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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的时候，钱老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
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那就是——为什们我们的
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即著
名的“钱学森”之问。

诚然，解决“钱学森之问”是一个系统庞大
的工程，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践行教育家办
学的理念。

何为教育家？在《给教师的36条建议》中，
李镇西老师在《教育家的品质与土壤》中有过
精辟的论述。在李老师看来，教育家首先是教
育者但又不是一般的教育者，也就是说，教育
家除了应该拥有爱心、理想、激情、责任感、扎
实的学科知识、过硬的教学技能等一般教育者
最起码的素质之外，还应该具备成长为教育家
所特有的一些品质。李镇西老师提出了教育家
需要具备的以下几个品质——

一、有超越世俗的高远追求
“把教师当作职业还是事业？这是教育家

与一般教育者最根本的区别。教育家对教育要
有宗教般的情怀。”陶行知曾说，“人生为一大
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原本是一位留洋
学生，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回国后成为
了一名大学教授、教务主任，身份地位和薪酬
待遇不可谓不高。但是，为了要改造中国落后
的教育这一神圣的理想，他毅然抛弃了自己优
越的物质生活，脱下了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
履，奔赴了他梦寐以求的乡村，奔向了他心底
最神圣的教育事业。他说，“只要是为老百姓
造福，我们吃草也干”，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二、有富有创建的教育思想
远如孔子，近如严复、蔡元培，真正的教育

家首先是思想家。“创新是教育永恒的主题，而
创新首先是思想创新。”“只有个性才能造就个
性，只有思想才能点燃思想。”每节课只知道照
本宣科讲授知识的老师是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
的，而没有思想的教育者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教育家的。对于古今中外的教育理
论，我们应该要进行批判地继承。一方面，我们
应该充分地研究相关理论，做到为我所用。另
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各种教育理论，要
加以分析，要本土化，切忌迷信权威，要敢于质
疑，要善于根据自身实际运用情况进行修正。

三、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
由于受到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们过

早地进行分科教育，而又缺乏相应的通识教育，
我国现在的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着知识结构不
健全、文化底蕴不深厚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还是对于当代世界文化，都缺少深厚
的功底。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一棵“文化
大树”，是一本“百科全书”。民国时期，无论是
蔡元培、张伯苓，还是叶圣陶、晏阳初，哪一位不
是学贯古今、兼通中西的文化大家？民国时期
的教育家，往往能够担任中小学几乎所有课程
的教学任务。不仅如此，不同学段——小学、中
学、大学的老师可以来回转换身份，不存在任何
的知识障碍，在当时的社会上也不被认为有什
么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
的。好在国家已经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部颁布的 2022 年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中，把跨学科学习作为一项十分重
要的内容，相信在中、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我
们的通识教育也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四、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
“教育学家”“教育理论家”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教育家，教育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实
践基地，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与帕夫雷什中学、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陶行知与晓庄师范……需
要指出的是，这种教育实践基地一定要是长期
的，至少要完成一个循环，比如小学要 6年，初
中要 3年，而且要实实在在地深入到教师和学
生真实的教育活动中去研究。现在流行的大学
教师到中小学校挂职两个月或者一学期，其实
就是偶尔来开个会、做个报告，实际就是走个
过场，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书斋里也许可以产
生教育理论，但是绝对产生不了教育家。没有
和教育对象——学生面对面的接触、心与心的
交流，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的。”

针对 1949 年以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再出现
大教育家的问题，李镇西老师还提到“教育家
的产生，还需要宽松的土壤、自由的气息和创
造的天空”。这里就涉及到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问题。能不能尝试一下允许学校在遵守法律法
规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本学校内部的各种事
务？能不能尽量减少对于学校整齐划一的要
求，增加对于学校个性发展的鼓励？能不能尽
量减少对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的强制性的任务
摊派，让学校有更多的时间聚焦主业？

中共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进行了
充分的肯定和强调，把以往作为民生问
题之一的教育与科技单列，以“实施科
技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
撑”为题进行讨论，把科技、教育、人
才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重大问题进行
单独论述，有着特别的深意。报告明

