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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病症与药方（代序）

                            

如今的社会上，批评教育的大有人在，对教育的批评不绝于

耳，正应了哲学家康德的那句话：教育是社会留给人类最大的一个命

题。所以人们对它尽管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但仍有千言万语要说。

如果把教育存在的问题看成或说成是“病”，我以为也还算切中

要害。在当代中国，除了郑渊洁，还没有谁能够游离于教育体制之外

而成功地培养孩子。人们对教育的关注，说到底是希望教育把自己的

孩子培养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然而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孩子们

的潜质、悟性及后天努力更是千差万别，让一部分家长失望的情形屡

见不鲜，人们很少观照自身，总是先把自己置于道义的高地上，用怀

疑、挑剔的目光去剖析和评判别人，于是饱受诟病就成了时下教育的

“新常态”。

然而不幸得很，教育自身也确实“有病”，而且有时候还病得不

轻，着实让人有“病”可诟。比如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只关注分数，

不关注身心健康，不关注行为习惯和道德养成，信奉“高分遮百丑”；

个别教师有偿补课、嫌差爱优、简单粗暴、体罚侮辱等时有发生；一

些学校管理不善，校风不正，教学质量不高，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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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确实存在一些人，无论别人做了什么，他都要在那里大声

反对。这些人似乎是天生的“反对派”，如果让他说一说他赞成什么，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答案，反正就是一条，凡事都要说“No”，以此来

显示与众不同。

教育的病症，病根有的在教育本身，有的却在社会。就像一个焦

虑、抑郁、偏执的人，必定有悖于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样，一个

浮躁、功利、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不能强求清静、淡雅、诗意的教育

环境的。那些批评起教育来头头是道、吐沫横飞的人，并不能为教育

指一条明路，最多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俗语说久病成医。教育真正的病因，只有那些热爱教育、长期从

事教育的人才能体验得到，才能感觉到痛。开给教育的药方，只有那

些敬畏教育、内心盛满历史责任感、无私无畏的人才管用。所谓旁观

者清，只不过是哇啦哇啦发议论、空洞说教者的遮羞布。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自身的问题，勇于承认自身的错误，善于担

当历史的责任，并不理会怀疑和嘲笑，朝着光明的方向，砥砺前行。

贵书校长的《敬畏教育》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他多年实践和思

考的结晶，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开了我县校长著书立论的

先河。

是为序。

                      临城县教文广新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秀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草根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前  言

素质教育实施 20 多年来，我们的教育环境依然不容乐观，正如

人们所言：素质教育喊得轰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严厉

的管束、死板的课堂、枯燥的课程，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失去了凝望世

界的明眸和追逐梦想的勇气；从早到晚，围着班级、学生、家长团团

转，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琐碎繁杂，时常处于一种压抑、焦虑

的心理状态，日复一日，让老师们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与职业的幸福

感。

作为一名校长，也许无力改变大环境，但完全可以调控自己所

在的学校，哪怕只是微调，也许就会有收获。倘若面对教育的种种困

境，我们对它的态度是一味地鄙视、抱怨、漠然视之或消极怠工，

那就失去了一个教育者的良知和责任。凭着自己 30 年的教育工作经

历，凭着自己 20 多年的农村校长体验，凭着自己曾使四个薄弱学校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成功经验，我的态度就是四个字：敬畏教育。“敬”

是严肃、认真，“畏”是畏惧、谨慎、不懈怠。敬畏是在面对权威、

庄严或崇高事物时所产生的情绪，带有肃然起敬的感受，是对一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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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物的态度。有了“敬”和“畏”，就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什么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

教育是神圣的事业，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特别重视教

育。从远古时的伏羲研究八卦，到仓颉绘图造字，再到孔子的因材施

教，教育从生存需要逐渐过渡到精神需要，教育承担着继承与创造人

类文明的重担。作为教育者，我们工作的对象是人，尤其是作为基础

教育的工作者，我们面对的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的希望，他们继承着社会、家庭的美好祝愿，肩负着传承家族和

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责任，而且他们正值青春年少，是成长的关键时

期。人生能有几个青春？倘若因为我们耽误了他们，那影响的就不仅

仅是他们的一时，而是他们的一辈子！这怎能不使我们又敬又畏？

毋庸讳言，自古至今教育的功利性是依然不改，“书中自有颜如

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古代育人观

的一个真实写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当代父母的热切期盼，

于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早期教育备受追捧，“孩子只要

学习好、分数高，在家什么也不用干，说要啥就给啥”这是面朝黄土

背朝天、四处奔波打工挣钱的农村家长的肺腑之言。他们没有错！他

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多过着辛苦劳碌、紧张拮据的生活，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走他们的老路，希望孩子将来能找到一份体

面的工作，过上殷实富裕的生活。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

上，可他们在学习上又帮不了孩子，所以找一所好学校就成了他们唯

一的念想。那么，作为一名农村学校的校长，就必须责无旁贷的负起

这份责任，办一所好学校，为农村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可办成一所好学校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哪个校长不期望

自己的学校发展强势、名震一方？于是磨时间，抓分数，学习学习再

学习，考试考试再考试，成了校长治校的法宝。两眼一睁，一直到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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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把师生忙得团团转，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可到头来还是不尽人

