“黄灯”……

作为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
育不可或缺。 十八大结束，新一轮改革已经
站上起跑线，谁来为中国教育创新变革松绑
助威，并点亮一路绿灯？

2012 年 12 月 5 日，中国民办教育发展
大会在温州举行。温州，作为国务院“民办教
育综合改革试点区”， 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民
办教育发展的配套政策和实施办法：从“1+
9”文件，发展为“1+14”政策体系。这是“我国
目前民办教育领域综合性、配套性最完善的
制度设计体系，扫除了新时期阻碍民办教育
发展的政策性障碍。 ”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这方曾经创造无数经济
奇迹的热土，能否创造另一个奇迹，为中国
教育探路？

2013，让我们载着希望，前行！
（作者系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

尽管今冬有点
寒冷， 但对于民办
学校来讲， 这个冬
天还是感受到了一
片暖意。因为，在过
去的一年里， 我们
再次听到政府部门

发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 ”，“民办教育是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
量”这样激人奋进的声音。

岁末三省，以期未来。 自投身于民办教
育以来， 我总是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态下，
对过去进行一些反思， 对未来展开一些憧
憬，年年如此。 但今年更多的却是一种与往
常不同的踏实，这份踏实来自于民办教育的
“好声音”———那些突破预期开展 “高效课
堂”的课改民校，硕果累累；一些到处“找学
生”的民办学校改写了现状，实现了家长和
学生“找学校”的反转；在教育主管部门和社
会评价中，一些民办学校大步跃进，走到了

公办名校的前排。
然而，十几年前并非如此。那时，虽然一

些高端民办学校的硬件条件相比公办学校
优越得多，可仅靠硬件优势，仅靠宣传，没有
成绩的支撑，没有信赖可言，还是要费尽心
思到处去找生源。以至于像当年北京一所民
办学校校长所说，“别人不要的我都要”，硬
是将学校办成了“差生集散地”。此举虽然占
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事实上，这种办学实
在“难为”。 但难为也得为，此时，“没有教不
好的孩子”就成了一些民校招生的法宝。 于
是，当家长把在公办学校“教不好”的孩子都
送到这些“神仙学府”后，当孩子并没有出现
想象和宣传中的变化，家长只有留下一声叹
息，并夹杂着几句骂声，拂袖而去。

那些年，民办学校就是在凄凄惨惨中走
过了创业之初。并且，一些高举先进理念，但
实际操作却跟进不了的学校，一些办学初衷
不良的问题学校，相继退出。于是，民校前途
何在？ 创业时日何以如此艰难？ 未来道路怎

样走？ 这些问号始终困扰着民校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这是描绘如今民办

学校发展历程最好不过的诗句，也是诠释历
史规律的不二法则。一些办学成功者的秘籍
就在于此， 正是因为有一份执着和坚持，有
一份忍耐和斗志，所以，当春风再度的季节，
他们没有错过，而是走到了如今，感受了冬
去春来的惬意。可这里饱含的泪水和汗水又
有谁人能知！

回眸也好，反思也罢，凭的就是鼓起勇
气往前走，同时，不能否定的是，历史和教训
是前行的“导航仪”。 那么，民办教育短短 20
年的发展究竟告知我们什么？一是中国的教
育和社会的进步需要民办教育；二是冲击教
育改革壁垒的攻坚力量当属民办教育；三是
只有坚守教育根本，不被商业诱惑才能走得
更远。特别是第二点，我认为，这是近些年来
一些致力于高效课堂改革的民办学校，用自
己的那份执着 ，用 “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果
敢，用超越职业的事业感和责任感，担当起
了中国基础教育课改的使命。 无可置疑，这
点对于那些日子过得很滋润的公办名校来
讲，一般是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只有我们

民办学校才敢“立马悬崖”，才能因此而呈现
出自身的价值所在。

当年历更新，2013 年到来时，我忽然涌
出了一份感动，想着继续的事业，想着不敢
停歇的步伐 ， 但更多想到的还是那两个
字———担当。 担当是对民办教育人做事风格
最好的诠释，担当是一份心态，是一种价值
观， 是能够感动他人也能感动自己的动力
源。 当然，我也想到了民办教育接续向前的
方向问题，这是一个“三维问题”：向下，把管
理 ，包括文化管理做得更深 、更到位 、更坚
实。 向上，让课改走进“深水区”，让课改品位
再高一些。 向外，把教育服务做得更好，拓展
的空间和范畴更广。

