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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智慧力量依智慧力量
启智慧教育启智慧教育

智慧教育行动学校

洛一高
洛阳理工学院附中
东方高中
市二中
市三中
市八中
洛阳外国语学校
市十九中
市东方二中
市东升二中
市二十三中
市实验中学
洛阳师院附中
市六中
市二十六中
市实验小学
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洛阳国际学校

齐振富
（市东方二中校长）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
话虽有偏颇，但也强调了

“教”的重要性。“教什么，
怎么教”是每一个老师都
要面临的核心问题。其
实，“教”是手段，“学”才是
目的。“教”不单是教给学
生知识，关键在于让学生
学会“学”。“没有学不会的
学生，只有不会学的学生”
应该是智慧课堂要达到的
重要目标之一。

付耙牯
（市八中校长）

一张足够大的白纸折
叠 51 次后会有多高？不
是一台冰箱也不是一栋摩
天大厦的高度，而是超过
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
离！这引发了我的深思：
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如果
我们专注于一件日常的小
事并把它做到极致（就像
把一张白纸折叠 51 次），
那就会威力无限，就会成
为“核武器”。

教育

□杨寒冰

勿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经常出现
在励志文章、流行歌曲中，不少人不用
逐字去读，瞄一眼就能将其说出，足见
对其熟知程度。然而，当暂时的失败来
临时，能坦然接受失败，继续怀揣英雄
梦想，继续拼搏的还有几人？

高考是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在不
少人看来，高考的失败即意味着人生的
失败，因不愿面对失败的人生，他们选
择了走绝路。

6月24日《辽沈晚报》报道，高考标
准答案揭晓的当晚，辽宁营口复读生
李新离家出走，在鞍山郊区投河自

杀。他父母说，他去年的447分已经够
二本分数线，但他最大的理想是考上
重点大学，于是，选择了复读。今年对
完标准答案，可能觉得上重点希望不
大，于是……临终前，李新只给父母留
下遗言“对不起”。

悲剧并没有停止。6月25日，多家
媒体报道，四川省崇州市一名 20 岁的
女孩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选择了复
读。今年，复读了一年的她，离理科三
本分数线仍有 6 分差距。在得知这个
成绩后，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放榜后选择自杀，心理学将其定
位为“冲动自杀”，其根源在于心理承受
能力不足，或者说心理素质不够过硬。

关注学生的心理，这个很有必要，
不仅要关注失败者的心理，还要关注成
功者的心理。

高考成绩揭晓后，各种“最牛班”
“最牛人”的报道铺天盖地，这难免会让
成功者多一分自豪，甚至骄傲。

沾沾自喜的心理也挺可怕，成功一
时，不代表成功一世，万一将来遭遇失
败，以成功者自居的他们是否能够坦然
接受？据报道，自恢复高考以来，在政
界、学界、商界的精英中，很少有高考状
元的身影。

因此，高考结束，无论是成功还是
失败，都是暂时的，拍拍身上的灰尘，继
续锁定目标，迈开大步向前走。

●一所学校，理应学生最大，应该
以“尊重每一个学生，关爱每一个学生，
发展每一个学生”为教育目标。

●辨别一所学校是否强大，不
是看它面积有多大，也不是看它硬
件有多先进，而是看它如何对待自
己的学生。

●服务学生应是全方位的，“传道
授业解惑”之外的服务也不可或缺。

——司马恒语录

“尊重每一个学生，关爱每一
个学生，发展每一个学生”

记者：一个集体有了核心的理念，
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洛阳地矿双语
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什么？

司马恒：教育的本质，以实现人的
最大价值为出发点。我校的办学理念
也不例外，即“尊重每一个学生，关爱每
一个学生，发展每一个学生”。

记者：“尊重、关爱、发展”说起来简
单，该如何在具体的服务上体现？

司马恒：不论是教学还是管理，我
们都习惯于耐心倾听，用心发现，走进
孩子的内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

给每个孩子创造适合其发展的空间，这
就是尊重、关爱和发展。

学校提供良好的硬件服务，老师课
前精心准备，课堂上鼓励学生发问，接
受学生挑战，如果有学生能在课堂上给
老师挑错，全班会给予掌声作为鼓励，
这是服务；老师课下定期进行教学反
思，并以书面形式呈现出来，学校组织
老师们在一起学习，帮助老师进步，提
高教学水平，这也是服务；老师不局限
于狭隘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多从“做人、
成长”角度给学生正面启发，这更是服
务。

“服务是教育的一种境界，它
不光是爱心活，更是技术活”

记者：何谓“全方位的服务”？
司马恒：“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就是说老师要给学生“传”一条
道路，指一个方向，“授”给学生相应
的方法与技巧，“解”除学生在实践中
的困惑，给其帮助。此外，学生习惯
的养成还和家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就要求学校在服务学生的同时，通
过开设家长学校、家校共建，帮助家

长做好家庭教育，进而给学生全方位
的服务。

记者：现在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
在家已经是万千宠爱，学校一味地服务
会不会在教育目标上适得其反？

司马恒：服务是教育的一种境界，
它不光是爱心活，更是技术活。服务学
生要以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为前提，需
要在基本的教育规范和原则下开展服
务，而不是盲目服务。

例如，在德育方面，学校开设了责
任感、竞争力、诚信、心理健康等多个方
面的服务课程，这样的服务让学生们更
享受教育。

“服务是为了让每一个学生
获得成功”

记者：如何用服务让每一个学生获
得成功？

司马恒：我先举几个例子吧，如学
校在每个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开辟了

“我最行”板块，老师不断发现学生身上
的闪光点，用一两句话写在其中，学生
可以自荐，也可以互相推荐，让每一个
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学校的艺术节、
班干部选举等活动由学生组织，给每一
个学生创造机会。

记者：听说学校在努力让学生“接
管”校园，这也是一种服务吗？

司马恒：学生有其年龄、阅历和
思想的限制，需要学校为其服务，但
从长远来看，学生要学会思考，学会
学习，学会担当，学校必须在一些地
方做“甩手掌柜”，发挥学生的自主
性，逐渐让学生“接管”校园，如让学
生参与学校的管理，进行诚信无人
监考考试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知识会被遗忘，
但这些服务给学生的成长带来的影
响，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才是教育最重
要的部分。

对话对话教育教育教育

教育本身就是服务，洛阳地矿双语学校校长司马恒表示——

厚待学生，就是厚待教育的未来

□记者 赵夏楠 崔宏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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