意，只落得空悲叹！

当然，我不是说抓分数不对，教学质量永远是学校的生命线。学

生考不了高分，升不了学，学校就没有生存之地。然而，只看分数、

只追求升学率的学校，久而久之，路会越来越窄，绝不能取得长足发

展。因为，知识获得的背后需要有许多条件的支撑，如果一所学校只

抓知识抓学习，而忽视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学生不知道为

什么学习，实际上学习是很难发生的，更何况价值观的问题将关系着

一个人的成长，甚至是国家的未来。因此，学校教育如果只是囿于应

试教育，以分数高低论成败，一味地给师生灌输“只要分数高，一切

皆可抛”的错误观念，那就完全跑偏了，最终会害了师生，毁了学校。

“每个人内心都沉睡着一个巨人，一旦巨人醒来，任何人都可以

成为大成就者。”教育即唤醒，作为校长要懂教育，要用自己的智慧

去唤醒师生心中的巨人，让师生渴求成长，把成长作为自己的事情，

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解决了师生的精神问题，调动了师生的积

极性，形成了互助担当、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学校发展就如同历史

前进的车轮一样不可阻挡。

所以，校长必须是个明白人，要懂教育之“道”，也要有教育之

“术”，要尊重教育，敬畏教育，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长期工作在农村中小学，从事教育教

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又通过进修、培训、

自学等方式，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我也最了解农村校长的困惑与

渴望，所以就尝试着结合真实鲜活的案例，从校长修养到管理智慧的

核心问题、方法策略等把自己的思想和做法表达出来，使有志于教育

事业的各位同人得到借鉴，哪怕只有一点可取之处，我心足矣！需要

说明的一点：第三章收录的笔者在县级以上经验交流活动中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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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内容有交叉之处，实在是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敬请谅解。另外，

由于自身水平有限，虽然尽心竭力，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言

天命，有敬畏心，存进取心。作为校长，教育事业就是我们的天命。

让我们敬畏教育，为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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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校长？如何修炼自己

才能成为这样的校长？那就是不断提升自身的

文化修养和综合能力。只有自我培养、自我发

展、自我超越的人，才能培养他人、发展他人、

成就他人。

第一章

——打铁还要自身硬

修身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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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修身养性

教育就是行善积德

1987 年 7 月，20 岁的我，正值青春年华，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

憧憬，踏进了临城县第二小学的大门，当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一干

就是十年。我在这里教书育人，不断成长，凭着对教育事业的一颗赤

子之心和突出成绩，十年后从主任升任副校长、校长，我曾使三个乡

镇级薄弱学校得到强劲发展。2011 年 1 月，正当我所在的郝庄中学发

展蒸蒸日上之时，我被调任临城镇学区校长，负责中小学及幼儿园全

面工作。

临城镇中学是临城镇学区唯一的一所中学，是学区发展的龙

头，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射兽村，是一所寄宿制农村学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优质学校，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学校开

始走下坡路，到了 2008 年，学校发展更是跌入低谷，当年本校只招

收了 27 名学生，加上从私立学校合并来的学生共计 147 人，2009 年

也只招生了 123 人，学校前途令人担忧。说实话我当时也犹豫了，

如果学校在我手中发展了，当然皆大欢喜；倘若办不好，自己的声誉

受损不说，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再加上正值 2008 年招收的学生面临

中考，办好谈何容易！真是一个“烫手山芋”呀。但我这个人有个毛

病，信奉傻子哲学：一条道跑到黑。既然选择了当校长，那就到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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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的学校去，把弱校办成强校！我就心甘情愿地接了！并暗自下

定决心：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让学校发生明显改观，因为我看到本乡

镇该就近入学的孩子们为了上一所好学校，家长托人说好话看人脸色

真是不易呀！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感到很心痛，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办好一所学校，就是造福一方百

姓！于是，我在第一次中小学全体教师大会上动情地说：“咱们必须

把学校办好了，让老百姓不用四处奔波给孩子找学校。教书育人是良

心活，教育就是行善积德，培养一个孩子，幸福几个家庭啊！咱们一

定要让老百姓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这样咱们作为老师才会觉

得脸上有光，才敢面对父老乡亲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掌声雷动。

“教育就是行善积德”怀揣这一信念，我带领临城镇中学全体教

职员工踏上了奋斗的历程。一干就是 6 年。6 年来，我们齐心协力、

务实创新、追求卓越，一步一个脚印，演绎了一曲自尊自强、自勉自

励、拼搏进取的壮美之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11 年中考，

毕业生 147 人，考取临中公助生 43 名，这一成绩让学校得到了社会

的认可，但老百姓还处于观望；2012 年中考又取得重大突破，毕业

生 123 名，考取临中公助生 44 人，这让学校声誉大振，家长们争抢着

把孩子送来，限于教室、宿舍、食堂容量，招收新生 383 名，学校爆

满；2013 年考取公助生 56 名，2014 年 74 名，2015 年 97 名。同时，

德育教育、安全法制、特长生培养、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学校发展一年一个新台阶，一年一个新跨越。如今，临城镇中学已成

为临城县教育天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成为一方百姓心中最满意的

学校。

《周易坤文言》写道：积善之家，必有庆余。意思是行善积德的

人家，必然恩泽及于子孙。古老的东印度格言说：“如果你种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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