2013， 开年钟声的主旋律似乎在诉说
着，这是一个不凡之年，也是民办教育的机
遇年和发展年，抑或，对于那些故步自封、满
足现状、低位生存的一些民办学校，这又可
谓是危机年。 那么，我们基于挑战的心态，面
对所有的憧憬和期待，只有拿出一份“志士
不忘在沟壑 ”的豪情 ，推开窗子 ，用激情眺
望———那一窗愿景。
（作者系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国语小学校长）

民办教育在期
待 中 送 走 了 2012
年。 “世界末日”没
有来临， 但人们期
待的教育部原计划
在 2012 年 上 半 年
召开的全国民办教

育工作会议到年底终于也没有举行。其原因
还是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关部委之间在出台
鼓励民办教育发展的若干关键政策上没有
达成共识，由此传递的信息使民办教育的空

气 变 得 压
抑和凝重 。
2012 年 全

国民办教育发展大会在温州举行， 规模空
前，反映了民办教育界对民办教育未来发展
政策走势的关注和期待。 但是，大会交流信
息表明，虽然受到国家高度关注的温州民办
学校分类管理试点在继续进行中，但它所面
临的“标准难题”、“过渡难题”和“转型难题”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试点的前景并不明朗。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的“清理并纠正对民
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也是“只听楼梯响，
未见人下来”， 如何体现教育规划纲要中关
于发展民办教育的“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在国家政策层面依然并不明确。
与此同时，一种不好的苗头正在出现和蔓

延。一些地区以规范招生秩序为名对民办学校
的自主招生设置了种种限制，如要求民办学校
要事先申报招生范围、 招生方式和招生规模，
并且要在政府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公然无视
《民办教育促进法》、《义务教育法》关于民办学
校办学自主权的相关规定，也是对《行政许可
法》关于政府行为禁止性规定的挑战，民办教
育正面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 10 年来新的
发展危机。与民办教育以往所遭遇的发展障碍
相比，对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特别是招生自主
权的限制，对民办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的
伤害将会更为持久和深远。在这样的体制环境

中， 民办教育只能走公办教育应试教育的老
路，民办教育的制度优势难以体现，民办教育
的存在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我有一个梦想， 在一个不是太遥远的将
来，中国应该成为自由办学的天堂，一切强加在
人们身上的枷锁统统都被拆除， 每一个人的聪
明才智都能得到释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
将再次令世界为之赞叹。 在通向这一伟大目标
的历史征程中，学校自由招生，学生自由择校将
是必要的制度形态。 毫无疑问，在 2013年这一
切都不可能实现， 但让人们认识到自由对于教
育的基本重要性， 自主招生对于民办学校的基
本重要性应该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一周智讯

民办学校招生政策研讨会
在杭州召开

本报讯 2012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 由中国民办教
育研究院浙江分院主办、 浙江
大学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
心协办的全国民办学校招生政
策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本
次会议的主题为 “民办学校招
生政策的创新与实践”。

如何缓解民办学校与公办
学校之间的激烈的生源竞争局
面？ 如何理解《义务教育法》中
的 “免试入学 ”要求与 《民办教
育促进法》所规定的“民办学校
招生自主权”之间的冲突？ 如何
解决民办学校在招生时间 、招
生范围和招生方式上的自主权
与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的招生管
理方式之间的矛盾？ 民办学校
如何处理 “学校招生计划 ”与
“实际招生需求” 之间的差距？
在这些关乎民办学校生存和国
家民办教育政策的热点问题
上，迫切需要汇聚各方智慧，探
讨解决之道。 会上，上海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 浙江大
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
华，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法律事
务部部长、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
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
足，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民办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张铁明， 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等
民办教育界专家分别发表演
讲，为民办教育发展建议献策。

（褚清源）

陕西省民办教育协会
在西安成立

本报讯 陕西省民办教育
协会日前正式成立 ， 首批有
110 所民办高校、职业学校、中
小学和幼儿园加入协会。 协会
将促进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民
办教育事业， 推动民办教育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

