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吴绍芬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6年 4月 6日 版推进教育家办学14
JIAO YU JIA

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对话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总督学包祥

现代教育不应疏离什么

中国教师报： 您一直倡导教育要遵循
自然规律，要读懂学生，保卫孩子的童年，
正像您所写的《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书一
样，为孩子打开生活，打开大自然，让他在
自我教育、自主发展中健康生长。您为什么
选择“自然生长教育”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包祥：“天地无人推而自行， 日月无人燃
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 人之所以生，所
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 ”教育
同样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 教育要留给儿
童足够的“空白栏”，让儿童有足够的自主自
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 大自然需要儿童自由
自在、 不受打扰地享受大自然， 让儿童生理
的、本能的、无意识的生命，以原生态自然生
长呈现。所以，我将自己的教育主张提炼概括
为“自然生长教育”。

“自然生长教育”不是“自由生长”，也
不是纯粹的“自然教育”，更不是对儿童没
有期待的“不教育”，而是遵循儿童生命的
自然天性，遵循教育天道，对儿童进行符合
“道”的教育，是让儿童有所“自”而后有所
“然”的教育，是期待儿童成为自己的教育，
是有最高层次期待的教育， 也是对儿童生
命个体极高尊重的教育。

自然生长，是春、夏、秋、冬，是昨天、今
天、明天，是早上、中午、晚上。对于儿童，是
1 岁、2 岁、3 岁……生长过程，4 岁的儿童
不能跨过 5 岁就到 6 岁， 儿童生长没有跨
越式发展。 有人说： 从新生儿到 5 岁的孩
子，是令人震惊的一段时间，而从 5 岁到成
年人却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自然生长
教育”一直倡导从家庭教育抓起，让孩子走
好每一个生长的关键期。

中国教师报：从您的阐述中可以看出，
“自然生长教育”应该汲取了许多中国古圣
先贤的教育思想。

包祥：是的。多年来，我以《易经》《道德
经》《论语》等中国文化经典研究教育，结合
西方的现代教育思想提出了 “自然生长教
育”。 我认为，现代教育人不应疏离孔子的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等教育思想；不应疏离“迷时师度，悟时
自度”的教学方法；不应疏离朱熹的“涵泳”
读书；不应疏离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知识分子使命。如果疏离了，教育的问题就
来了。面对教育出现的问题，我们要不断纠
偏，使其呈现教育本然的状态。

认识儿童的“第一教育”

中国教师报：在您眼中，每一个儿童都
是珍贵的存在。 能否为您眼中的儿童做一
个更详细、更具体的描述？

包祥：儿童是生发蓬勃智慧的源泉。每
个儿童只要醒来，他们的所有活动，几乎就
像一个喷发的源泉，在喷发力量和智慧。他
们追蝴蝶，做沙城，数星星，看蚂蚁，相互间
斗斗小心眼，给妈妈讲故事等，都是在喷发
智慧。 无论是乖孩子，还是调皮的孩子，都
是这样。 儿童是智慧的源泉， 是神奇的存

在。 成人要做的是保护， 保护孩子的发现
欲。发现欲是孩子的天赋，天赋只有遇到好
的教育环境，才能变成智慧。

儿童来到人类世界， 第一个行为就是
“看”。 儿童都有一双“慧眼”，只要醒来，小
眼睛就瞪得大大的，在张望，在看。 有时孩
子盯住一个物件会看很长时间， 是在用眼
睛认识世界、发现世界。

看，是动物的本能，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观人察事、察颜观色等，是人立于世的基本
技能。 正是人类善于观察，观察宏观世界，观
察微观世界，才能深入了解世界，才能掌握
事物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本质规律。

在看中吸收信息，婴幼儿就是这样。对
儿童来说，看到的环境，看到的事物，看到
的人和事，是对他的“第一教育”，而家长和
教师的说教是“第二教育”。对于儿童，第一
教育远比第二教育重要。

中国教师报：“自然生长教育” 下的儿
童学习状况会是什么样？

包祥：趋向自然的教育，孩子的天赋才
能得到发挥。 孩子从睡梦中醒来， 就在学
习。孩子的学习开始在眼睛里。孩子天生不
是一张白纸，他们具有高度的天赋，有许多
事是无师自通的。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样的
途径，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引导和
发挥孩子的天赋呢？

