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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育是发现、唤
醒、启迪，而非灌输。”刘明臣
校长常说，教育的终极指向
不是分数，而是人格的完整。

当高同学在高考后引用
《中庸》中的“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来总结成长
时，当教师团队中有人因常
年研读经典而考上山东大
学哲学博士时，我们看到的
是一种教育生态的良性循
环——人文滋养智慧，制度
保障个性，最终让每个学生

都能在“养正”与“成人”的路
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坐
标。而教育也在这条路上逐
渐回归了它的本真：不是雕
刻一模一样的塑像，而是让
每颗种子按照自己的成长密
码，长成参天大树。

站在郑州教育版图上，
一八联合国际学校高中部
像一株破岩而出的新苗，用
4 年时间证明：真正的教育
革新，不在硬件的堆砌，而
在对“人”的发现与守护。当

多数学校还在标准化与个性
化之间摇摆时，这里已用“蒙
以养正”的古老智慧与“一生
一策”的现代制度，织就了
一张托举每个灵魂的教育
之网。

正如高同学在毕业典礼
上所说：“学校没有给我标准
答案，却给了我成为答案的
勇气。”这种让教育回归本质
的探索，也许正是当下教育
界最珍贵的新光。
本报记者 蒋晓蕾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
一八高中，正以人文之火与制度之刃，为每个平凡少年照亮英雄之旅。

破茧成蝶处，教育自有新光
——记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高中部的人文觉醒与制度突围

当分数成为衡量教育的
唯一标尺，当焦虑裹挟着每
一个家庭，我们是否还能记
起教育的初心？在郑州一八
联合国际学校高中部，教育
正以另一种姿态生长——这
里没有流水线式的批量生
产，没有唯分数论的冰冷竞
争，有的是一群教育者俯下
身来，倾听每一颗心灵的声
音，点燃每一个可能的微光。

这是一所敢于打破常规
的学校，它以“蒙以养正，学
以成人”为根基，用个性化
唤醒、制度性革新和人文性
滋养，构建了一个既尊重教
育现实又眺望未来的育人
生态。

从“发现微光”到“定制星河”

个性化教育的破壁之光

当高同学得知自己的
高考分数时，相较于老师们
的激动，他更拥有“每临大
事有静气”的坦然，大概是
因为他已“尽吾志”。这个
曾在洗手间“偷光”看书的
男孩，如今已是全国中学
生物理竞赛银牌得主，并
以 657 分高考成绩位列全
校第一。这所创办仅 4 年
的民办高中，用鲜活的故
事证明：教育的本质，是唤
醒灵魂深处未被察觉的力
量。这种唤醒并非始于分
数，而是缘于对每一个“人”
的凝视。

“ 以 人 为 本 ，因 材 施
教”。一八学校已经将这些
理念转化为可落实的细微
点滴：在物理张老师与他聊
天的过程中，高同学发现
当他向老师倾诉自己想参
加物理竞赛的想法时，得到
的完全不是质疑，而是坚定
的鼓励与支持。校长刘明
臣在得知后，也亲自与他
交流，分享自己对物理学
科的见解，还鼓励他大胆尝
试物理竞赛，勇敢追求自己
的热爱。高同学第一次触
摸到“蒙以养正”的深意。
在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氛
围中，高同学毅然决定投身
物理竞赛的领域。

自此，高同学踏上了物
竞之路。这时已经是高一
的下学期了，众所周知，物
理竞赛参与者从初二、初三
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因而很
多人质疑“已经输在起跑
线”。然而得到了认可、支
持与鼓励的他，完全不畏
惧。他带着对物理最纯真
的热爱，不惧怕时间的紧
张，即便手握碎石，也要将
其垒成通向理想国的台阶。

现在回望竞赛之路，就
如登山一般，有起有伏，有
上有下。攀登的过程，远比
站在山顶的那一刻更有意
义。竞赛的奖牌不是终点，
高同学说，这只是他追梦
路上的一步，“未来我希望
能更多地投身于基础物理
的研究之中，让国内的基
础物理研究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

这种关注“人”教育智
慧，让竞赛生与普通高考生
都能在各自赛道上实现“低
进高出”——2024届首届毕
业生中，理科整体一本率超
四成的成绩，2025届作为第
二届毕业生，再创新高，物
理方向特控线上线率近五
成，历史方向也接近四成半
的优异成绩，打破了民办学
校的生源限制魔咒。

当国学智慧遇上现代课堂 现代教育的革新之光

高三的到来，高同学又
面临新的挑战。回归高考学
习后，长时间专注于竞赛学
习，导致他在一些学科上出
现了空白与短板，巨大的心
理压力也随之而来。几次考
试中分数起伏的压力也如山
峦般连绵压来。他开始焦
虑、失眠，甚至对自己的未来
产生了迷茫。某个课间，当
他被堆积的习题压得喘不
过气奔出教室时，恰遇楼道
巡视的刘明臣校长。刘明
臣校长并未多言，引他至办
公室坐下，只递过一杯温
水。刘明臣校长静静翻开一
本《论语》，指着其中一句：

“‘君子不忧不惧’，‘忧’和
‘惧’是一对孪生兄弟，知者
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放
下得失胜负，不要惑于外物，
要做到‘念念而不念于念’。”
用古人的智慧为他排解心中
的困惑。在学校和老师的帮
助下，高同学逐渐调整好心
态，以顽强的毅力投入到高考

复习中。——原来“学以成
人”的真谛，正是学校以人文
关怀织就的网，稳稳承托住
每个灵魂在风雨中的震颤。
这里没有冰冷的淘汰，只有
温暖的守望和悉心的雕琢。

不止高同学，在一八学
校的课堂里，《道德经》与物
理定律、《论语》与函数公式
时 常 产 生 奇 妙 的 化 学 反
应。刘明臣校长要求教师
每周考核《论语》背诵，随时
接受“灵魂拷问”，这种看似

“复古”的制度，实则是革新
的底层逻辑——当数学教
师用“温故而知新”讲解错题
复盘，当化学教师以“天下难
事必作于易”引导学生拆解
复杂方程式，人文素养便成
为 激 活 理 性 思 维 的 催 化
剂。这种“双轨育人”机制，
在师资建设上体现为 80%
硕士以上学历与每月“经典
研读会”的硬性结合。一位
年轻教师在日记中写道：

“这种浸润式学习，让教师

在讲解牛顿定律时，会自然
联想到‘格物致知’；在疏导
学生压力时，能信手拈来‘君
子不忧不惧’；当孩子们在
学习中受挫时，老师用《道
德经》‘柔弱胜刚强’重塑其
韧性；当学生考前焦虑时，老
师以王阳明‘事上需磨练’
鼓励其化压力为动力。”

在科学求真、人文求善、
哲学求通的融合中，终将抵
达“遗忘知识后，留下思维光
芒”的教育本质。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
么？刘明臣校长的回答是：
培养“快乐的人”，这种快乐
不是短暂的低级快乐，是让
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后所具
备的深层愉悦。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高中部的人文教育探索，为
焦虑的现代教育提供了一种
可能：它证明分数与素养并
非对立，它展现传统与现代
可以共生，它宣告民办教育
也可以制度创新。

从灌输知识到内驱唤醒 教育本真的回归之光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高中部构建育人新生态

学子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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