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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
干部，在职时也曾在中小学供职
十多年，对学校教育有所认识和
实践。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
制，尽管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教育
改革，但治标不治本，仍是万变
不离其宗，以考试定终身，以分
数论英雄，以学历平天下。改来
改去，有时又回到老路上。几十
年来，在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指挥
下，教育部门奉行“以分取人”，学
校把学生当成争名夺利的工具，
教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弟子，家
长把孩子当成自己传宗接代、发
家致富的私有财产，都没有把学
生当成“国家的孩子”。由此，他
们把学生当成只会读书写字计
算的工具，教育部门以考上多少
学生给学校排名，教师为分数而
教，学生为分数而学。家长更是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学而处
心积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
上到下、从左到右、从里到外都
是为了分数，为了考学，只重视
学生的智育，轻视甚至忽视德育
和体育教育。分数压的学生直
不起腰、抬不起头、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小小年纪就成了近视
眼，失眠者，抑郁症，小病劳。双
休日不补课就是布置几份考卷
要按时完成。双休日、假期，家
长还有更严密的安排，不是请人
补课就是参加各种培训班，紧锣
密鼓，时时相扣，连一点喘息的
机会都没有，学生太苦了。平心
而论，老师也确实很辛苦，他们
也是好心为学生好，家长更是恨
铁不成钢，唯恐自己的孩子失去
成人成才的机会。在大
力倡导创新的今天，是到
了强化素质教育的时候
了！

王荣安

“培养人才的学校才是好
学校。”郑州七中校长王保军
说。人才的标准是什么？他
认为，有知识、有能力、有担
当、能改变社会的人便是国
家、民族需要的人才。

王保军认为，教育并不是
像平原地区的玉米或水稻播种
那样，面对整齐划一的田地，用
机械化的方式撒种，秋后就可
以收割。每个学生就像一棵小

树苗，需要适合他的土壤、环
境，作为老师，就应该像园艺师
一样，面对一株株形态各异的
花木，用心琢磨每一个个体的
生命习性，进而区别不同对象
来修枝剪叶、灌溉施肥，使之成
为美的化身来装点世界。

王保军认为，培养学生要
包括四个方面的素养，即独立
思考、语言表达、执行能力及
领导力。为此，他要求学校的

每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要
全方位，包括行为习惯的养
成、人格的培养及创新能力的
挖潜。同时，要让学生懂得学
以致用，拒绝当“书呆子”。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
出，教育要知行合一，就是说
学的知识要付诸实践。”所以，
日常生活中，老师们要注意培
养学生们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

能把课堂上的理论转化为生
活中的实践。

王保军说，教育是门科
学、是艺术，追求素质教育的
今天，需要对每一位孩子负
责、精雕细琢。“在素质教育
的路上，我们从未停下探索
的脚步，在探索中不断思考、
实践、改进，在润物细无声中
点滴积累，让每个孩子快乐
自信、乐学上进。”

本报《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一文产生巨大影响

争看连续报道 热论素质教育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刘伟平张勤

郑州八中校长叶小耀：

向上向善是教育本质追求

您眼中的素质教育是什
么？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八中
校长叶小耀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连续
发问。

在全民族呼唤素质教育
的今天，为何我们的学校、老
师、家长、学生全都在所谓的

“起跑线上”苦苦挣扎，为“分”
所困？作为教育工作者，出于
责任我们每个人都不禁要扪
心自问：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怎

么了？身在教育之外的人不
满意教育，身在教育之中的人
更不满意教育。叶小耀说，这
使他想起了纪伯伦的一句名
言：“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
了为什么出发。”

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说：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
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
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
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
一种特别器具。”通过教育让

人向上、向善，即丰富精神、改
变气质、提升人格、完善道德、
发展能力，成为一个有益于社
会的人，是教育最本质的追
求。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
说：“人们将学校看成是向正
在生长的一代人传递尽可能
多的某种知识的工具，这是不
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
为活着的人服务。学校应该
在年轻人身上培养那些对于

公共福祉来说有价值的品质
和能力。”这句话说明，急功近
利和唯物至上的教育观是反
教育的。

“在素质教育的探索中，
不敢以成绩居功自傲，但我们
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叶小耀说，在以后的教育实践
中，将更加遵循教育规律、尊
重孩子成长规律，更加注重孩
子的能力培养，因材施教，让
孩子们幸福成长、快乐成才。

启发教育 授人以渔
郑旗

系列报道之四

古希腊哲学家、教育
家苏格拉底曾称：“我不是
授人以知识，乃是使知识
自己产生的产婆。”他把哲
学家和教师引导人们把自
己心灵中存在的知识引导
出来的方法称为“产婆
术”，并系统地总结了智者
派学者教育学生的经验教
训，把他的“产婆术 ”运用
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创立
了启发式教学法（问答式

教学法）。我国思想家、教
育家孔子提出的“不愤不
启，不悱不发”，强调的亦
是启发式教育。

现实而言，少“填鸭”、
少灌输，注重方法的革新、
方式的转变，小而言之的
启发式教学，可以具体到
知识教育、课堂教育等过
程，不少教师朋友都深谙
此道。但大而言之的启发
式教育，显然不能仅仅具

体到教学方式、教学方法
的微调。

因为根本上说，要想
使素质教育全面落地、
开花结果，在改革高考
评价制度之外，还须切
实增强学校和教师的自
主性，允许学校有充分
的办学自主权，保障教
师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
给他们大胆创新、积极创
新的机会与空间。唯有

如此，素质教育才能真正
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在需
求与自觉，学生才能真正
从启发式教育的潜移默
化中受益终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学校教育绝不应该
是知识教育单一、片面的
范畴。比如在国家督学罗
崇敏看来，素质教育应包
括“三生教育”，即生命教
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

启发学生有爱心，爱人，爱
智慧，爱社会；使人追求真
理，增长智慧，塑造美好心
灵，做有道德、有良知、有
善心的人。不难想象，将
类似教育思维贯彻学校教
育始终，使启发教育真正
成为素质教育内核，因此
而被改变的不仅是学校教
育本身，我们更能因此收
获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
公民。

巩义市政协副主席王红
生看了本报对郑州市实践素
质教育的系列报道后，称赞
不已！

王红生认为，《素质教育

的郑州实践》报道，做得非常
好，看了发人深省。两报一
网对郑州市中小学实践素质
教育的做法进行了大篇幅报
道，对社会各界热议素质教

育的观点进行重点报道，已
经引起了社会对素质教育的
广泛关注，不论是对于孩子，
对于家长，还是对于教育界，
对于社会，都是一个好消息。

“各类学校都应该向全
面 的 素 质 教 育 进 军 ！ 在 这
方 面 郑 州 能 走 在 前 列 ，可
喜 可 贺 ，实 数 善 举 一 桩 。”
王红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