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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生放在心上

李镇西

什么是“好教育”？这个问题如果让有些人回答，他们可能会引经据典，从这个“理念”谈到那个“原则”。

但我更愿意用一句朴素的话表达———

“好教育”，就是把学生放在心上的教育。

这样说当然是有针对性的。时下，有的教育，是把上级检查放在心上，学校的工作重点就是迎接各种各

样的验收和检查；或是把时髦的理论放在心上，思考教育从抽象的原则、理念出发……凡此种种，唯独没有

或者很少想到我们每天面对的学生———尽管现在“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口号

喊得很响亮。

把学生放在心上，就是怀着一颗童心和爱心，理解学生，尊重学生，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要的教育，并为

此付出教育者的情感和智慧。当然，这里的学生是指学校里的每一个学生，而不是专指那些成绩好的部分优

等生。因此，如果要准确表述，“好教育”应该是把每一个学生放在心上的教育。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来是所农村学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现地处城郊结合部，学校 88%的学生都

是当地农民的孩子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生源复杂，既有天赋很高、成绩好的学生，也有天资平平、成绩比

较差的学生。如果学校仅仅抓升学率，只需把主要精力用于那些“尖子生”身上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看到有

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有学生中途辍学去打工，我们的良知开始不安。如果只把成绩好的学生放在心上，而冷

落了其他学生，这就是典型的教育不公。于是，我们根据学生的意愿，开设不同层次的特色班，建立几十门选

修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以发展兴趣，培养特长。到了初三，学校会对成绩优秀的学生进

行强化升学训练，鼓励他们冲刺重点高中；同时也会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和相关专业培训，

让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升入职高，学得一技之长。“把学生放在心上”，对学校来说，不应该只是一句动听

的口号，而应该体现于课程设置中，让每一个学生在初中学习阶段都感到有奔头。

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学生中午都在学校吃饭，三千多人的伙食真不好办。有一段时间，不断有学生反

映食堂饭菜不合口味，也有家长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学校吃不好。于是，我就找学校有关部门商量对策。有的

老师说，三千多人的食堂怎么能和家里的饭菜比？大锅菜怎么炒也赶不上小灶，何况众口难调！这的确是事

实，但如果学生在学校连饭都吃不好，我们还有何资格大谈学生利益、学校发展？因为人太多，食堂无法一次

性容纳三千多人吃饭，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工人师傅把配好的饭菜送到每个班的教室，后来略加改进，

让学生直接到窗口领取统一配好的一荤两素一汤餐盘。后来学生又提出，饭菜能否多样化？我对后勤部门

说，无论多么难，只要把学生放在心上，我们就能想出办法、克服困难去做！从这学期开始，学校不再统一配

餐，而是让学生凭饭卡到窗口自己选择买饭菜。为了让食堂座位能够周转开，学校调整了每个年级的上课时

间，三个年级之间错开半个小时，这样就避免了因食堂小带来的午餐拥挤现象。做这一切，虽然给学校工作

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换来的却是学生可以吃到可口的午餐和获得更丰富的营养，我们认为这样做值。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