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十全十美的教育，只有恰
当的教育。教育是现实的，不能脱
离教育的实际空谈教育的优与劣。
智慧教育不是对应试教育的全面否
定，而是根据现实的要求与可能去
取舍和超越。”韩经权说。

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学校只上
一门课，即如何通过考试，这让学
生倍感负担沉重。韩经权指出，这
恰恰需要教育者展现教育智慧。

“做好智慧教育，需要我们从每
一堂课开始，从每一个教育行为开
始，从每一个教育细节开始。如果
每个教育者，包括家长在内，从改变
自己开始，那么，离实现培育既具有
自由和人文精神，又有一定理性思
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人
才，治愈‘厌学的心灵癌症’这些愿
望也就不远了。学生被发掘出的动
力，也会成为教育的推动力，最终形
成良性循环。”韩经权说。

智慧教育像是一个“彼岸的理
想”，它离我们越来越近。

本次讲座视频已在洛阳网发
布，有意观看者可以用手机扫描下
面的二维码。

智慧教育试图解决四个层面
的问题：想学（教），会学（教），能学
（教），乐学（教）。

想学（教），是动机开发的问
题；会学（教），是能力层面的问题；
能学（教），是环境条件建设的问
题；乐学（教），是行为习惯和学习
（教育）境界的问题。

韩经权说：“学习可以像变魔术
一样，过程充满着神秘，会让孩子们
着迷，连家长们也为之惊叹。智慧
教育不是填充知识，它就像一个火
把，引燃学生求知的欲望。”

课堂是智慧教育的主阵地，课堂
教学质量约等于教学质量。韩经权
介绍，理想的课堂，应该是心智课堂，
即触动心灵，生成智慧的课堂。这要
求课堂有情景、有情趣、有情感，合规
律、可操作、高效率。

韩经权说，在课堂教学方面，
智慧教育的策略是先做“减法”，再
做“加法”，把无效的甚至负效的
去掉，给教师、给学生以尽可能多
的空闲，“学生的身心成长具有连
续性、阶段性和差异性，这就要求
教师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让学生
养成快乐学习的习惯”。

此外，智慧教育还要教学生学
会质疑，智慧正是在质疑与探索中
积累与成长的。

■智慧教育
引燃学生求知欲

■智慧教育
是恰当的教育

依智慧力量
启智慧教育

记者：您认为，要做好“适合的教
育”，教师应担任什么角色？

杨康义：教师要树立差异观念。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
没有两滴完全相同的水珠。教师要承
认学生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适应学
生的差异，并在适应学生的过程中完
成发展学生、提升学生的使命。

作为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兴
趣和爱好。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曾说过，如果孩子到了十二三岁
还没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做教师的
就要为他担忧，担心他将来成为一个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平平庸庸的人。

我们目前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教育理
念，学生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往往没
有自己的志愿，只凭分数报志愿。这
难道不值得我们担忧吗？

记者：理工附中为开展“适合的教
育”进行了哪些努力？

杨康义：学校要走课程改革之路，
在开全开足国家课程的前提下，积极
开发校本课程，增加选修课，开发拓展
课，开展研究课；充分利用学校、家长、
社会等资源，调动广大教师和家长的
积极性，挖掘开发满足学生发展需要
的校本课程，以满足学生的多样性需
求，使学生个性化发展。

我们提倡采用启发式教学，吸引
学生积极参与，这样教学才会更高
效。同时要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把
时间还给学生，让他们有时间思考、有
时间实践、有时间锻炼、有时间参加自
己喜爱的科技或文艺活动。这样我们
的教育才会生动活泼，我们的学生才
能享受到教育的幸福。

（上接D01版）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访理工附中校长杨康义

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优秀教育工作

者、洛阳市特级名师、洛阳理工学院附属中

学（下称理工附中）校长杨康义认为：学校要

给学生提供适合个性发展的教学环境，只有

为每一个学生提供真正“适合的教育”，才能

使学生主动学习、健康成长，从而培养出高

素质、创造型的个性化人才，最终实现学校

发展、教师进步、学生成才。

记者：在您看来，“适合的教育”是
培养学生成才的关键所在，请解释一
下它的具体含义。

杨康义：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
他们的天赋和秉性、兴趣和爱好千
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个学生，在不
同的成长阶段，他的认知能力、兴趣
爱好和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一旦教
育太注意统一性而忽略了差异性，
只强调共性而忽视了个性，教育就
成了牢笼——禁锢了学生发展的自
由和成长的空间。

因此，打破禁锢，创造“适合的教
育”，是适应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是育
人为本的实践体现，也是培养学生成

才的关键所在。因此，只有“适合的教
育”，才能让学生在校园里生活得更加
幸福，更有尊严。

记者：据了解，在教育和教学方
面，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曾对生理
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进行过深入研究，
能否从这三个方面，谈谈“适合的教
育”对学生的自身发展有什么帮助。

杨康义：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
教育”，是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的要求。从生理学上讲，人的
遗传素质是不同的，假如普通儿童的
智商是100，那么超常儿童的智商可
达到130或140，而智障儿童的智商
只有70～80。当然智商测量是否科

学，还存在异议，但人的天赋有差异是
得到公认的。

世界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
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他说每个人的
智能结构是不同的，人类的智力是多元
的，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表现在
各个活动领域，比如作家、诗人、演说家
有较强的语言智能，数学家、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有较强的数理逻辑智能，等
等。就人的思维品质来说，有的人逻辑
思维能力比较强，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
比较强；有的人思维开阔，有的人喜欢
钻牛角尖……如果用一种模式、一种标
准去培养学生，既不科学，也很难取得
应有的效果。

记者：您一直认为，给每一个学生
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
育。那么，怎样理解教育公平？

杨康义：教育公平有入学机会的
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而最终的公平
应该是让每一个孩子的潜在能力得到
充分的发展。假如一个学生的形象思
维能力较强，喜欢文学艺术，而你却偏
偏让他去学习奥数，这不是对他最大
的不公平吗？假如一个学生动手能力
很强，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而你却偏
偏让他去学习理论学科，这不是对他
最大的不公平吗？有些家长明知自己
的孩子成绩一般，却让他去重点学校、

重点班，结果孩子越学越跟不上，越学
越自卑，优势消失殆尽。这都是没有
找到孩子最“适合的教育”的结果。相
反，如果给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他
就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在这方面，清华大学就曾有过一
个典型的例子。有一个孩子，在初中
时，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父亲让他辍学
回家。老师得知情况后，就去做家长
的工作：“这娃喜欢画画，让他上学吧，
将来可能会有出息。”父亲答应了，后
来这个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所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
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

思想。
记者：“适合的教育”，就是培养现

代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在您看来，
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人才？

杨康义：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是现代社会多元化人才结构
的要求。古代社会的人才结构是二
元对立的，不是人上人，就是人下
人。而现代社会的人才结构则是多
元的，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多种多样
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人
才？我认为，只要有社会责任感，勤
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就是人才。

“适合的教育”，培养有差异的人才

“适合的教育”，让学生更加幸福

“适合的教育”，给学生最公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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