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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生活经验均表明，大千世界，宇宙万物，

都有个归宿，即有始有终，有着有落。人的一生亦如是，孕

育于母腹，终老于岁月。教育遵循此规律，就需要对自己的

职能有个定位，方向有个把握。我的观点是，教育的出发点

是尊崇人的科学，教育的目的、方向、使命应该是面向社会

育人，这就是说，教育要在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要之间架

起一座桥梁，把学生引入社会。上苍赋予人一次宝贵的生

命历程，社会要为人的生存、生活、人生提供方方面面的保

障，人也要以自己的主体作用，学会在社会中生存的本领，

在生存基础上提高生活的品质，追求幸福美好的人生。教

育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的是美丽天使的任务。

教育要为人的生存奠基

父母养育子女，学校培养学生，家庭与学校共同承担

的责任，就是要为孩子将来能得以谋职、得以谋生、得以

生存。求职就业，安身立命，是所有学子要面对的现实问

题。学校面向社会育人，要将职业意识、职业体验、职业理

想的教育突显，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与未来职业生活结合

起来。中小学要通过强化人生职业教育，为学生的未来生

活奠基。
教育范例之一：日本中小学生的职业读本

我校部分师生曾随教育部组织的友好访问团出访日

本，在参观学校时，看到了学校对学生开展职业教育的文

化角。文化角有学生喜欢看的卡通绘画本，将日本各行各

业的人物编写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从汽车制造、消防队

员、新干线机车驾驶员，到国际谋职的行业及条件、机会，

应有尽有。孩子们在随时、随机阅读中，可在头脑中留下

“印刻”，影响他们的职业人生。
人的职业意识、职业角色，其实是与青少年的成长相

随相伴的。学生在儿时，女孩无不玩过“过家家”，男孩也

会真事儿似地玩“打仗”，这些萌芽性的职业体验，既是

人的天性，也是人必要的成长过程。学校教育要以此为基

础，不断强化学生的这一心理活动，将其转化为更成熟的

职业意识，进而产生职业角色期望，由此形成有益于未来

生活的职业理想追求。
教育范例二：部分国家的职业技能体验教育

做教育多年，我出访了多个国家。在国外，给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中小学校体验教育设施的完备，以及在技术

保障条件下开展的中小学生的劳动体验教育。在美国、新
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我都见到了学校内专用的职业技

能教室。在那大如车间的劳动场所，学生专注得无暇旁

顾。在德国，学生在劳动屋内砌红砖墙，虽只反复地砌几

层，却是在培养学生的精密意识。德国校长介绍说，用多

少水、多少水泥、多少砖，砖与砖之间要有多少间隙，最后

墙的高度要达到多少，都有精确到毫米的测量。面对这最

简单、也十分节省资金的劳动教育，我找到了德国人为什

么制造业那么发达，那么有竞争力的原因了。国家有这样

一个将水、水泥、砖都要进行精细配料与精密测量的发达

的职业教育，无怪乎能生产出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的精美

产品呢？

面向社会育人
王建宗（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长、北京市特级教师）

“我的校长任职观”之三

图 1：日本一所中学的职业阅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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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范例三：我给学生布置的 5 个假期作业