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坚
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
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明确指出了教育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要使命。
在我们面临经济发展转型、科学技术

“卡脖子”等问题的背景下，再次强调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国家要复兴，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
21世纪的中国渴望教育家的出现！

时光飞逝，六年的小学生涯
转眼就要过去了。身边的很多
事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唯独校园里的那棵玉兰树

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
之前，我未曾仔细注意

过这棵玉兰树，单知道校园
里有这样一棵树罢了。直

到那天下操时，我一抬
头看见了它。现在是
春季，但春寒料峭，我们

都还穿着棉衣，可那玉兰树枝
上，却已经开花了，吸引我们的
眼球：盛开的玉兰花，恰如一个
个自信、优雅的小姐姐，身穿淡
紫色的长裙，裙里稍稍泛白，彰
显了玉兰花的气质高雅；含苞
欲放的玉兰花，虽也身着长裙，
可对比起早已绽放开的玉兰

花，她倒更像个穿着蓬蓬裙的
羞涩的少女，虽美丽清纯却不
敢向大家尽情展示自己的动人
可爱，相信她迟早也会自信地
绽放自己吧！我们站在树下，
仰望满树的玉兰花，忽然惊觉
它的与众不同。

不知何时起，我便爱上那棵
玉兰树了。挺拔的玉兰树无论
春夏秋冬，都伴着我们上学、放
学，我甚至不看她，都感应得到
她的气息。有的时候，我想到
那可爱的玉兰树，竟也会热泪
盈眶。都会想起那个一直萦系
在我心头的校园。从前，我不
喜欢校园，我认为那儿只有乏
味的课程。现在我即将离开它
的怀抱，我又是何等地留恋它：
校园里有可爱的同学，尽职的

老 师 ，更 有 我 美 好 的 小 学 回
忆！而现在，我待在校园里的
时间只有几个月了，这让我怎
能不去怀念校园呢？

如今，玉兰花给我的印象不
再是自信的小姐姐或是羞涩的
少女，她更像一位温柔的母亲，
伴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成长。
我爱她，更忘不掉她。

教师评语：小作者从儿童的
角度，不仅写出了玉兰花树的
美丽外形和颜色，更通过树感
受到对学校生活的留恋。语言
优美，角度独特，能由对花的喜
爱转变为对母校的喜爱，再上
升 到 对 母 校 的 感 恩 。 感 情 真
挚，情深动人。构思严谨巧妙，
是难得的佳作。

指导老师：丁维玉

谁也想不到，爸妈这对琴瑟和鸣
的夫妇也发生了一场旷日已久的战
争。

战争双方是爸妈，起因是买汽
车，爆发时间是2018年，发动者是老
妈，老爸只是被动防御。且看他们交
锋：邻居又有人买车了，老妈心有戚
戚，失去了往日的温柔，脸上黑云压
城，朝老爸大吼：“你看看，你看看，人
家又买车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一
辆？”

“虚荣心，瞎赶潮流。不着急骑
车去，着急我车子让给你开。骑车既
环保又省钱还健身，何乐而不为？”

“呸，说得好听，实质就是葛朗
台，有车就是有车的生活，有不一样
的视野、风景、思维方式。你无所谓，
但会影响儿女的自信心，会有陈奂生
上城的尴尬。”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不否
认。但不一定非得靠有车才行。关
键是我家有车，暂时不需要第
二辆车，说我葛朗台，我就葛
朗台，算笔账给你听听，车子
的保险、保养、无意超速罚款等加
起来，起码有大几千，足够打的多
少次了。”

“你总是说歪歪理、斜斜理，我
不管，我就要车，我同学我朋友哪个
没有？”

双方旗鼓相当，吵得沙尘暗云海，
两年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这当
中，老爸因自身原因，差点全面失守。
奶奶跟老爸谈心，感伤地说：“邻居们
大多用汽车带小孩上学，刘奶奶家甚
至还雇个司机，我家孙子、孙女上学还
是电瓶车。”老爸听罢心里很不是滋
味，回家就和老妈商量买车的事，这突
来的喜悦让老妈懵了，就这么一愣神，
战机稍纵即逝，不知什么原因老爸又
打了退堂鼓，气得老妈大骂“骗子”。

