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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管是做教师还是做校长，总之，只要做教育，如果没有审美的眼光和对美的敏感，那是做不出
味道来的。
自然，这样做教育也不会真正成功的，这样做教师也难以找到职业的幸福感，更不会成为一个有魅力
的教师。
　　其实，很难找出一把尺子来衡量事物美还是不美。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能切实地感受到“这样做，很好，很美”。
这说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尺度去衡量一件事的“美感指数”，但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
，却又可以让我们发自内心地共同赞美同一件事。
大凡真实的、友善的、愉悦的行为，都能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做教育也是如此。
　　可是，在居家过日子的状态中，我们又很难体会到这种美好、美丽或者说美满。
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行、太多的不能、太多的不好。
它们成为我们追求美好的屏障，慢慢地，“美”居然成了生活中的奢侈品。
　　现实中的很多困惑缠绕着我们。
　　我们希望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可是当学生刚要表达“不一样”时，我们内心又冒出很多担忧
。
　　我们往往期望学生能够多一些自主的行为，可是当学生因经验受限，玩心太大偏离教学目标时，
我们又会本能地将他们收在笼中，小心喂养。
　　我们往往会感动于学生的率真和童趣带来的惊喜，但却无法容忍学生的反复，甚至会失去做教育
者应有的耐心。
　　我们往往会为那些聪明的、守规矩的、“优秀的”学生自豪不已，但却无法从容面对那些木讷的
、内向的、“不听话”的学生，有时甚至会抱怨：“我们班上，要是没有×××，那该多好啊！
”　　我们也往往在羡慕那些好教师、好学生中，而忘记了我们自己应该成为“好教师”，我们自己
也有培育“好学生”的责任。
我们没有明白，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时“迟钝”、“偏离”、“反复”、“不听话”，像“聪明”
、“专注”、“一贯”、“懂事”等一样，都是正常的。
恰恰是它们的并存，才构成了丰富的教育过程，使人们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教育方法。
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会创作出一幅成长的教育山水画卷。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重新思考“教师不是裁判员而是教练员”这句话。
　　做教师是如此，做校长也应如此。
　　美和完美是两个概念。
美在生活中，完美在理想中；美在过程里，完美在目标里。
发现美和欣赏美是作为一种心态存在于当下，而追求完美只能作为一个人的理想而存在。
　　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不能保证他的每一个生长节点都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完人。
但是，每一个人又都有他闪光、动人的瞬间。
教育就是要善于抓住一个人在某个瞬间的好行为、好想法，在发现中肯定，在肯定中激励，在激励中
传播，在传播中影响每一个人，让这些行为慢慢地由一个偶然的行为变成稳定的行为，从一个人的行
为变成一个群体的共识，并逐渐成为一个组织中共同的价值追求。
　　发现、培育、传播好的行为，造就好的行为，这才是教育的魅力。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再从容一些，不必苛求“立即见效”；我们应该再包容一些，也不该苛
求“都一样”；我们还应该再耐心一些，无须因为“此时与彼时”的差异而烦恼。
不能用瞬间高峰的状态去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时刻，也不能用偶然的低谷状态去作出结论性的判断
，更不能用特殊情境下英雄般的惊天动地的行为，去苛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底线与峰巅之间生活。
教育，就是要不断提高这个区间的均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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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多年的教育之后，才体会出“教育就是教人求真、求善、求美”的真正含义。
“求”不是简单地从A点出发就一定能够顺利到达B点，因为，从此岸到彼岸的旅途中，不仅存在多种
途径，而且每一条途径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挑战。
　　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理性、感性、悟性三者并用。
理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事实与逻辑是否符合客观真理，然后才能“晓之以理”；感性思维可以帮
助我们审视感觉与形象是否带来了美感，这样才能“动之以情”；而悟性，指的是心与心的交融，是
换位思考，是共同担当，是“抚之于心”。
唯有真、善、美、爱协同并重，才能最终实现“导之以行”的教育效果。
　　追求完美，是每一个成功者的典型心态，这是一种高境界的追求。
只有追求完美才能够产生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要有追求完美的理想与标准，同时又不要一味苛求身边的人们必须完美，这样
就有了一个富有张力的调整空间，一个适宜生长的土壤。
　　所以，美不只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一个过程。
在寻找、发现一个个个体的闪光点中体验到美，把美的种子播撒，并精心呵护、培育，特别是在这个
过程中，自己也学习并享受着成长之美，正所谓教学相长。
　　大美至真、至纯、至简，就在每一天、每一刻。
　　回望几十年的教育生涯，就事业和人生来说，我最想向老师们和校长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教育
真的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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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其实很美》是刘可钦校长的教育随笔集。
作者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案例，阐述了她关于教育教学、教师发展、学生成长和学校文化的系统
思考，集中于一点，那就是：教育是美的！

发现并彰显教育之美，既是刘可钦校长的治校之道，也是其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教育其实很美》可供中小学管理者参考，也可供一线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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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钦，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首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等荣
誉称号。
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综合审议组专家，新世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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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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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常，我们会很羡慕条件好的学校。
　　常常，我们也会憧憬，假如我们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工作的种种美好。
　　好的学校，当然很好，可是，这些“好学校”除了物质条件之外，还有哪些吸引人的共同元素?　