协会主要职能包括： 促进
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民办教育
事业的发展； 开展民办教育科
学研究， 促进民办学校办学质
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开展民
办教育评估活动； 推广民办教
育科研成果和经验； 培训民办
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 组织
开展民办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
作活动；开展行业规范、行业自
律和行业维权活动。 同时，为政
府对民办教育的决策提供咨询
服务。

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原副书
记、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原党委
书记董祥林当选为协会会长 ，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等 14
人当选为副会长。 （黄浩）

让民办学校都能自由办学
□ 吴 华

民办教育好声音
□ 王国平

这个季节，北京正值寒冬，满目萧条，而
在南国却是温暖如春，一地生机。 民办教育
人眼中的未来正如季节的正反两面，有人触
摸到的是悲情，有人则满怀希望。 每每在岁
末年初回顾或展望民办教育时，不同的人总
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形势研判。

当前，一个主流的认识是，政府的公共
财政对公办学校的投入不断增加，民办学校
教师回流公办， 民办教育的空间被挤压，呈
整体走弱态势。 因此，不少办学者开始了又
一次的奔走呼吁，往往习惯于拿民办学校的
苦难来博得同情和支持，寄希望于政府能够
给予政策上的解救。

客观地说， 一所民办学校的发展史往
往就是一部辛酸的政策博弈史。 从最初“两
免一补” 的实施到免费义务教育的高调启
动， 这些惠民政策让更多中小学生受益的
同时，却成了民办学校欲说还休的痛。那些
以发展为基本诉求的奔走， 刻录着民办教
育坚韧的也是脆弱的成长， 这里不仅有他
们理想的坚守， 还有局外人无法感知的苦
痛。 但是，苦难不是博得别人同情的资本，

民办教育必须自我救赎成为强者。 政府也
许并不热衷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但一定乐
于锦上添花。 民办教育只有成为强者才能
赢得政策上更大的支持。

今天， 人们往往热衷于讨论顶层设计，
似乎政府关于民办教育的顶层制度设计好
了，民办教育就能有更好的发展。殊不知，民
办教育的发展缺的不是钱， 不是政策支持，
缺的是理想和改革激情。对于源于草根的民
办教育来说，更需要基层探路来积蓄经验和
动力。 当教育走向民间，一个个微小的行动
向着明亮那方，注定催生思想的独立与教育
的多元；当基层探路成为新风，那些探路者
的创新动力和改革智慧，注定共同指向同一

个立场：学在民间。
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独立版本的历史，

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对于整个民办教育
的发展也都有一个自我描摹的未来。民办教
育不相信眼泪，民办教育的问题也并非积重
难返，刚过而立之年的民办教育需要删除负
面情绪，向内求变，向上发展，以自身的强大
来拓展发展的空间。宽松环境从来不是等来
的，而是自己营造的。

企业界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条猎狗将
兔子赶出了窝，一直追赶，追了很久仍没有
捉到。 牧羊人看到此种情景，讥笑猎狗说：
“你们之间小的反而跑得快得多。 ”猎狗回
答说：“我们俩都在跑，但却是完全不同的！

我仅仅为了一顿饭而跑， 它却是为了性命
而跑呀！ ”拿这个例子来比喻公办学校和民
办学校，有些不恰当，但是侧面反映了两类
学校真正的生存状态。 公办学校和民办学
校就像狗和兔子，公办学校为骨头而奔跑，
民办学校为生命而奔跑。

这个故事揭示了民办教育天然的发展
动力，但值得警惕的是，倘若民办学校也跟
着公办学校去为骨头奔跑，倘若你提供的教
育等于公办教育，倘若你不由自主地成为公
办教育的附庸，那么你注定会被淘汰。

民办教育的发展可谓一半是海水， 一半
是火焰；一边是野蛮生长，一边是发展阵痛。
正如一切都存在风险一样，一切又都是机会，
关键在于是被动等待机会， 还是主动拥抱机
会。 换一种视角，你会发现绝处一定能逢生，
危险中一定有机遇，迷局中一定有出口。

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
重要力量，各级政府要把发展民办教育作为
重要的工作职责。”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我们
理应有更高的预期。

民办教育：愿景 2013

别让创新遭遇“黄灯”
□�卢志文

■策划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