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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才是“优质教育”
■李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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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人民满意”到“孩子满意”

通常政府给学校提出的要求是“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于是大家都这样说，好多学校还把这句话写

在墙上。

可是，我一直对这话有些疑惑：谁是“人民”呢？

几十年来，我们在讲话中，在文章中，在各种场合中

无数次使用过“人民”这个词，但这个词太抽象，似

乎包括了很多很多人，可似乎谁都没有包括。所以，

谁是“人民”真还不好说。

既然不好说，那“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究竟是要

让谁满意呢？

实际上，我们平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想

的“人民”多半是两类人，一是各级领导，二是学生

家长。 这样一来，所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成了

“办领导和家长满意的教育”。

教育让领导和家长满意一点错都没有———难

道我们的教育不是要让领导和家长满意吗？ 对此，

不用多说。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教育除了让领导

和家长满意之外， 还有一个群体被我们遗忘了，那

就是我们的学生！我们为什么把孩子排除在满意对

象之外呢？是呀，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孩子上课，可他

们是否满意，却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喊

了那么多年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

了学生的一切”，可是思考办学目标时，眼睛里却只

盯着领导和家长，而把孩子忘记了。 优质教育如果

离开了孩子还称得上是“优质教育”吗？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办孩子满意的教育”要好

一些？

当然要好一些， 好就好在这样的理念目中有

人———学生。 我们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

在孩子身上———他们现在成长的快乐，他们今后生

活的幸福……这些都取决于我们每一天的教育。

二、从“孩子满意”到“适合每一个孩子”

但是，如果仔细琢磨，这句话也不是无懈可击。

因为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有一种教育，能够同时

让所有孩子满意。 凡是教过书的人都知道，面对五

六十个学生，一堂课只能照顾大多数，那么，“前面”

的少数和“后面”的少数显然就不会满意的。 再有，

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一个人的智力都可归于不同

的类型，或者说，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智能组合。可

现在， 我们对所有不同智力水平的人都开一门课，

提出同一个学习目标。这样一来，所谓“办让孩子满

意的教育”也成了一句美丽的空话，优质教育也还

是一种“看上去很美”的海市蜃楼而已。

怎样才能真正让孩子满意呢？

我认为，只有适合于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才能

让每一个孩子满意。 因此，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

才是真正的优质教育！

问题又出来了：怎么才算是“适合每一个孩子”

呢？ “适合每一个孩子”的什么呢？

这当然是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科研课题，

我只是一个中学教师，显然不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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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也不具备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 但正因为我

是一名基层的中学教师， 我同样可以朴素的说：正

视并尊重孩子之间的差距和差别，符合每一个孩子

特点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所谓“每一个孩子的特

点”，通俗地说，就是每一个孩子精神上的独特之处。

必须先承认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人与人之间

是有差距和差别的。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对此有相

当令人信服的解释，这里不再赘述。

在此，有必要消除一个可能的误解。 “适合每一

个孩子的教育”并非只是对“差生”的教育，而是理

所当然地包括了对“超常儿童”的培养，写到这里，

我必须为“实验班”正名。多年来，“不许以各种名义

编‘实验班’”已 经是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 的“铁律”

了。 我理解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如此三令五申的初

衷，因为的确有 太多（或者几 乎都是）的 学校打着

“因材施教”的幌子，以“实验班”的名义简单按分数

高低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实质上是在冠冕堂皇地

变相歧视甚至放弃 “后进生”。 但我要理直气壮地

说，正如不能因为有“地沟油”就不许经营任何食油

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 有人玷污“因材施教”的 声

誉，我们就放弃了真正的“因材施教”。 按学生的个

性，将学生组合为不同特色的“实验班”，真正让教

育适合于每一个孩子， 让所有孩子都学有所乐、学

有所得，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刀切”“一锅煮”的教

育绝不是“教育公平”，而“因材施教”才真正把教育

公平落到实处。

三、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自己

我所敬仰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话经

常在我耳边回荡，并震撼着我的心灵：“共产主义教

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

（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 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

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

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

自豪感的火花， 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

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

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前

几年， 我偶然读到了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007 年秋

天写给全法教师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教

育就是试图调和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是帮助每个儿

童找到自己的路；一是促进每个儿童走上人们所相

信的真、善、美之路。 ”

无论是苏霍姆林斯基还是萨科齐所说都是一

个意思： 教育必须针对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孩子，并

满足他 “自己” 无与伦比的精神世界———性格，志

向，兴趣，智慧，能力……这方方面面的独特性，都

是我们教育者应该也必须关注并满足的。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三岁看老”，但以我 30 多

年教育实践的感受，真还不能简单地以孩子在校时

的成绩判断其未来是否“有出息”。每次毕业多年的

学生聚会，我总是感慨，当年在班上总有一些孩子

属于尖子生，还有一些孩子是中等生，也有一些孩

子是学习困难学生。 可现在，这些“定位”统统消失

了！ 个个都那么聪明机灵，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

出息。 有的成了房地产老总，有的成了大酒店的厨

师，有的成了汽修店的小老板，有的成了保险公司

的员工，有的成了电脑维修员……虽然我尽可能地

爱每一个孩子， 而且我尽量营造一个良好的班风，让

孩子们在我的班尽可能体会到快乐，但是，说实话，对

一些孩子来说，这种快乐是有限的。 因为应试教育的

大背景，因为“唯分数”的评价标准和方式，这些孩子

当年在课堂上大多是自卑的，这种自卑实际上抑制了

他们自身独有天赋的充分发展，因而他们并没有充分

享受成长的快乐，更没有充分体验“人”的尊严。

我越来越认为，做教育首先是做良知。 每人只

有一次生命，孩子只有一次青春，如果我们的教育

没有让孩子生命更加活泼，青春更加绚丽，我们寝

食难安，心受煎熬。对于教育者来说，满足孩子的个

性发展，帮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

是最大的功德；办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让他们

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最大的良知。

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优质”。
（作者单位：成都市武侯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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