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胜利路小学
手抄报精彩纷呈

近年来，合肥市胜利路小学定期定主

题在全校开展手抄报评比活动。学生们

自己动手参与手抄报的创办过程，从设计

版面、收集内容、剪辑材料到排版、书写

等，诸多环节衡量和再现了小学生德、智、

体、美、劳诸多素质。手抄报创作不仅丰

富了小学生的生活，更为他们开辟了书写

人生、畅想未来的创作乐园。目前，手抄

报已经成为胜小素质教育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 王阳

瑶海实验小学
与肥东县梁园学区
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11月4日，合肥市瑶海实验小学来到

肥东县梁园学区中心校与梁园学区共同

开展以“城乡一体，片内互动，资源共享，

合作双赢”为主题的梁园教研片观摩教学

活动。肥东县路口学区、张集学区、护城

学区、草庙学区和梁园学区的四百多位教

师参加了活动。肥东县教体局相关科室

领导与会。

瑶海实验小学和梁园学区中心学校

为听课者呈现了涵盖语文、数学、英语、体

育、品德与生活等学科的全部 12 节课堂

教学案例。 活动再一次为城乡教师之间

的交流搭建了平台，使教师的素质和教育

教学质量得到均衡发展。 应春潮

蚌埠路第五小学
科技节隆重开幕

11月7日，合肥市蚌埠路第五小学首

届校园科技节隆重开幕。学校党总支书记

唐德胜在开幕式上提出“科技在我心中 创

新在我手中”的活动理念，并希望各班同学

在活动中彰显个性，为校园增添新的活力。

本次科技节的主题是：“体验 创新 成

长”。将围绕科技创新；科技实践；科学幻想

绘画、电脑绘画、黑板报比赛；智力七巧板、24

点、魔方游戏四大版块开展活动。蒋娟娟

望龙学校
举行大队委竞选活动

近日，合肥市望龙学校全体少先队员

迎来了“我自信，我能行”2011-2012 学年

年度大队委竞选活动。竞选活动由个人海

报展示和现场竞职演讲及才艺展示几部分

组成。

经过激烈海选，共有 11 名竞选者突

破重围。 杨健副校长向新当选的大队委

们提出了希望：每一张选票，都凝聚着小

伙伴们对你们的信任，我真切地希望你们

能为大家说话，替大家做事，忠实地做大

家的代表。 杨健

合肥市临一小
对班级文化建设
进行检查验收

为优化育人环境，促进班级管理，营

造积极向上，富有特色的班级文化氛围，

本学期，合肥市临泉路第一小学在全校范

围内组织开展了班级文化建设活动。 11

月 11 日下午，校长沈华年带领全体班主

任老师对各班的班级文化及特色布置进

行了检查验收和评比。本次活动增强了

班级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对提升校园文

化品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礼增

合肥45中
庐阳工业区分校开始建设

11 月 10 日，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庐

阳工业区分校开始建设，计划在明年9月

1 日投入使用，到时候庐阳工业区的孩子

们在家门口也可上45中了。

据介绍，该分校项目2011年9月通过

合肥市区相关部门批准立项。新建校园

占地面积 71.1 亩，建筑面积为 30543.9㎡，

总投资为 6500 万元，建成后将拥有现代

化的教学楼三栋，行政楼、艺科楼、实验

楼、风雨操场综合楼各一栋，以及标准的

400 米塑胶跑道田径场和优美的景观设

施，将会是一所布局合理、分区明确、建筑

协调的现代化园林式中学。

姚明伟

教育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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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是从事教育之人的最高梦想。一位教师，倾毕

生精力，能获得这个称号的都可谓是凤毛麟角。时下，各地都

在把培养教育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不可谓不是一项“实

政工程”。但这里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培养工程”，并不能

说凡是进入这种工程里的都是“教育家”了。否则，我们的“教

育家”就满地跑了。经过“培养”，这还只能说是一种“组织上的

关心”，或者说是一种帮助成长的方式，最终能否成为真正的教

育家，也不是来个考试，或找几个专家指导与鉴定一下，发个证

什么的就成了的，最主要的还是个人主观意识与行动中，有没

有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执著”与“务实”。这确是一项系统工

程，而且不应是短期行为，甚至连“中期”都勉为其难，伴着“毕

生”才最恰当——好多真正的教育家，不都是在逝去之后才被

后人誉为“教育家”称号的吗？

想当教育家就应当真正的教育家，让知道你的人、结识你

的人口服心服。讲到这里，我们就有话要说。

首先，“教育家”不能混同于“教学家”，至少是大于等于
“教学家”。

当教师的，首先就得上课，而且还要慢慢学着“会上课”，这
是当老师的必须具备的一项“专业技能”，也是“好老师”应具备
的一种重要素质。所以，我们的老师在平时的工作中，致力于钻
研教材、精心备课、观摩课堂、研讨教法等，都是为积累这方面的
功底服务的。学校的主体工作的安排，比如观摩课、汇报课、教
学开放周（或月）、优质课大赛、青蓝结对工程等，也大都是侧重
于这一方面的。这种“课堂教学艺术”也是没有止境的，甚至也
可以说是伴随着每一位老师一生的，我们的老师们重视它、珍视
它，当然无可厚非！也许正是这样的重要，所以就让一些人觉得
这就是当老师的全部；也许正是这样的不容易，所以就让人误以
为这就是“教育家”的全部内容了。假如非要作个辨别或作个区
分，本人暂且作个不一定准确的比较，那就是，会上课的人只能
说是“教学家”，还称不上“教育家”，因为“教学家”涵盖于“教育
家”之中，最多也只能是“教学家”≦“教育家”。