每逢假期，我总要给学生提出要求，布置任务。今年

假期，我布置了 5 个校长作业：

1 .观看并推荐一部对未来从事某种职业有影响作用

的影片，开学提交片名，内容简介，供其他同学分享；

2.到家人或者亲友的单位参观考察，撰写观感，重点

概括此单位的用人标准，收集参观照片及相应资料；

3.开展道德感动、道德警醒演讲征文活动，书写文稿，

设计 PPT，开学在各班做交流；

4. 对自己某一方面的兴趣进行有益于发展的能力设

计，以“微”科研的方式，设计行动方案，开学向老师汇

报，学校将提供条件，进行“科研”指导；

5.开展“分享美的感受”创意活动，提交具有审美价

值的作品（画、工艺品、照片等），制作成展板，开学参加

评比活动。
我为什么要给学生布置这样 5 个作业呢？我经常思

考：在学生时代，学生要完成学业，将来步入社会，需要哪

些前提条件、基本能力、基础素质呢？这似乎不难概括。但

概括出来并讲给学生听，是不是就能起到理想的教育效

果呢？不尽然。学生要没有亲历亲为，怎样精彩的教育内

容，也只能是听觉的冲击、间接的感受。由此说来，教育存

在于学生的体验中。观看对未来求学、求职有影响作用的

影片，是为了激发学生的职业理想和对职业角色的追求。
学生时代如果多看一些这样的影视作品，那么他们的职

业意识就会早一些觉醒，职业定位就会不盲从。去家人、
朋友、亲属所在的工作单位考察，概括用人标准，听听感

人的职业、创业故事，会强化学生的成才意识，对学生学

有动力、学有标准是会有帮助的。4~ 5 个作业，是为了让

学生感受社会道德，思考个人品德，分析个人兴趣，培养

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升华自己的审美情感，创造分享美的

作品。开展这样的体验、创造活动，是我提出的中学生成

长要“修德、启智、立美”三大核心素质的教育体现。

教育要为人的生活助力

在我看来，社会不是一个笼统空泛的存在，而是一个

围绕人的生活而起到系统作用的真实存在。面向社会育

人，就要使中小学生学会在社会中生活。家庭是社会的细

胞，又是教育的基础，学生生活，首先要上好家庭的生活

课，其教育核心内容是孝敬之情、承担之责，以及把握好

自我。学校是社会的准备室、实验室，学校生活是为将来

迎接真正的社会生活而打好基础。在学校中生活，其核心

素质要求是修德以至善，学习以广博，健美以达雅。社会

是生活的大舞台，投入社会的人，要对政治生活持民主意

识，对经济生活持创造（创业）意识，对文化生活持参与

意识，对社区生活持建设意识。
教育范例一：学生书写的《我在家》小文摘录及点评

摘录：老师给我们人手一册《弟子规》，组织我们诵

读讲解，要求我们自我反省、日有所进。清晨，我总爱读一

读“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五部分中的“入则

孝”那一部分。我在家，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里的事帮着

做，到学校呢？集体的事抢着做。我的书包可整齐了，古人

云：几案精严见性情吗。我在家经常拉一拉妈妈的手，靠

一靠爸爸的背。我说，爸爸是鞋，妈妈是脚，我呢，是鞋带，

牢牢地把爸爸妈妈连在一起。这样的话语常带来家里的

欢笑。在家，我有自我，但我不固执，我会自立，但不会偏

执。因为我，家里多了欢乐。
我的点评：《我在家》一文，反映了学校指导家庭教

育的成绩，也反映了学生给家庭带来的生活欢乐。没有温

馨的家庭生活，就没有良好的性格培养；没有家校结合的

良好教育，也就难以产生教育的同步效应。学生在家与家

人关系的生活体验、生活表现，其实是为将来迎接社会生

活，处理好社会关系在做准备，打基础。
当一个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学会了孝敬，学会了担当，

学会了自立的时候，家庭生活这一课就可以“毕业”了。
为此，学校要对学生在家庭中的生活予以指导，特别是以

共同的思想为孩子创造家校结合的教育环境。我每学年

对新生和家长都要上第一课，主题是“教育神圣”，展开

的 8 个教育观点是：家庭教育基础观、学校教育主导观、
社会教育延伸观、培养目标一致观、教育神圣尊重观、家
校同步教育观、道德法律关系观、身正为范榜样观。

教育范例二：城际之旅的考察

高二年级，全体同学参加了北京———天津城际之旅

考察活动。在考察中学生感悟颇多，认识了社会，也启迪

了人生。下面摘录部分学生感受如下：

周恩来、邓颖超的生平，令我感动。使我感动的不仅

是他们的远大志向，不仅是他们的卓越功勋，更是周总理

晚年的工作经历。我不再奇怪当初人们会有十里长街送

总理的动人场景，不再奇怪联合国在他逝世那天也降半

旗致哀，不再奇怪至今爷爷总在总理逝世那天流泪！

———高二（2）班 陈佳明

平津战役的思考：和平求之不得，得来不易，生活在和

平年代，有父母亲友的关爱，有宽敞明亮、设备先进的教室，

有祥和热闹的节日，有和平安全的国家……我们应该学会

珍惜，不浪费；好好把握，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高二（4）班 何超然

关于科技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

府间双边和多边国际科技合作框架，积极利用国际科技

资源。但我认为中国现阶段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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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新的能力。如果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的科技将

