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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雅慧教育，以雅育雅，以慧育慧，培养儒雅风
范、博学聪慧、品质坚毅、具有国际意识的现代人。

成长之路

一校四区的教育集团 ， 短短数年内
经历了融合与超越 ， 在规模急速扩张下
依旧保持卓越的品质追求。 华志英，以女
性特有的智慧与温柔 ，带领师生走进 “雅
慧”世界。

华志英 ， 江苏省无锡市育英实验小
学掌门人 ， 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挂着
一幅书法作品：“为教育要有一份从容和
淡定，为师者要有一种豁达和宽广 。 ”笔
画遒劲飘逸，洒脱自然 ，展现了华志英的
办学风格。

合而相融
让集团化办学落地生根

“合并不等于融合，如果合而不融，集
团化办学仍只停留在浅表。 ”华志英说。

无锡市育英实验小学原是一所创办
于 2000 年的公有民办学校 ，2008 年恢复
为公办学校，2010 年实行三校合并。 两三
年前，学校又承办了育英融创小学和育英
锦园实验小学，形成“一校四区”的办学模
式。 3 所因行政区划而几经管理变化的强
校合并 ， 最突出的问题是新旧文化的冲
突，文化建设则成为华志英任校长时首先
直面的问题。

合并学校的文化建设千头万绪， 华志
英明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
欲则刚。当面临厘清混沌的时候，必须具有
“从容”与“豁达”的智慧。 华志英由“近”及
“远”，从“有形”到“无形”，努力融合校园文
化，使之凸显文化的力量。

从最“近”的办公室文化抓起，华志英
提出：简化人际关系，浓厚研讨氛围。 以备
课组为单位排列办公桌，抓集体备课，评比
优秀备课组。在她眼里，教学始终是学校的
中心、是向心力，利用教研凝聚教师无疑是
最佳之选。

除此之外，在华志英的倡议下，学校改
变教工俱乐部组合方式， 鼓励以年级组为
单位开展有益身心的娱乐活动， 增进教师
间的了解。 这种以最“近”人心的办公室文
化为抓手， 原来 3 所学校的教师无论心理
距离远近， 都在高度豁达和包容的办公室
文化建设中有了归属感。

新学校管理必须依托新制度的建立，
这是“有形”的过程。华志英回忆，新学校建

立之初的前几个月，学校通过调研草拟、全
员征求建议、修改完善方案、全校民主表决
的方式， 出台并通过了有关教职工奖励性
绩效考核实施意见、岗位设置管理方案等，
这种全员参与的制度建立过程，不仅以“豁
达”的形式健全了体制，也让教师们在从容
参与中培养了对学校的责任感， 加深了对
校园文化的认同。

“将学习作为一种奖励，既促进教师的
学习积极性，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华
志英说。 在她的建议下， 学校设立了学分
制、智囊团奖励制、岗位竞聘制等。

学校一位教师还清楚地记得， 当时聘
任制方案出来后，他有点疑惑：这次聘任是
动真格的吗？会不会有提前内定的情况？不
管怎样，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报了名。

后续的过程令他吓了一跳。 14 位候
选人包括他，分别进行了竞聘演讲 、现场
答辩和民主测评环节，并且当全校教师全
程参与观摩时，他心里清楚 “这次是动真
格了”。 当这些环节结束后，全校教师、学
校班子和专家组对竞聘组进行打分，并按
4：3：3 的比例现场计分，综合评定后确定
竞聘结果。

“尽管我后来没有走上中层岗位，但把
真正想做事、能做事、会做事的教师放在合
适的岗位，我由衷佩服。 ”这位教师坦言。

营造雅慧校园文化
让师生做最精彩的自己

合并学校的文化内核到底是什么？ 这
是华志英做校长绕不开的话题。

“培养雅慧学子 ，让文化不断生长 ，
滋养他们的品质。 ”华志英用办学实践在
诠释。

师生们忘不了当时大家踊跃讨论学校
核心文化的情景。那段时日，华志英每天早
上 6 点 30 分到办公室， 从意见箱取出教
师、家长、学生对学校文化描述的字条、信
件，搜集邮箱里的留言，在办公室听取来访
者的意见。 一次次的讨论辨析，学校的“雅
慧”理念得到大家的认可。

“雅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谓之雅 ；
慧者， 心系于事也 ， 了解一切事理谓之
慧。 ” 学校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向
上、向善、向美、求真的雅慧品质 。 “雅慧

教育 ”是为培养儒雅风范 、博学聪慧 、品
质坚毅 、 具有国际意识的现代人而服务
的教育。

华志英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位家长对
“雅慧”理念理解的一段话：“我们感到育英
的雅慧教育恰恰符合家长和社会的期望。
对此，我们很欣慰。家长也有义务从自己的
角度思考雅慧教育，这样才能春色满园。 ”
这样的征集活动， 迅速在校内外掀起思想
的碰撞与交融。 从此，“以雅育雅， 以慧育
慧”成为学校的校风。 涵养雅慧教师、培养
雅慧学生、 润养高雅学校， 用最大的努力
“做最精彩的自己”， 已经成为学校每一位
师生心中的目标， 润物细无声地融进师生
的一言一行。