上课，对于老师来说，需要研究学生并需要学生的参与，
但更多的是通过教师自身的“主观设计”来完成的，可以说，这
其中有不少依据老师本身的天赋才能，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
而且为了一节课，还可以有许多老师共同参与来反复的“磨
课”。这个自由度的控制权应该是在教师的手中。我们当老师
的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上十节课很累，但跟纠正学生一种坏习

惯的过程比起来，不算累；如果不去面对学生的成绩与行为习
惯，只管上课，一天上十节也不一定很累。只要触及到我们没
有完全“控制权”的对象——学生，我们的效率马上就要大打折
扣，我们的心情会陡然有一点“沉重”——这就是典型的“心累”
表现。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有个性而又从“无
知”开始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班几十个聚在一起，如何培养他
们良好的习惯，如何解决不同个性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如
何纠正来自不同环境下所产生的不良习气，如何建立一个有序
的常规，等等，这些无不是教育过程当中最为平常而又最为“头
痛”的问题。敢于面对这些的，才叫“好汉”。教好一堂课，这是
一种课堂艺术，需要；教好一门学科，这是一种教学艺术，需要；
带好一个孩子，这是一种教育艺术，更需要。这三种应该是呈
梯级顺序的，而我们基本都处在第一、二级的“修炼”中，想达到
第三级，很难很难。所以，只会“教书”的老师，我们最多只能誉
其为“教学家”，离“教育家”还差一大截子呢。

其次，社会发展的亟需、国民素质的呼唤，“育人”的责任
重于泰山。

假如只从教育本身这个小范围来说，“育人”已是教育的
核心不容置疑，那么，我们再把眼光放高一点、远一点、大一点
看看吧，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当今的中国急缺的是什么。是
钱？绝对不是。虽然中国现在仍有不少贫困地区，但这个在世
界奢侈品消费市场上大方得让任何一个西方大国都瞠目结舌
的国家，说缺钱连我们自己都说不过去。缺科技？看似有一
点。但这毕竟还是抽象了点，还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远了点，
况且高科技的竞争永远都是把“双刃剑”，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
也并不是都安全、太平。那缺的是什么？本人认为缺的就是对

“育人”的重视。
大家还记得“彭宇案”吧。一个并不是“特大型案件”，

竟然让国人都记住了它，竟有人说它让中国的道德倒退了
五十年，这不一定是危言耸听。大家更应对“小悦悦事件”
记忆犹新吧。它的出现，让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具有

“传统美德”的民族，多么尴尬窘迫。这两起事件，也可能是
典型的极端，并不能代表全中国。不错，但它折射出的问题
需要我们去深思：为什么？是我们的“人”出了问题——这
些连做“人”的良知都没有了，还能指望他们再有什么“高尚
的美德”吗？

这要仔细循根究底一下，我们的这些公民们为什么会这
样子？可能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只怪这个社会太复杂，太
势利……这看起来是“这个社会”的事——我们往往都会把这
些自身的丑陋、丑恶往这个大染缸中推，但这也绝对摆脱不掉
个体本身的责任。这些都是“成人”所做的事，说得庄重一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做的事，可是，他们的“人性”当中
那种“善”与“美”体现在哪里？单从这一点讲，他们还没有成

“人”，这些人即使学历再高、知识水平再高，也不配得到别人的
敬佩，因为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从这一点看，

“育人”该是多么重要啊，它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对“孩子”的教
育，即使对于我们这些“成人”，一样需要啊！可是，我们的“大
教育”意识还没有，我们只知道埋头“抓经济”。

暂且不谈这个大话题，单就“小教育”观来看，也需我们去
深思。假如要我作个假设，这些人在以前的教育中也可能“不
怎么样”，这些人在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中，可能过多的是“不能
让自己吃亏”“遇事赶快躲得远远的”的告诫……一代教育不
好，代代都要受牵连，这就是教育为什么是“育人”的“系统工
程”的一种诠释了，这也印证了“育人”为什么是学校教育的核
心任务了。而学校的“育人”工作，源自学校整体的教育思想、
理念的浸润及传统做法的陶冶，而在执行过程中，最为“核心”
人物就是班主任。他们不仅是思想的传播者、品行的示范者，
更是学生思想、品行形成的引导者。这其中有指导，有监督，而
最大部分的还是在“纠错”——纠正不良的习性。那是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细心、耐心与恒心的“自我较量”。这是我们的
教育过程中最花时间、最耗精力与心血的工作。若能在这一方
面坚持不懈，绝对是一个“境界高尚”的人；能在这一方面有所
建树的人，培养出的一定不会像上面事件中所提到的那些“自
私狭隘、见死不救”的人，我们的社会就会多出一批具有人性之
美的公民，这样的社会才会多一份“和谐”。像这样的老师多一
些，当是这个社会的“福气”。这样的老师，才应该是一个真正
的“教育家”。

教育，范围其实很大很大，“育人”，其实责任很重很重，无
论是我们这些看起来已成为“大人”，还是现在仍处在懵懂无知
的“小孩”，都需要！谁能把这份责任扛起并致力于实践，谁就
有成为“家”的可能。所以，要想成为真正的“教育家”，请您不
要拒绝当班主任。

想做“教育家”，请别拒绝当“班主任”
合肥市第四十八中学 马 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