会又一次飞跃。
———高二（2）班 王丰

由家庭生活到学校生活，由学校生活到社会生活，学

生感受亲情，接受指导，熟悉社会。社会则从经济的、政治

的、文化的、军事的生活中给学生施加影响，使学生思考

现实社会的利弊，准备承担社会责任。

教育要为人的一生导航

教育为人的生存而赋予资格与能力，承担的是打基

础的责任。现代社会，人的生存条件有三：一是要获得尽

可能高的学历，二是求得真才实学的素质，三是要突显核

心精神与实践能力。教育为人的生活导航，承担的是让学

生学会交往的任务，与家人、与同学、与教师、与方方面面

的人，能够处好关系，在生活中保持良好的人脉。在生存

保障、生活快乐的同时，教育还要引领人生，让人的生命

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意义，成为幸福生活的享受者。
教育范例一：孔子一生总结的生活真谛

孔子的一生，历尽坎坷。3 岁丧父，17 岁丧母。作为

“天下文宫祖，千古帝王师”的师之圣贤，他在人生的每

一个阶段都有把握自己的信念。15 岁志于学，这学，不是

记问之学，开蒙之学，而是以学达天下的理想之学。30 而

立，不是再立志，而是立交友而学的意识。他说，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表明的就是君子不友（不交近友），求的

是“往来无白丁，交往有鸿儒”的生活。40 而不惑，不是说

什么都知道了，不然，为什么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呢？此年

龄，对生活的领悟是“君子不愠”、“不知者不愠”。50 岁，

知天命，年过半百，更求自己要“发愤忘食”。60 岁耳顺，

追求“乐以忘忧，乐此不疲”的境界。70 岁呢？童心犹在，

碌碌中“不知老之将至矣”。这样的人生处世，是精彩的；

这样的人生把握，是堪为师表的。
教育要为人的社会人生导航，既要针对人的发展阶

段把握好关键期，也要对人的生涯周期予以关照。美国心

理学家托马斯·哈里森将少年儿童发展的关键段分为四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不好———你好阶段；第二阶段是我

不好———你不好阶段；第三阶段是我好———你不好阶段；

第四阶段是我好———你好阶段。这第四阶段是成熟人格

的阶段，既悦纳自己，也宽容他人，人格独立了，人的第二

次出生才算真正得以完成了。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教育阐

述素材，引领人生的经典之作，学校要组织人员收集一

些，编写出来，以备教师开展社会生活教育之用。
教育为人的生涯发展导航，要在更高的境界上思考

自己的使命。在中国，有一位来自德国的教育志愿者，叫

卢安克，他在广西最落后的地区开展教育实验。他说：“如

果一个人为了他的学生，那么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

个人为了他的人类，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法国教育

家马里坦在《教育在十字路口》中也写道：“一个儿童无

论出身富有还是贫困，无论天资聪慧还是愚钝，在成为社

会之子以前，他都是人类的后代。”读这样的话语，你是否

能联想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气魄之语。每每读到这样的教育表达，我都

肃然起敬。教育，不该过于功利，而应该有终极目的追求，

为人的社会，为社会中的人作幸福美好的引领。这样的教

育担当，是何等的神圣与伟大啊！

教育范例二：美国大学学者指导小学生社交的 10 个

要求

在美国，一些小学的入学教育，是从学会与他人交往

开始的。这是我收集到的美国大学学者指导一所学校小

学生社交的 10 个要求，这要求需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

的体验得以落实。指导学生掌握社交技巧的 10 个要求是

“倾听他人讲话、按部就班、遵守规则、不被干扰分心、向
他人求助、按先后顺序说话、与他人好好相处、遇事保持

冷静、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为别人做点好事”。从这小小的

教育要求，细致的教育指导，可看出美国教育的务实与精

细。教育以小见大，以交往生活适应社会生活，这一步虽

小，但将来的效果则不会小的。
人的生存权利、生活能力，人生幸福，是教育的主题

词，当赋予这三个主题词以价值的时候，教育才真正有了

意义。当个人享有生命存在的权利，当个人享有获得维持

生命存在和提高生命质量所需资料的权利的时候，当个

人能以幸福的感受度过一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满意地

说，这样的社会是我们的理想社会，为这样的社会做出贡

献的教育，才是“真”教育。■
（作者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教授）

□编辑 王雪莉图 2：初中生关键期教育设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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