在“雅慧”理念的引领下，校园环境悄
然变化。 踏进校园，正对校门的“雅慧石”
向每位来者展示雅慧教育的核心理念；每
栋教学楼的命名都蕴含着独特的教育思
想内涵；漫步于“趣园”，看着一尊尊惟妙
惟肖的儿童铜塑， 总能与童真不期而遇；
行走至“蹊园”，又每每能在一个看似不起
眼的细节受到启迪与熏陶。即使你只是随
便走过一间教室，抬头看看班牌、室牌，或
者随手翻开一本笔记， 拎起一个手提袋，
你都能看见雅慧教育的痕迹，嗅到学校文
化的气息。

课程文化是学校文化中最具活力、最
具主体性的文化要素。“课程开发和实施的
过程， 便是学校特色文化养成、 浸润的过
程，从而展示出文化形成的轨迹，这才是真
正的创建文化， 才会让学校品质不断得以
生长。”华志英道出了课程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承载的功用。

“雅慧”的理念是抽象的，是“远”的，而
将之变成可操作的课程渗透， 就能浸润校
园每个师生心田。在华志英的倡导下，学校
对课程进行了整体建构：快乐求知课程，上
好每一节国家课程，成就学生聪慧博学；绅
士淑女课程，结合音体美国家课程，渗透芭
蕾形体课、礼仪交际课、现代公民教育课等
校本课程，成就学生儒雅风范；心路历程课
程， 既有传统节日课程， 又有特色实践课
程，成就学生坚毅品质。

2014 年 12 月， 育英机器人社团登上
国际赛台，参加俄罗斯 WTO 机器人大赛，
学校社团派出 6 名学生，与来自 46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00 多支队伍竞技搏杀， 并杀入
前 20 强……

“扩”后之“强”
不做优质资源的稀释

两三年前 ， 学校开始集团化办学的
尝试。 摆在华志英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如
何在校区扩张的环境下保证优质资源不
被稀释？ “同步优质，均衡发展 ”，是华志
英的定心丸 ，她决心围绕 “雅慧 ”理念唱
响 “育英品牌+育英管理+校区特色 ”的
“宽广”三重奏。

华志英力求集团内的学校能共享育英
品牌。 品牌课程辐射各校区， 促进优质共
生。 据华志英介绍，在“雅慧”数学课程中，
教师必须进行“智慧数学”的挑战研究，语
文课程中学生能以“魅力语文”为乐，英语
课突出“情境双语”。 教师通过共同愿景组
建“合作共同体”，促进集团学校深层文化
的内化。

在整体建构前提下，华志英特别注意
各个校区的特点，根据地域 、教师等因素
努力打造校区特色。 例如，锦园学校根据
师资特点开设健美操课程，“锦园 style”啦
啦操队曾参加 “2014 年全国啦啦操冠军
赛”， 最终荣获小学乙组花球课间操示范
动作第一名。 融创校区利用绿化资源开设
的果树课程也颇具特色， 在校工和师生的
悉心呵护下，孩子们通过采一采、摸一摸、

闻一闻、说一说等不同方式，感受在果园收
获的喜悦；美术教室里，孩子们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画、撕、剪、拼、
搭等不同步骤，把自己亲手采摘的橘子制
作成一个个憨态可掬、充满童趣的橘子创
意工艺品……孩子们在感悟生命成长的
同时，激发创新实践的潜能，朝着那个“最
精彩的自己”不断前行……

华志英想方设法促进管理资源的共享
与最优化。 现在学校有本部、融创、华晶和
锦园 4 个校区， 本部副校长既分管教育教
学，又是融创校区蹲点责任领导，于“项目”
而言，既分管教学，又关注各个校区；从“块
面”来说，既作为融创校区的蹲点领导，又
全面关注分校区的方方面面。实现分层次、
分部门的线块交错管理方法， 提升管理效
能，让师生受益。

“扩”后之“强”，最重要的是强教师。华
志英坚定地认为，氛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要尽一切可能促成学习型组织在集团校的
融聚。学校每个月及各个学科都设有“主题
教研日”，向学科组内全体教师展示并共同
议课。学校还设有“名师工作室”“育英百家
论坛”等。专家、学者、画家、医生、艺术家等
亲临现场， 让学校各个层面的教师登台演
讲自己的教育理念， 一次次对话碰撞出思
维的火花。

华志英作为校长， 用师者的豁达和宽
广，用“雅慧”的理念，打造高品质教育集
团，解开学校合并融合、不断超越的密码。

□荣 宗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未来的教育家？
今天的教育该怎样做才有可能被下一代所
认同？ 这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笔者认为，
“五要五不”的情怀与品性，应该是未来教
育家需要具备的。