其实，越接近自然状态的教育，越容易
发挥孩子的天赋。 在比较自然的教育状态
下， 家长应该注重孩子的 “自发性”“领悟
性”和“呈现力”。“自发性”是指孩子不需要
大人帮助或督促， 自己在那里专注地琢磨
什么，或者有模有样地做“表演”；“领悟力”
是指孩子在没有大人教授的情况下， 能够
“突然”把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找出共同
点，或者发现事物现象“背后”隐藏的东西；
“呈现力”是说孩子在“自发性”和“领悟力”
的基础上，说出什么、唱出什么、写出什么、
画出什么、做出什么、表演出什么，只要是
他自己想出来的并且富有新意， 都属于孩

子的“呈现力”。
自发性、领悟性、呈现力是表明孩子天

赋状态的三个维度， 都体现在孩子的日常
生活中。一旦家长观察到孩子的这些行为，
就应该引起高度的注意， 因为这很可能显
露了孩子的某些天赋倾向。在此基础上，家
长可以有意识地对孩子的行为进行鼓励，
提供必要的条件， 通过或 “明”（有意）或
“暗”（无意）的方式，把孩子的天赋慢慢“牵
引”出来，成就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因缘。

中国教师报： 从孩子自然生长的具体
路径出发，您设计了儿童的“八大习惯”，请
您具体谈谈包含的内容， 以及为什么锁定
这“八大习惯”？

包祥：儿童一生必须有一些好的习惯，
这样会让他终身受益。比如，吃饭要独立进
餐，食适宜食品；睡觉要自然就寝，自然醒；
穿衣是劳动的开始， 美的开始； 要孝顺老
人，善待他人；讲干净，做到内在心灵美，外
在环境美；达至有序 ，顺应天时 、地性 、人
心；说话要客观表达，不弄是非；走路应展
现绅士淑女风范，做到优雅大方。

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
是有序发展。“道”深隐于事物内部。人的存
在是一种秩序的存在， 秩序感的形成对于
儿童的生长及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秩序
感的生成往往在幼儿生长的敏感期。 习惯
是秩序，是人重要的秩序，是影响人一生的
秩序。

“大鱼带小鱼”的自学习

中国教师报：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是孩
子生活学习的主要阵地。 自然生长教育在
课堂教学中是如何落实的？

包祥：自然生长教育主张“用教育的最优
化协助学习的最优化”，因而自然生长课堂观
主张首先认清“教”“育”“学”“习”的本义。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自然生长教育的课

堂观强调教师的示范引领， 倡导 “大鱼带小
鱼”“以名师影响学生”。 “大鱼带小鱼”是一种
建立在示范基础上的自学习体系， 强调自我
学习、自我思考。 传统教学显示为“以教师的
讲授为中心，学生围绕教师的讲授转”，自然
生长课堂则转换为以学生“自度”为中心，“师
度”围绕学生的“自度”转；同时，传统教学显
示为“以阅读课本、记住答案为中心，学生围
绕课本和标准答案转”，自然生长课堂则转换
为“以思考、假设、质疑为中心，学习围绕学生
的思考和假设转”。

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最重要的是唤醒
孩子内心爱的种子， 如果这个孩子没有被唤
醒，就表示教育失败了。与他的成绩无关教育
的核心是人的发展！如此看来，“教育”一词的
本义该是“育教”，育在先，教在后。

学，乃觉悟也。所谓“迷时师度，悟时自
度”，不是单纯的效仿、接受和记忆，而是不
仅记得还要晓得，有心得、有自己的见解。

习，数飞也。犹如雏鸟练翅，要实践，学
以致用，用以致学，发现方法，而后有觉知
地练习，形成能力。

中国教师报：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坚持
哪些具体原则？

包祥：自然生长课堂主张“发现探究-
思考分享-展示绽放”的学习路径，让孩子
掌握学习之道，彻底转换传统的教学思路。
比如，有人反对“教知识”而强调“教方法”，
而自然生长课堂主张 “引导学生发现方
法”。取象比类，就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再
如，许多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而自
然生长课堂主张“唤醒孩子的潜能”，让孩
子自然生长出能力。

自然生长课堂主张 “少讲”“精写”“多
读”“多实践”。 只有少讲，教师才可能从一
个滔滔不绝的传授者转变成一个观察者、
一个思考者、一个研究者、一个规划者、一
个协助者、 一个好的引导者。 也只有教师
“少讲”，学生才可能得到解放，教师自身才
可能得到解放。 只有师生都从“满堂捆绑”
的状态下解放出来， 每个人才可能成为他
自己，做他自己的事。学习本来就是每个孩
子自己的事， 不是吗？ 究竟如何才算 “少
讲”，不可一概而论。

