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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彭芝教育思想与实践》内容简介：刘彭芝同志是我所尊重的一位有见识、有影响的校长。
她在中学从教40多年，任校长10多年，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和学校领导工作中，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建树。
《刘彭芝教育思想与实践》讲述了一个教育家成长的历程，在其即将出版之际，我很高兴写上几句话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倡导和坚持教育家办学，是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教育事业科
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时代的教育家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们成长的路径在哪里？
如何发挥教育家办学的示范效应？
如何培养和造就一批教育家？
读了《刘彭芝教育思想与实践》一书，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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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彭芝，女，国务院参事、人大附中校长、中学数学特级教师、大学研究员、博导；获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做数学教师，她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她的学生曾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银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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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大附中的创新之路揭示了这样的规律：突破能创新，变通能创新，融合能创新，追求能创新，
反思能创新，压力能创新，理想能创新，激励能创新，实践能创新，执著能创新，卓越能创新，完美
能创新，求真能创新，务实能创新，处处能创新，事事能创新，时时能创新，人人能创新⋯⋯回首过
去，最深切的感受是我们仍然站在创新之路的起点。
我赞同哈佛大学教授泰德·里维特的观点：“成功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放弃长期以来的成就。
没有创新，成功就有可能成为失败之母。
”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思想和文化相互激
荡。
如何在融合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创新，走出一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
广大教育工作者都在探索和思考这个课题，我是千千万万个探索者中的一员。
　　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追求教育理想，坚持教育创新，注定要承担风险，遭遇阻力，走一
条艰难的荆棘之路。
因为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要经历生产的阵痛——你会遭受打击和猜忌，遇到不解和嘲讽，还可能蒙
受冤屈和误解；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重负，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代价。
只有把教育当作事业，才能持久创新，执著追求，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时代发展到今天，基础教育有了新的内涵。
过去，我们讲基础教育，是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的；现在，我们讲基础教育，是相对于21世纪是一个
终身学习的世纪而言的。
21世纪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孩子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21世纪是一个更加开放和流动的时代，这要求人在一生中要对自己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作出选择，
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作出自己的判断。
基础教育应该给学生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让他们接触不同的事物，增进对自身的了解。
当代学生应当对不同的学科、文化和不同的思维模式保持兴趣和尊重，能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作出明智
的选择，能够“知取舍进退”，并发展自己的潜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
　　基础教育是一个人一生中接受正规教育的起步阶段，它的价值不只是满足眼前的需要，还要为“
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这个“未来”不仅指的学生个体的人生的未来，也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的未来。
　　我们习惯于把基础教育的价值定位在“打好基础”，什么是基础？
我们常常把它具体化、短期化了。
所谓具体化，就是把“基础”具体理解为学好学校开设的主要科目，主要是指那些要参加考试的、知
识性强的科目，如语文、数学、外语等；或者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如计算机等。
而所谓短期化，是指强调基础教育对近期的、可测量的考核评比标准的满足，比如，把学科教学的价
值定在考试成绩的提高；把思想品德教育的成效对准文明行为；把体育、美育的成功归结为参赛得奖
；把教育质量等同于升学率等。
如此定位的结果，将导致中小学教育渐渐偏离和丧失更为根本和长远的价值——对社会发展和青少年
发展的奠基性价值。
　　推进素质教育工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可以谈的问题很多，我只强调三点：　　一是正确处理
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追求并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平衡。
人文社会科学的内核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
本，也是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推进素质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我想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有本事、靠得住”。
“有本事”好理解，什么是“靠得住”？
就是有伟大的理想、高尚的人格、健全的心理，能将自己的本事用于服务祖国、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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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素质教育要培养“有本事、靠得住”的人才，不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肯定不行。
　　二是正确处理好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和培养学生合作精神的关系，追求并实现鲜明个性和团队精神
的统一。
过去的中学教育，太强调学生的共性，这是片面的；现在的中学教育，如果一味强调张扬学生的个性
，也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人没有个性，社会就缺乏创造力；如果人没有团队精神，国家就是“沙聚之国”，缺乏凝聚力。
孔子讲理想的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和而不同”。
什么叫“和而不同”？
就是既有鲜明个性又有团队精神，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中学教育要培养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人。
　　三是正确处理好“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关系，追求并实现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的统一。
对全面发展的理解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一定要具体到每一个学生，一定要在挖掘每个学生潜能
的同时，注意对部分超常学生的培养，保证每个学生都充分发展。
中学教育的理想境界，就是既让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又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这才是真正地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
但我们对全面发展不能作机械理解，它与一所中学办出自己的特色并不矛盾，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
中学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特色。
　　在学生观的更新上，我们重点要认识和关注学生的“主动性”、“潜在性”和“差异性”。
　　在中小学教育中，要看到并切实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年龄越小就越难
做到。
教师往往会低估学生的能力。
事实上，哪怕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其实也已经具有主动性。
没有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没有学生在教学中的积极主动参与，教育就可能蜕变为“驯兽式”的活动，
压抑了学生作为人所必须具备的主动和能动的发展，使他们不能真正体会到学习的愉悦、精神的满足
和能力的发展。
学生主动性发展的最高水平是能动、自觉、自主地规划自身发展，成为自己发展的主人，这是教育成
功的重要标志。
　　“潜在性”是指教育者要看到学生存在着多种发展的潜在可能，教育在学生多种潜在可能向现实
发展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会对学生变化发展到更高水平持有信心，而不会把学生看死、定型；另一方面
，我们也会创造各种条件，搭建各种平台，努力发掘每个学生身上都存在的发展潜能。
　　承认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承认他们每个人都是唯一的那一个，相互之间存在差异，
这是学生观中“差异性”的主要含义。
但在我们这个强调集体和同一性的社会，要真正将学生看成有差异性的独特个体，是非常困难的。
不要说对学生，就是对成年人，我们都习惯了以统一的标准去要求，其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追求完全
趋同、整齐划一。
可是差异性确实是存在的，学生不可能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可能用同样的速度、沿着唯一的途径
、达到相同的终点。
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差异，发展个体的特长，使学生群体呈现出丰富的统一，为各种人才的成长打好
基础、提供条件。
一个真正出色的教师，能教各种类型的学生，并能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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