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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时光如梭。

石嘴山市第一中学已走过了 50年辉煌历程。在隆重纪念我

校 50华诞之际，我校教育教学论文集《春风化雨》结集出版了，这

是可喜可贺的。她似一缕春风，扑面而来，令人心清气爽；她如一

场春雨，悄然潜入，滋润校园沃土。

《春风化雨》这本论文集，是我校的第七辑论文集，文集共收

录了我校教师 5年来在区内外报纸、杂志上发表或获奖的论文

篇。她凝聚了教师们潜心理论研究和勤谨实践探索的心血，闪烁

着教师们聪慧、睿智的火花，展示了我校教育教学和科研取得的

丰硕成果。这朵绚丽多彩的奇葩，是向校庆盛典献上的一份厚礼。

新课程改革已实施 5年，此改革是中华民族提高全体国民素

质对教育的呼唤和呐喊，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必然，是教育工

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肩负的新使命。自实施新课

程改革以来，我校教师站在改革的前沿，转变观念，大胆探索，积

极实践，勇于创新，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我校被评为“全国高中新课程实施先进学校”，受到中国教育学会

的表彰。外省区、外县市许多教育考察团纷至沓来，到我校学习、

交流，借鉴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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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已成为历史，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用新课程改革的

理念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真爱去不

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艺术，增强教育科研能

力，真正地“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无愧于我们的人生，

无愧于教师这一光荣称号，无愧于我们的教育事业。

借此，我真诚地给老师们提几点希望。

一、乐于学习，更新知识。狄更斯说：“我所收获的，是我种下

的。”作为教育工作者，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使命，在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要想取

得成绩，获取成功，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博览群书，广拓视野，不断

为自己充电，不断为自己注入“纯净水”。实践证明：知识掌握得越

多，积累得越丰厚，就越能启迪智慧，就越能形成真知灼见。

二、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培根也说：“善于思考是一种美德。”学习和思考是相辅相

成的。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只有善于思考，才

能使知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开辟新径，才能

在知识的王国里畅游自如；只有善于思考，才能见人之所未见，发

人之所未发；只有善于思考，才能在广阔的学术领域里，不期而遇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境界。

三、勤于总结，笔耕不辍。江泽民同志指出：“学习，不仅要从

书本上学，而且要在实践中学；不仅要在总结成功的经验中获得

提高，而且要在汲取失败的教训中获得进步。”俗语曰：好记性不

如勤笔头。作为教师，除了教好书外，应做一个有心人，时刻把自

己听到的、见到的、感悟到的形成于文。不积涓流，难成河；平素不

积，难渊博。实践告诉我们，作为教师，如平时不注意总结自己的

教育教学得失，其结果是教书多年，除了教案，没有自己的文字文

章，离学者型教师相距甚远。因此，总结经验不但能提高认识、增

长才干、提高工作效益，而且能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教学水平，

也是向学者型教师迈进的重要途径。我希望教师们点滴积累，勤于

动笔，持恒不惰，必见成效。

开卷有益。欣慰地拜读了本集中的文章，为教师们在学习和

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而自豪。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衷心期望广大教

师有更多、更好的文章问世，也期待教师们用新理念、新思想不断

丰富教育理论，为我校灿烂辉煌的明天，奠定坚实的基础。

张新钢

2009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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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成才必先成人
张新钢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教育摆在了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人民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两

基”目标如期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各中小学办学条

件得到了根本改观，学校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变美

了，基础设施改善了，教师的待遇提高了，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大

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或者说陷入了一个困境：教育工作越来

越难做了，书越来越难教了，学生越来越难教育了。究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这就给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教育者要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把“育人”放在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使被

教育者欲成才必先成人。

法国启蒙民主主义者卢梭有个教育观点：“生长就是目的，在

生长之外别无目的。”我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

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例如知识灌输进

一个容器，给学生生长设定一个外部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

谋求职业、作出成就之类，仿佛不朝着这类目的努力，生长就没有

了任何价值似的。因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使生长受到抑

制。在我们的教育对象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未走向社会的中学阶

段（实际上也包括小学阶段），我们常常以“德、智、体”都优秀的孩

子作为评价好学生的标准，以致授予“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随

着应试教育的“深入人心”，中考、高考指挥棒的误导，这“三好”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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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被学习好所代替，真可谓是“一俊遮百丑”。无论是初中还是高

中阶段评选的“三好学生”，有几个热爱集体、乐于助人、知恩图

报？许多老师对学习好的学生偏爱有加，甚至明显地袒护他们的

不足或缺点，忽略了思想品德教育，从而丢掉了孩子成长教育的

基础。

我认为，教育是认识人、培养人、塑造人的伟大事业。我们的

教育必先为学生的成长构筑成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让学生首

先要实现新“三好”的要求，即在家里是一个好儿女，在学校是一

个好学生，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公民。教育事业是人的教育，但是现

在我们却看到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育人”的责任，消解了它的

本质，人的教育被弱化了，知识的传授、专业的教育被强化了。而

教育一旦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灵魂和精神，严格说来就不称其

为教育。正如德国哲学家、教育大师雅斯贝尔斯所说：“教育是人

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他还说教育是“一

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着

另一灵魂”。

自从 1979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我国社会之中。这些被称为“80”“90”后的

学生，自私任性，骄娇二气，孤僻离群，贪图享受，自理能力差，心

理承受力弱，感恩意识不强，“唯我意识”强烈，这些都是毋容置疑

的事实。而他们的父母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对

子女的教育方式更为理性，他们过于看重智力的培养，却忽视了

品行教育。有人对中小学生“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状况做过抽样

调查，发现“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存在四个误区：一是期望过高，

表现在对子女寄予厚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切，为了子女的成

才，不顾他们个性或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不惜一切代价，一味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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