时代在发展，战争在持续。多年
的斗争让老妈作战技能突飞猛进，领
会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
深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打法。

经过多次全域、立体、精准打击，
老爸被轰得体无完肤，加上“二十大”
顺利召开，让老爸的生意顺风顺水。
他一高兴就把炮弹变作鲜花——买
了车送给老妈。老妈的幸福感爆棚，
由一看到老爸就要车的怨妇变成了
一个幸福的女人。老爸感慨地说：

“要感恩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平
息‘战争’的条件，人人享受这美好的
新时代。”

买车之战偃旗息鼓，逐梦之路烽
烟又起，亲爱的朋友，您如何看待这
类战争呢？

教师评语：这是一篇充满灵气的
佳作。其一，内蕴深厚。是“国家”的
发展最终化解了“小家”买车的矛盾，
这就将“小家”与“国家”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其二，语言诙谐。以一系列
战争术语写家庭风波，调侃味十足，
令人忍俊不禁。指导老师：刘文敏

都是车子
惹的祸

丰县师寨镇希望小学四（1）班 李天姿

河水随风而动，漫过河岸，浸
湿了小草的腰。河岸边的柳枝轻
轻拂过水面，泛起圈圈涟漪。柳树
下，我牵起你的手，与你一起走进
春天里。

那年柳叶扶风，你踏着朝露映
入我的眼帘。你迈着轻巧的步伐，
慢慢的走。风凌乱了你的头发，你
随手一拨、转身，我们在人海里相
望。你的嘴角挂着笑意，眼眸中似
有皎皎的月光，清澈、透亮。那惊
鸿一眼，温柔了此后的时光，惊艳
了未来的岁月。

次日，我如期来到了新
班级，找了个空位，坐
了下来。屋内的人越

来越多，笑声、说话声，此起彼伏。
可我的身边依旧空无一人，我有些
失落，直到一声甜甜的“你好”，才
拉回了我的思绪。竟然是她，我的
心里悄然生出一股窃喜。

那是黄昏，几分闲散，几分倦
意，我耷拉着眼皮，困意袭遍全
身。已是寒冬腊月，没有一丝斗志
的我，打盹的次数却越来越多，越
来越频繁。这时，本该认真听课的
你，偷偷朝我塞了一张纸条，我将
纸条摊开，一行娟秀又工整的字躺
在上面：认真备战中考，我们要共
赴春天。

手中的纸条无限的暖，一点点
渗进我心里。我仿佛进入了阳春

三月，一点儿冷都察觉不到了，心
中那湮灭的斗志也燃烧起了。

后来，我们经常谈论：“我们理
想的高中是哪所？我们的未来将
归于何方？我们的友谊将持续多
久……”谈着谈着你就会猛然间打
断，来一句：“学习，学习。”我不知
道这是否是你的无心之举，但我最
清楚最明白，你比我优秀，且优秀
的多。此后我们再也不谈论此类
虚无缥缈的话题，而是不约而同的
更加努力，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努力，才可
能携手同行。

看河岸，花枝乱，柳叶繁。如
今的我已经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如果注定别离，那就顶峰相见”。
风轻轻地拂过我们的脸颊，我深深
的看了你一眼，然后又转向河的尽
头。你拉着我的手，向前走，走进
春天，然后向春天深处走去……

教师评语：小作者审题到位，
以赏春天美景开篇；朋友的一张暖
心字条让迷茫中的我获得了春天
般的温暖；从此与你共同努力，共
赴目标，携手走进春天深处，收束
全 篇 。 春 天 的 美 景 ，春 天 般 的 温
暖，共赴前途的春天，水到渠成，突
出了文章的中心。

指导老师：史雪敏

与你，一起走进春天里
丰县师寨镇东渡希望初级中学九（2）班 侯欣冉

清明时节是外出游玩、赏花
的大好时机。春暖花开，伴随
着和煦的春风，梨花节如约而
至。

我是梨花节开幕式的小演
员，这次开幕式是电视台直播，
我的心情格外兴奋。虽然我们
已经排练了很长时间，但是在
上台前我还是有些紧张。上了
台，台下黑压压一片人，我的心

