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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四十一讲

老师应成为教育家
而不是教书匠

□记者 李书平 通讯员 王静 文/图

6月30日，教育大讲堂第四十
一讲在洛阳国际学校举行。新西
兰教育部原高级官员、国际资深教
育专家、洛阳国际学校校长崔建
社，结合自己的经历，从国内外不
同的教学模式，讲到教育的本质，
赢得了数百名家长的掌声。

抛出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讲座一开始，崔建社就用一组震撼
人心的图片，引发家长进行思考。

图片一：“儿子，要坚持住，快到终
点了。”在父母的殷切期望下，孩子负重
累累地向着高考的目标迈进。

图片二：冰天雪地里，一个仅穿短
裤的男孩冻得瑟瑟发抖，而他的父母认
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成才。

…………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吗？”崔

建社说，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
先要弄明白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国外教育者关注的焦点与我
们不同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
的法宝。

几十年不变的指挥棒，让学生不得
不埋头于书山题海，家长忙着为孩子报
辅导班、选名校，专家们则忙着研究各
式各样的“应试宝典”……

然而，国外教育者关注的焦点却与

我们不同。
每年，亚太地区都要举行一次教育

年会，会议的主题直击教育的本质，比如
2011年在墨尔本举行的亚太地区教育
年会，主题就是“世界公民·创造性·互联
性·同情——探索21世纪的教与学”；
201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教育年会，其主
题则为“受教育意味着什么”，数十个国
家的政府官员、教育家、校长、教师共同
探讨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适应未来
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他们关注的重
点在于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理念、体
制、方法，以及学校管理如何创新以适应
21世纪的人才需求。

老师不仅仅是讲授者 还应
是激发学生探究事物的导师

“我认为，一所好的学校，老师应成
为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崔建社说，近
代世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曾

经说过：“我们所期望的老师不仅仅是
一个讲授者，仅仅满足于传达现成的
答案，还是善于激发学生主动探究事
物的导师。”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也曾说过：
“如果学生不能筹划自己解决问题的方
法，自己寻找出路，他就学不到什么；即
使他能背出一些百分之百正确的答案，
他还是学不到什么。”但纵观当下的教
育模式，重考试分数轻知识运用等依然
在主导着我们对人才的培养。

而真正的教育并不只等于考试。
因为教育不是训练人们成为驯服的工
具，去为他人的利益服务，教育应该是
对受教育者人格的完善，教育是帮助人
们了解自己的潜在能力，提高自己的判
断能力，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形成自
己的价值观以应对未来不可知的变化，
增强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在民主社会
中，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并最大限度
地行使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

“高分+高能”才是评价学生的标准

“我始终认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崔建社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
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习的方法是通过
联系生活实际，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学
习的目的不是为了顺从，而是学会管理
自己，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决定了老师不仅要重视学生知
识的学习，更要重视学生个人能力的培
养。因此，“高分+高能”才是正确评价
学生的科学标准。

好学生的标准应该是富于想象力，具
有创造力和自学能力。好老师的标准应
该是善于观察和把握每个孩子的特点。
好学校的标准则是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
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各种生存能力。

用教育智慧教智慧学生

纵观国内外，关于教育本质的探讨
日渐深入，这些探讨所迸发出的教育思
想，逐渐聚合成教育的智慧。如果将这
些智慧运用到教育中，就形成了智慧教
育，比如：

知识是找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灌
出来和背出来的。

能力的获得不是靠发奋苦读，而是
靠会学、巧学。

学生没有动起来，再好的老师也无
能为力。

学生不是不学，不是少学，而是用
智慧的方法去学。

学生不体验、不参与，很难真正掌
握知识。

智慧的教育，就是让学生真切地感
受到学习的快乐，在快乐中学习，在快
乐中进步，在快乐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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