一要沉静不浮躁。当下，中国教育最大
的问题是浮躁。长期以来，我们的应试教育
以分数、升学率、排名迫使教师放弃教育理
想，死拼体力和精力，苦战题海，几乎没有
时间与书香为侣，与哲人对话，更无心情带
着孩子们投身自然，遥望星空。教育教学是
一项由内而外的影响活动， 没有教师内在
的提升，就不可能有教育的升华。著名哲学
家冯友兰曾说人生有四大境界， 教育同样
也有四大境界：自然之境是不知教为何物；
功利之境是为一己之利而教； 德性之境是
为他人为社会而教； 自由之境是超越物质
与功利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 体验艺术情
趣———教育的自由之境与浮躁是完全对立
的。 因此，教师想从合格走向优秀，从优秀
走向卓越，就必须有一颗沉静的心灵，能够
受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

二要深刻不肤浅。 深刻才能使教师变
得沉静；同理，浮躁者难以深思，其所作所
为、所言所语均给人以肤浅之感。当然，沉
静只是深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
达到深刻， 还必须依赖教师的内心追求，
只有目标高远，才有思想深刻。此外，思维

和言行的深刻还基于广泛的阅读、适当的
训练，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 这也意味着
教师开展教育科研的重要性，教育科研不
仅是让教师获得外在的满足，更重要的在
于促进教师反思，帮助教师从哲学的高度
明白“教师是谁”“教师至何善”“教师何以
至善”。教师经教科研而至思考的深入、思
想的深刻，其外显于课堂的形象也会随之
高大，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亦非常人所
能。 要成为现代教育家，一定要有全球意
识、国际视野，不仅能看到他人之长，还能
吸收他国之经验。 横向拓展越广，纵向开
掘越深， 教师方有可能获得大成智慧，从
而走向卓越。

三要真性不矫情。 真性是指教师在教

育过程中拥有真诚开阔的教育情怀。 真正
的教育家， 一定是通过其真性的流露而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不仅仅对他所教的学生，
也对他影响所及的全部人群。例如，哲学家
罗素之所以伟大， 与他在学生面前的真性
流露是分不开的。 学生维特根斯坦对于他
著作中存在的逻辑问题提出批评， 罗素不
仅虚心接受， 而且认为这种批评是出于学
生对自己的爱戴， 而当听说学生的研究有
突破性进展后， 他对友人说：“你可能难以
想象我的心情多么感到如释重负———整个
人年轻快乐了起来。 ”罗素的这种无私、真
诚而宽阔的教育情怀， 促成又一位哲学与
教育巨匠的诞生。 维特根斯坦后来走得比
他的教师更远，为了实践自己的人生观，不

仅抛弃了全部财产， 而且主动要求到最贫
困的山区小学执教。这种毫不做作的真性，
同样体现在其他教育家身上， 而且越是著
名的教育家越是如此。 教师的真性还表现
在其社会交往中，对家长、对社会各界人士
襟怀坦白，真诚沟通，不做作，不虚伪，从而
赢得家长的信赖和社会人士的支持。

四要创新不逐流。 教育教学是容易生
惰性的，我们周边有好教师，但最后成为教
书匠的多，他们雕琢课堂、修饰人生，有时
候显得很精致也很高雅，但就是缺乏个性，
缺少特色。而真正的教育家，他们的智商不
一定最高， 但他们思想的翅膀从来没有停
止扇动，实验的脚步一直都在前行。他们是
教育规则的诠释者、传递者和执行者，总是

能够及时发现规则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并
大胆提出、修改与创新。 他们有目标、有方
向、有理论、有实践，而人们记住的正是他
们既特立独行又合乎逻辑的教学风格，既
千变万化又符合规律的课堂组织， 既新颖
生动又切实可行的教学理念。

五要巧爱不盲目。 有的教师总想把学
生当子女， 这个观点其实发生了根本性错
位， 学生需要从教师那获得的爱不是慈母
的爱，也不是严父的管，而是教育者的指点
迷津，需要我们扮演知识上的教授、情感上
的导师、能力上的师傅。指导学生明白一个
真理，解决一个困惑，获得一种技能，提升
一种境界， 也许比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
更重要。这就是所谓的“教育爱”。“教育爱”
不是盲爱，真正的教育家是靠大智慧、大艺
术、高境界、高水平吸引学生，深入学生的
心灵世界。 这样的爱才是长效的、持久的、
充满魅力的， 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时时
想起，并经常挂在嘴上。

今天，我们拥有教育家诞生的土壤，也
有教育家成长的阳光雨露， 更有具备教育
家基因的种子。 每个有志有为的教师，从
“五要五不”出发，精心打造展示自己风采
的舞台，努力借用一切可资使用的力量，不
断抓住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就有可能傲立
于教育之林， 成为大众眼里名副其实的教
育家。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五要五不”成就教育家
□蔡 伟

每个有志有为的教师，从“五要五不”出发，不断抓住每一个成功的机会，就
有可能傲立于教育之林，成为大众眼里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专家睿见

华志英：
解码集团化办学之谜

华志英，江苏省无锡市育
英实验小学校长。曾获江
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
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
育校长、无锡市名教师等
称号，获第二届全国小学
数学录像课一等奖。

□通讯员 荣 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