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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钱志龙博士是这样给最好
的教育定义的：教育应该
让学生了解周围的世
界，了解自己的才能，使
他们成为有成就感的
人，成为积极而富有同
情心的公民。这是最真
实、最实在的教育目的，
为我们做教育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要想让学生优秀，教
师必须更优秀。首先教
师要体谅学生的辛苦，了
解学生的压力，理解学生
的心情。教师只有站在
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才能想学生所想，急学生
所急。

教师要了解学生普遍
存在厌学、没有独立思考
能力，家校关系紧张、孩子
天赋被埋没等问题的解决
迫在眉睫。教师要先找到
教育的痛点，去应对、去挑
战。课程的提供要广泛而
平衡，教学方法要因材施
教，考试要形式开放，科学
评估，学校要提供学生展
示自我的平台。

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是最主要的途径。只要

学生对学习充满了期待和
欲望，养成了自觉学习的
好习惯，懂得每天的学习
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那么教师就是引领学
生走向成功的向导。

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
的角色，变传道授业解惑
者为终身学习者、知识分
发者为学习促成者、管理
者为体验设计者。角色
的转换是时代的主旋律，
只有这样，学生的好奇
心、创造力、批判性才能
激活，适时沟通，必要合
作才能使学生具有同情
心、求知欲。

我们还要清楚地明
白，教师教得越多，学生
就学得越少，我们要让学
生觉得他很厉害而不是
我们很厉害，就调动起了
他们的积极性。课堂不
是被教师管出来的，也不
是被教师管好的，只有让
学生自己想办法去思考，
去解决问题，问题才会迎
刃而解。

时代在变，固守陈旧
观念已不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趋势。教师只有终
身学习，成为学霸，方
可尽其才，展其能。

有人问罗恩老师：“我
想开办自己的学校，你能告
诉我怎么做吗？”

罗恩老师说：“我常想，
你就是需要设一个祭坛，牺
牲自己来献祭。”读到这里，
我很震撼。说实在的，读
《学生教我做老师：罗恩·克
拉克学校的成功秘密》这本
书前面的内容，看到克拉克
学校一片欢声笑语，惊喜不
断，老师们无私奉献，亲如
家人，我喜欢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老师。而在这本书
的最后，在这里却用了“献
祭”一词，庄重严肃，令人顿
生敬意。我查了一下“献
祭”一词：献祭，本质是通过
牺牲自己的一些或全部利
益来对神表示忠诚、感激、
忏悔和信仰等感情。罗恩
老师这是把一切都献给了
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包
括自己的生命。

“从开始筹办学校至今
已经六年了，我和金依然是
没有休息的运转，最初，我
们告诉自己，前三年我们必
须牺牲自己，以使学校有所
突破。但是我们明白，只要
你希望朝着自己确定的目
标一致保持优异的水准，那
么所有那些陪伴家人、朋友
聚会、业余爱好和其他活动
都会变得很奢侈。我很清
楚，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孩
子，就不可能完成我在克拉
克学校所做的一切。尽管
我知道，我仍然会是教室里
的一个老师，充满活力、激
情，坚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实
现伟大的理想。”这些普普
通通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
藻，朴实得让人感动，让人
落泪。这该是付出了多大
的牺牲啊!

是什么力量让罗恩如
此忘我？“建一所不同寻常
的学校。这将是一所充满
创新意识的学校，拥有一群
富有热情的老师，他们渴望
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教
育孩子”。正是“为了能在
全世界复制克拉克学校的
教育理念”这个伟大的理
想，他们才做出了如此的牺
牲，从说服人们接受克拉克
学校到绘制学校蓝图，从积
攒建好学校的一个个零件
到一砖一瓦地建起来，从
一笔一笔地募捐到毫不松
懈地努力，“我穷尽一生都
在为了不留遗憾地生活而
努力，因为我总觉得生命
短暂，我不想到年老时追
悔人生，我希望可以做得
与众不同”。

想到了宋培伦，一个隐
居山野 20年，用双手造出
“花溪夜郎谷”的人，印第安
家族三代人，花 60年时间
建造印第安英雄“疯马”雕
塑的震撼让他坚定了要把
贵州文化传承下去的信念，

于是他放弃了大学教授职
务，不当旅美艺术家，拒绝
所有的商业项目，用 20年
的坚持，用石头建造，用陶
片贴出眼睛，用几何化的图
案拼接出各族逝去的图腾，
把中国的侠客梦和田园情
照进了现实。

我又想到了牛玉琴和
她的树。在祖国大西北浩
瀚无际的毛乌素沙海上，她
靠着在 15里外挑水、挖坑，
其间又忍受着中年丧夫的
沉重精神打击和要照顾包
括一个疯婆婆在内的十余
口之家的身心负担，她带领
她的家人，硬是顶狂风冒沙
暴种了 17000亩树！一个
女人家，用人挖、肩扛、驴驮
等人工方法，23年来在毛
乌素沙海边缘植树、种草，
自垫资金 800万，向国家贷
款 200万，确实令人敬佩！
“我治沙种树，不是奔着
荣誉去干的。最初就是
为了吃饱肚子，摆脱贫
困。”就是这样一位淳朴
贤淑的农村妇女创造了
惊人的奇迹。

梦想，是创造奇迹的
源泉！不要以为梦想是一
个遥不可及的事情，梦想
未必是拿来实现的，但是
它肯定是你一个前进的动
力。许巍在歌中这样唱
道：“为了心中的那片海不
顾一切。”其实梦想这东
西，就像那片海，什么时候
追求都不算晚。

但梦想对许多人而言
只是一个盗梦空间，我们多
数人在人生刚刚开始的时
候就学会了苟且。俗世的
物质、功利，耳濡目染，让我
们的内心难以平衡；身旁的
烦琐、纷杂，身不由己，让我
们的内心失却平静。于是，
有了比较，有了不平，有了
灰心，有了敷衍，看破红尘
后，付出就要求回报，一旦
和期望中有偏差，就会失去
冷静。想想当年，我们走上
讲台的时候，正是如花的年
纪，我们憧憬美好，我们心
思纯净，我们心地善良，我
们努力向前！那都是因为
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发自内心地喜爱我们的学
生，所以，我们的事业才会
蒸蒸日上。那样的时光是
我们记忆中的珍藏！

今天，我们要找回初
心，不忘梦想，在教育的百
花园中做充满爱心的园
丁。每一朵花都有各自的
花期，只要我们耐心等待；
每一株草都有独有的模
样，万千变化才不至于乏
味单调。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浇水、施肥、剪枝，给
予帮助，让他们成为更好
的自己。

梦想，是罗恩老师奇迹
教育的密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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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师，品鉴登封美好教育。本报和登
封市教体局联合推出“名师讲堂”栏目。栏目
旨在汇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各
方面的力量，实现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的
良好互动，建立开放办学新格局，把登封美好
教育展示给社会各界，听取社会各界意见
建议，共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展，
为登封“美好教育”凝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