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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一、凡事

都要遵循规律

规律是无

声的命令，规

律指出了人们

工作的路径和

方法。办教育

有 什 么 规 律 ？

在 我 个 人 看

来，从宏观的角度讲有三个规律：

1.用材规律。社会上用什么材？我们培养什么材？

2.育才规律。根据这样的标准怎样育才？

3.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社会可持续发展，一个为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服务的人，如果不能够可持续发展，显然要被社会所

淘汰。需要研究的是，培养学生什么，他们今后才能够可持续

发展？还需要研究的是，要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教师

如何可持续发展，学校如何可持续发展？

对儿童的教育有什么规律？对儿童的教育有什么特殊的规

律？儿童处在生长期，可塑性强，基础教育的水平可以说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其终身。对儿童的教育，在我个人看来，从宏观

的教育讲，从宏观的规律讲，这就是四个字———基础规律，这

是他今后万事的基础。
二、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上初中就开始背这句话———存在决定

意识。
需要研究的是，社会存在什么，决定人们的什么意识？社

会存在什么，在决定学生家长的意识？学生家长的意识，在决

定学生的什么行动？这是学生所受的影响最强烈的环境。
需要研究的是，正常的儿童应当是怎样发展的？童心的发

展有什么规律？现在有什么因素在影响儿童不正常的变化？影

响童心不正常变化的因素是怎样形成的？

三、有一把锁紧紧锁住了基础教育

我认为，基础教育中有一把锁，这把锁很简单，但是锁力

很大，这把锁仅仅有六个字———就业、大学、考分。谁家的孩

子考试、上大学不是为了就业？这是极为现实的事。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而不是能力社会，到哪儿

去，先要看你的文凭，什么学校毕业。今年春节，华东师范大

学一位校长跟我讲，王老师，现在招考一些个职业的岗位到了

“三挖”的程度。他跟我说“三挖”吓我一跳，什么“三挖”？
第一个，您小学是重点校毕业吗？第二个，您中学是重点校毕

业吗？第三个，您大学是重点校毕业吗？“三挖”到了如此的

程度，必将加剧择校，加剧学生的负担。
现在就业是这样一个情况，又是一个文凭社会，这就得上

大学。为了进大学，在现在来看，今后不管怎样改革，分数终

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暂时还找不到解开这把锁的钥

匙，而且社会就业压力越大，这把锁的锁力就越大。但是我更

愿意说这样的话，教师和学校，应当为解开这把锁而贡献力

量，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我个人还认为，一名教师改变不了社会，但是可以改变自

己。一所学校也改变不了社会，但是可以决定本校的办学思

想、办学方向，从而决定对学生施加的各种教育。所有学校联

合起来，为贯彻教育方针贡献力量，可以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

作用，这远远比一所学校的力量要大得多。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是国家的要求，这是教育

的规律，这也是为学生成才打基础的规律。
我举个例子，两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课，讲完了以后一

位岁数比我大的教授问我，王老师您怎么回答“钱学森之问”。我
说如果让我回答，我愿意说这样的四句话：第一句话，任何一个

人的工作都是全人格参与的过程。第二句话，在全人格当中，最

基本的两要素是精神和能力，钱学森既有爱国的精神，又有报国

的能力。第三句话，现在的教育培养出既有精神又有能力的这样

的人了吗？第四句话，现在的教育培养出了这样的人，把他放在

恰当的位置上，让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吗？

要培养学生的全人格，还有一个规律，这就是人格需要人

格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全人格，学校乃至于所有从事教育的

工作者，他们用什么样的人格特征来影响学生的人格特征，值

得研究。这是规律，是对所有从事教育的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四、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影响儿童愉快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觉得过重的课业负担，也是影响儿童学习兴趣，影响儿

童对学习根本看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小就使其对学习一点兴

趣没有，将会影响其终身。
我个人认为，教育任务是一定的，因为对教育任务，国家

是有标准的，关键是如何使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时间和精力最少

而获得的效果最好。一般说来，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时间和精力

最少而获得的效果最好，这就是最优化教学。
在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矛盾中，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极为

重要，提高教师的教学艺术水平极为重要。如果教师的教能够

做到事半功倍，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事半功倍。
为任何一项事业服务都是一个体系，为童心规律的发展服

务也是一个体系，如何优化这个体系，可能是思考这个问题的

关键。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民进

中央副主席，节选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在“童心教育———让

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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