“怦、怦、怦”直跳，我有一点想
放弃，可是都上来了还能怎么
下去呢？我给自己加油，微笑
着把我美妙的舞蹈展示给了观
众。下台后，我十分惊奇的发
现，自己竟然一个动作也没有
做错，看来还是那句老话“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要努

力了就会有收获。
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去看花

了，徜徉在花间小道，远远望
去：梨花洁白如雪，桃花粉的似
霞，美丽极了。路边还有一大
片叫不上名字的小紫花，雾蒙
蒙的，让人仿佛进入了仙境。

进入梨园，一股淡淡的清香
扑鼻而来，一树树的梨花让我
自然而然想到了唐代诗人岑参
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微风吹过，一
片片花瓣轻轻飘落下来，仿佛
为迎接我们而铺上雪白的地
毯。

梨花节上处处张灯结彩，有
的人卖吃的，有的人卖玩具，还
有卖书画的。像我们这种吃货

自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一
会买薯片，一会去买雪糕，一会
去……

我觉得最有特色的，还是梨
花蒸糕，一边欣赏着洁白的梨
花，一边吃着梨花蒸糕，咬一
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春天气
息，吃完后，口中还会留有余
香。

我爱梨花，爱她的洁白如
雪，爱她的淡雅宜人，更爱她的
与众不同。

教师评语：小 作 者 心 思 细
腻，文笔流畅，用其稚嫩的笔墨
记录自己参与梨花节的经历，
书写对梨花的喜爱之情。

指导老师：王文平

每一次回首中国的历史，每
一次都震撼人心。虽然历经百
年沧桑，但中国共产党依然朝
气蓬勃，她仍旧似太阳一般普
照我泱泱华夏，似雨露滋润着
祖国山河。

为了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我们学校开展
了“学经典，颂红读”的读书活
动。在我所读之中，这本《红色
少年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
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那一篇
篇感人肺腑的故事，读完之后
心情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牛儿还在山坡上吃草，放
牛的却不知哪去了”。当耳边
响起这首喜闻乐见、动听感人
的歌曲时，眼前立刻浮现出抗
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抗日战
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
军的抗日基地，日本鬼子经常
来“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
员，他经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

一边给八路军同志放哨。
1942 年的一个秋天，日本

鬼子又来“扫荡”了，他们走到
山口迷路了，就在这个时候,他
们看见了正在山坡上放牛的王
二小，就让他带路。机智聪明
的王二小为了保护村民们，便
假装听话的给他们带路，勇敢
地走在敌人的前面，把敌人带
进了八路军设计的埋伏圈里。
当四面八方响起枪声时，鬼子
这才知道上当了，气急败坏之
下，他们用刺刀刺死了王二小，
就这样，年仅十三岁的王二小，
惨死在敌人的利刀下，他用年
轻又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村民们
的平安，自己却躺在冰冷冰冷
的山间，他脸上带着微笑，鲜血
染红了天边的云彩。读到这
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在中国，像王二小这样的爱
国小英雄还有很多：有机智勇
敢的小雨来，有敢于和敌人斗

争到底的小兵张嘎，还有冒着
生命危险送鸡毛信的海娃……
他们都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
人民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小英
雄。所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多少这样的英雄用他们的鲜
血换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上谱写着英勇，又记载着艰苦，
既照耀着光辉，也不失有悲壮。

作为新时代少年的我们，我
们更要向他们这些小英雄看
齐，让我们莫忘心底的红花,
切记心中的理想，听党指挥，跟
党走，我心向党永相随！

教师评语：小作者是一个爱
读书的孩子，难能可贵的是，小
作者读中有思，很准确的选择
自己的感受点，通过读经典故
事，认识了一个个抗日小英雄，
并联系自己生活，从小树立起
坚定的爱国精神！

指导老师：葛秀美

我心向党永相随
——读《红色少年故事》之感

丰县孙楼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六（4）班 赵惜若

校园里那棵玉兰树
丰县东关小学六（9）班 时分秒

梨花风起正清明
丰县常店镇凤苑小学四（1）班 卜梓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