“精写”，无论是写字，还是写文章、写
别的“作业”，都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唯有
“精”，才能保证效果；唯有“精”，才不会导
致孩子生厌；唯有“精”，孩子才容易体验到
成就感。

“多读”之“多”除了有量的概念，还有
方式和方法的概念，内容的多样化概念。

“多实践”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探究发
现是实践，把学会的教给别人是实践，用学
会的知识解决问题是实践， 用不同的方式
创作呈现作品是实践， 开读书分享会是实
践，表演课本剧也是实践，英语趣味配音是
实践， 整理学习所得也是实践……所有的
实践都是“习”的一种方式。这样，我们就不
难理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当学而觉
悟到心，这是一种怎样的欣喜和满足？觉悟
而能用到，用而得验证所悟，深化所悟，发
现更多未悟之处， 学习该是多么具有魅力
啊！ 学而时习之，一定是非常“可乐”的事，
怎么会厌学呢？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包祥，河南省郑州艾瑞德国际学校总督学，曾任省重点中学校长和民办学校校长
达 20 年之久。 代表作品为《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孩子赴美读高中已经一年多了， 一切
都好。我也没闲着，趁着寒暑假在美国走访
了几十所公立私立学校， 与美国一些高中
校长成了朋友。在一次次交流中，我首先惊
讶的是，原来美国高中生的负担会那么重！
孩子是在国内读的初中，初到异国他乡，第
一感受就是轻松， 那里没有人会难为留学
生，可以不选择任何挑战课，可以每天上半
天课，可以整天游荡校园，可以晚上不做作
业， 留到第二天自修课涂鸦式画完。 作业
少、课程易、活动多，一度让孩子轻松得十
分不自在。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认识上
有偏差，美国高中的 GPA 评分系统虽然有
别于国内“一考定终身”，但是 GPA 着眼于
日常每一次学习评价的均分，也就是说，如
果想达到优秀，每一次考试、每一次作业都
必须优秀。现在，挑灯夜战到深夜 11 点，于
孩子已成为常态。 美国孩子在幼儿园和小
学阶段基本属于放任自流， 而到了高中阶
段，如果真的想要考一所好大学，压力并不
比中国孩子小。

当然， 中美教育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
差异， 其中美国孩子生均占有的教育资源
之多，着实让人惊诧。美国私立高中的师生
比很低，一个教师教几个学生，学生有足够
的时间向教师提问，与教师深入探讨，美国
的精英教育真的很少有哪个国家与之相比

肩。 其中的 STEAM 综合课程，在美国的中
学课堂日臻完善， 这种基于真实问题解决
的探究学习、基于设计的学习，让我发现了
美国人发展创新力的源头。 以孩子就读学
校的机器人社团为例， 每年能从政府那里
得到 1.5 万美元的拨款，用于购买材料、租
用场地， 学生可以第一时间在课堂上使用
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成果从事科学创造，机
器人制作一切从零开始，孩子们在设计、测
量、制造、试验一系列环节中，获得关于科
学、工程、技术、数学、艺术等多方面综合能
力的提升。 想想孩子在国内连炒个鸡蛋都
不会，短短一年时间，能够达到独立编电脑
程序、设计图纸、操控机床的水平，STEAM

综合课程对孩子实践能力的提升作用实在
让人佩服。

让我感慨的还有美国学校有趣的师生
关系。在美国，每个教师每周要承担 25 节至
30 节课时的工作量， 所以教师特别珍惜自
己的私人时间，不喜欢课后被打扰。另外，美
国的教师有很清楚的做事原则，一是不能与
学生有特别密切的交往， 甚至是肢体接触；
二是不能对学生进行严厉的训斥和体罚；三
是放学后几乎断绝了与学校的一切联系；四
是不对学生的低分负责……这导致了教师
不可能在课后花大量的时间与学生谈话，或
者是密切关注某个人的学业。有的留学生家
长曾试图向孩子的教师要手机号码，以便联