　在一个局长和校长的论坛上，有位局长向我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来到这样的一所村
小，老师的月工资只有300元，办学条件很差，几乎没有其他经费，粉笔也是定量发放。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怎样培养教师的幸福感呢?”这很像一个遴选校长的面试题目。
这位局长再三强调，他说的这样的学校很有代表性。
　　说实在话，这样的学校对我来说很陌生，甚至其艰苦程度我都无法想象，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到这
样的学校去走一走。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可面对这样的拷问，我本能地尝试着作了一些回答。
　　我说，首先，我会看看老师和学生，问问他们还有没有要离开的，愿意走的和能走的，我会支持
他们离开。
凡是走不了的，咱们就说走不了的事，我要的是全身心的投入，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改变现状。
我会开诚布公地跟老师们谈，就这样的环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如何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天地改
变，让我们的工作环境能够改善。
我想老师们会给我一些方法和智慧的。
　　接着，我会请来家长，向他们说明学校情况，寻求他们的支持。
我想，家长们也会有一些好主意的，因为他们同样是这里的主人，他们对这里充满感情，这是最宝贵
的资源。
　　粉笔紧张，我们可以把课堂移到广阔的土地上，移到树荫下，我们可以用小石头、小树枝进行教
学。
我们学不来城市孩子们的教材，我们可以编自己乡村的教材。
比如，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村庄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土地适合栽种什么样的植物，我们还可以聘请老农
来讲解农作物的生长。
　　我的回答，得到了局长和校长们的认同，主持人给了一个通俗的评价：思路决定出路。
　　事后想想，无论在什么样的学校，只要结合当地当时的情况，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就可以创
造出一个新天地。
也许，教室依然破旧，但是课堂上却充满了思考与笑声；也许，学校还是那么狭小，但校园里的每一
个角落都是学习的资源和可创造的空间；也许，学校还是那么贫困，但每位老师都用自己的精神激励
着学生每一天的学习。
　　曾经看过詹文龄校长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教室里开满鲜花”。
说的是她参加的德育示范学校验收组去一所贫困山区小学评估检查。
大家在去学校的路上，就听见那个校长说自己的学校多么多么好，因此，验收组成员们都迫不及待地
想去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学校。
　　可一进校门，却发现这个学校里仅有两棵不大的树，没有一朵鲜花。
专家们就开始疑惑了。
进教室听课时，突然，有个学生的手碰到座位碰疼了。
按说，这么重要的课堂，老师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上课上，应该看不到这样的意外；按说，即使有学
生报告了，教师也可以暂时不处理，或让他出去自己处理。
　　但是，这个老师很自然地停下正在讲的课，走到学生身边帮着整了整座位又吹了吹孩子的手说：
“没事了。
”之后老师又接着讲课，一切都那么自然。
在教室里，专家们还看到，学生可以自由发言，根本不是“小手背背坐”那样，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这时，所有的专家都释然了。
　　那些专家们对上课的老师说，他们看到了老师自然流露出的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学生在课堂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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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无束地答问、学习的状态。
做这样的老师的学生很幸福。
　　所以，不是条件决定一切，而是心态决定一切，思路决定一切。
要在既有的条件下，在现实的可能中，与老师们共同创造一个开满希望之花的学校，身为校长，没有
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
　　作为校长，这样的心态是最要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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