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不在于口号翻新 关键在于做些什么 

 

大约 15年前，我当时担任浙江省教研室副主任，经常进入中小学校，从学

校门口就会看到一些关于学校宗旨的陈述，例如，一流、著名、优质、当地第

一……，使用的都是最高级或绝对肯定的语气，以政治上的口号或作为管理者工

具的那种“大一统”的方式陈述学校的宗旨，由于这些宗旨远离了教育的核心价

值，给人的感觉就像饿着肚子在吃棉花糖——好吃而不能果腹。 

这 15年，我从杭州到北京一直在担任校长，也时常到中小学参观学习，看

到更多“最新款的、改良过的”并能够显现学校教育特征的新话语，虽然读起来

非常新鲜，仔细品味其实质十分相似，总是“基于学生生命成长、全面发展”之

类的话语。正如市场上太多改良过的商品让人们目不暇接，教育也有每日翻新的

时髦话语，过分迷信“快捷便利”的今日发明，购买的只不是教育的海市蜃楼。 

如果校长只从理念层面洋洋洒洒地呼叫宏伟的口号，教师不假思索地跟着呼喊，

其结果是“理念变化的越多、原样保持的越多”，不够坚定而名目繁多的理念最

多只能带来混乱，令已经超负荷的教师士气更加低迷，理念之后涌现的却不过是

教育的泡沫。 

我曾到加拿大一所小学参观，发现全校师生包括接待我的校长都穿着睡衣。

校长告诉我，学校安排学生每周要读一本书，这一周的某一天要举办与这本书有

关的系列活动，所有学生的服装要与所读的这本书有关，全校上下都会安排与这

本书有关的活动。因为本周读的书与睡衣有关，自然全体师生都穿着睡衣到校。

很多教室里正在举行关于这本书的某个片断的演出活动；学校事务员正在接受学

生的捐赠并安排将捐赠的物品尽快送给当地困难家庭的孩子；几个学生正在帮助

“书本医院”的老师维修旧书；还有一个教室、漆黑一团，学生都在打着手电看

书，主题是“在黑暗中阅读时，你有什么想法”。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向那位

穿着睡衣的校长要一本书，并了解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这所学校的深刻之处不是在喊类似“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口号或搞“阅

读工程”之类的运动，而实实在在地做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事。中小学教育，不

要总是把心思花在不断翻新口号上，而应当更多地思考“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一个高效能的学校应当向前走一步，不流于“学生，我们的希望”这一类非常相

似的陈述或者其他更加新鲜的表达，要把重点放在关键的问题——怎样使希望变

成现实。例如，如何让学生的学业进步，应当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所有学

生都要学习，那么希望他们学会什么呢？我们如何知道学生是否在学习？如果学

生不学习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让学生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一个有效的教育

需要非常具体的有关行动的陈述，如果没有明确回答上述四个问题，最多的教育



理念对于提高学生学业水平也无济于事；只是比拼理念的华丽而没有在行动落实

上研制翔实的措施，理念也不会得到教师的响应和共鸣，从而很快被遗忘。 

学校每学期的计划如果离开了干些什么、改变些什么，只是谈那些不断翻新

的新理念，就等于没有计划；发现、研究和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对问题

采取相应的行动，计划才会显得十分的重要。学校的计划包括教研组、年级组及

各个部门的计划，更需要这些细节：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正在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确保成功。绝大多数教师有这样的质地：很重视做些有意义

的工作，愿意真正地为学生服务，善意地对待同事、家长和其他人，在工作方式

上坚持正直。教师从事的是一种最“合乎自然规律”的具有目标和远见的职业，

做有意义的事比呼喊好听的口号，对教师更有吸引力。 

将最新鲜出炉的理念打印出来贴在教师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或者悬挂在学

校最引有注目的地方，这些做法并不能改善你的学校。教育不在于坐而论道，而

在于具体行动，我们需要研究正确理念之下的所有细节以避免理念只是“贴在墙

上用于唬人的东西”，并帮助教师掌握“为学生寻找成功策略的全部本领”，这

需要具体的行动和过程。正是行动和过程，促进了学校的改善和校园文化的转变。 

不去做些什么，最好的口号也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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