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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成功的教育? 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很多人都在做着不同的解读。

在小学课本里曾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骆驼说长得高好，羊说长

得矮好，它俩一边争论一边走，走到大树下。骆驼一抬头就够着了树

叶，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羊伸长脖子，连蹦带跳，就是够不着树叶。

骆驼说: “高比矮好吧。”羊不服。它俩又往前走，看到一个窄小的

门。羊大模大样地走进去，得意地吃墙内园里的草; 骆驼屈膝跪腿，

低头使劲儿也钻不进门。羊说: “矮比高好吧。”骆驼也不服气。老牛

来评理: “你们只看到自己的长处，不看自己的短处，是不对的。”

这则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世上有些事物，大小、高矮、长短，并

非代表绝对的好坏，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什么是成

功的教育? 吉林省舒兰市实验小学胡海英校长主编的这本 《创适教育

初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创造适合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

( 简称 “舒适教育” ) ，才是成功的教育。我记得 2010 年颁布实施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中有这么

一句话: “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

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看

来，“创适教育”既是舒兰市实验小学多年来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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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当前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

细细阅读这本 《创适教育初探》，让我有了许多的触动和惊喜。

这本书围绕 “创适教育”的形成历程、理论思考、实践探索、启示展

望等四个方面，对其所想、所做、所为进行了展示，较全面地揭示了

十多年来舒兰市实验小学全体师生在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进程中，孜孜探索、不懈努力的实践历程。它是学校长期进

行教改实践的结晶与升华，充分体现了该校对素质教育思想认识上的

提升与行动上的贯彻落实。

适合学生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明确了教为学服务，就是

明确学生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平台，

创设适宜健康发展空间，使教育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让每一个学

生都能得到发展，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相应的健康发展。这既是当今教

育的根本要求，也是 “创适教育”的基本内涵。

适合学生的教育，是尊重规律的教育。教育既要尊重自身的规律，

又要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通过解读学生，了

解和研究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懂得学生，界定差异，并根据 “最

近发展区”组织教学活动。针对不同的学生，实施不同的教育，使学

生在各自原有的不同基础上，“能走的走起来，能跑的跑起来，能飞的

飞起来”，这既是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也是素质教育的内涵要求。

适合学生的教育，是自然和谐的教育。人的降生、成长、呼吸，

都是不需要刻意努力的，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同样，如果教育与

学生的发展相契合，那么学生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这种与学生发展

相契合的教育，就是适合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学生会全身心地陶

醉于学习之中，走向自然，走向成功。适合学生的教育是 “鞋合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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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虽需要精心设计，但一定要自然呈现。这既是 “创适教育”

的理想追求，也是教育发展的理想境界。

适合学生的教育，是注重发展的教育。教育要满足儿童天性，促

使学生适时、适性、适量发展。既不能把 “适合学生的教育”理解为

消极的去适应或适合学生现状 ( 已具有的发展水平、个性特点等等)

的教育，也不能急于求成，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超过其身心发展的限度，

使之不仅达不到促进其身心发展的目的，还有损受教育者的身心健康。

我们的教育既要基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还要从学生的 “最近发

展区”入手，着眼于学生的发展和未来，提升其素质和能力，最大限

度地使其获得发展的成功。即 “适合学生发展、适合学生未来”的教

育，才能使受教育者身心真正健康地发展。

适合学生的教育，是学校追求的愿景和前进的动力。学校在教育

实践中，努力营造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环境———尽可能地安全和

温暖，创造性地开展适合学生学会做人的德育活动———尽可能地取得

实效，打造适合学生发展的优秀教师团队———尽可能地去关注和关爱

每一个学生，创建适合学生学会学习的课堂教学———尽可能地达成三

维教育目标，丰富和完善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评价方式———尽可能

地保护和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不断在教育改革创新中为每一个学生

的健康发展与超越自己服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因此，“创

适教育”是一个动态创新的过程，教育适合学生了，学生主动了、愉

快了、收获了、发展了，适合学生的教育也就真正成功了。

最后想说，适合教育的载体是什么? 无非是教育的目标要求、课

程内容和教育方式。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绝非易事。舒兰市

实验小学从 “三解读”的校本载体出发，对 “创适教育”基本模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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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初步的探索，具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具有与时俱进的科

学发展思维，具有鲜活的地方实际特色，是实实在在的教育探索与实

践。所以说，虽是初探，或许尚不够全面，但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将学校的思考和做法集结成书，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教育发展的新规律，

积淀 “创适教育”的新认识，也是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发现不足，

更好地秉承传统、开拓创新。

“舒兰”，满语， “果实”也。我相信，经过初探、再探，舒兰市

实验小学的 “创适教育”必将结出累累硕果，为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健

康发展，为推进我国小学教育持续、快速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3年 5月于河南安阳三文书院

( 作者简介: 姚文俊，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荣誉理事长， 《基

础教育论坛》( 小学版) 主编。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先后当选为中共十三大、十

四大代表，全国九届人大代表，荣获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校长、国家

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是一位在中国教育界有影响的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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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舒兰市实验小学是一所有着近 80 年历史的学校。在全面深入地进行教育改

革，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大潮中，从 1998 年开始，学校着眼

社会需求，立足学生发展，秉承优良传统，从根本上改革创新，在 “常规立校、

科研兴校、质量强校、特色荣校”的总体思路指引下，坚持以人为本，教为学服

务，以“主动发展，和谐育人”为核心理念，把 “创造适合每一个学生健康发

展的教育” ( 简称“创适教育” ) 作为追求的目标，对创适教育进行了理论与实

践的初步探索，这里奉献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探索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我和我的团队探索创适教育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过去的许多年间进行教

育改革，主要着眼于使学生适合于教育发展，而不是让教育适应学生发展，因此

很难使教育服务于学生。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规定“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中小学要由 “应试教育”

转向“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轨道”，之后，通过对素质教育理论进行系统研

究，认识到“素质教育”必然取代 “应试教育”。因此，我常和别人说我喜欢创

适教育，因为它把全面提高孩子的素质放在首位，努力为孩子编织幸福的童年。

孩子在每个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身心特点，我们的教育就要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

遵循教育规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我们的创适教育就是从懂得学生入手，研究

学生成长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然后从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出发，来满足

孩子学习的需要和成长的需求，为他们提供适合的教育，为精彩人生奠基。

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的那一刻，我们欣喜地感

到，我们十多年来走过的每一步实践都是那么的有意义，虽只是初步的探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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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滴滴的收获，记载着我们教育改革的成功和喜悦，同时，整理记录这段走向

成功的教育实践，也是对我们自身工作的一个总结和提升，我们很高兴地把心中

这份不成熟的感悟拿出与大家共同分享。虽未能达到完美，但其方向与道路是正

确的，是可行的，向往之意义也就在此。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们将这份汇集我们学校全体教师心血和热情的原生

态研究成果《创适教育初探》展示出来，其目的就是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创造

适合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对于这本 “初探”，欢迎您批评指正，并提出

您的建议，提升我们的办学育人之路，我们将不胜感激。

胡海英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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