系，得到的回应往往是“sorry”。
因为今年陪着孩子一起在美国过春

节，我特地去拜访了孩子的教师，他们十分
友好地与我分享孩子点点滴滴的进步，尽
管我知道孩子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但是教师们如此正面的鼓励， 还是让我这
个接受过各种表扬的成年人由衷愉悦。 可
想而知， 孩子在正面鼓励的教育环境中成
长，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为了尽快融入美国的校园生活， 孩子
曾尝试在班上结识一些美国同学， 希望与
其成为好友。让我没有意料到的是，美国的
学校因为都实行走班制 ，“每人一张课程
表，每人一个储物柜”，孩子选了这么多门

课程，基本上每堂课都在不同的教室上，每
堂课身边的同学都是不一样的， 每堂课下
课后的时间只有短短的 5 分钟， 而这宝贵
的 5 分钟常常是在赶往下一个教室的路
上，有时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哪能
够结识同学，有的连认识都谈不上。回想自
己求学时代喜欢哼唱老狼的 《睡在我上铺
的兄弟》，才明白为什么刚来美国时，孩子
总是对国内的母校和同学念念不忘了。

去美国读高中是孩子自己的选择，当
初还有些担心， 他会不会接受了太多的西
方文化，产生交流的障碍，违背了留学的初
衷。 直到看到孩子发来的邮件， 我就释然
了。 他这样写道：

“真正决定人们成就高低的，是目标、
志气和梦想。我想，这便是为什么美国人经
常强调‘美国梦’的原因吧……梦想远大的
人，善于放大自己的压力，磨砺自己。 来美
国， 是给了我一个选择压力的权利。 或者
说，这个权利重新从教师、父母手中交还到
我的手上。 ”

读着孩子在字里行间所写的内容、呈
现出来的那种勇于承担责任、 挑战人生的
男子汉气概，我真是备感欣慰。

中美高中的教育差异， 或许还远远不
止于此。
（作者系浙江锦绣·育才教育集团总校长）

真正决定人们成就高低的，是目标、志气和梦想。 梦想远大的人，善于放大自己的压
力，磨砺自己。

我看中美高中教育的差异
□郜晏中

专家睿见

思想力校长

包祥，人称“端然先生”。
大约在 15 年前， 包祥提出

“端然教育”， 按照他的解读，“端
然教育”即端正的、本然的教育，
由“端”到“然”的教育，就是回归
本原的教育。

出身教育世家的包祥， 始终
对教育不离不弃。尽管从教 40 年
来，他的身份和角色在不断变化，
先后在黑龙江、青岛、昆明、北京、
郑州等地工作， 担任过省级重点
中学校长， 后长期在民办教育集
团从事管理工作。

一路走来， 包祥在自己工作
和生活的圈子里拥有不少粉丝，
尤其是最近几年， 有一大批家长
成为他忠实的追随者。 如果哪一
个粉丝想约他聊聊教育， 他通常
会选择就近的简约清雅的咖啡
屋， 据说那样的环境是他思想和
灵感的触发地。

包祥有丰富的教育阅历。 在与
包祥的访谈中， 听他对教育的理
解，听他讲走过的地方、讲各地的
风土人情、讲真实的教育故事……
丰富的人生经历， 串起了他 40 年
的职业轨迹。

在北京市六一中学负责国际
部工作时， 包祥受邀担任世界学
堂联盟秘书长，期间，他先后走访
欧美 38 个国家，访问英国伊顿公
学、 美国耶鲁大学等 300 多所学
校。这样的经历有点类似“孔子问
道”现实版的演绎。 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包祥无疑做到了。 “只有
了解西方教育，实现教育国际化，
才能取人之长、补己所短、中西合
璧 ， 从而更好地做好自己的教
育。 ”包祥说。

英国伊顿公学倡导 “自由教
学”，要把“艺术和习惯”这些持久
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给予学生；美
国女校师生的脸上永远绽放着灿
烂的微笑……生命在校园里是那
么富有朝气， 课堂上学生与教师
自由交流。 这些都在他的学校不
同程度地呈现。

5 年前的春天， 郑州艾瑞德
国际学校创办，包祥受邀出任学
校总督学 ， 负责学校的初创工
作 。 从那时起 ，包祥的 “端然教
育”有了一个更田园的名字———
“自然生长教育”。 “自然生长教
育”从此在中原大地播种、生根、
开花 、结果 ，进而从中原走向了
全国更多的地方。

与他如此丰富的教育经历相
呼应 ，包祥家族 4 代人中 ，有 20
多人从事教育， 这让他对教育又
多了一份使命感。 “把自然生长教
育的理念，变成我长长的脚印；我
人生长长的脚印， 凝聚成自然生
长教育。 ”包祥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