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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有了强烈的学习兴趣 、 自我实现的欲望 、

独立思考能力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手了 。 当然 ， 放手

的过程当中也要陪伴， 这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 。 自我

实现是最要紧的， 让学生有自我实现 ， 将来成为什么

样的人很重要。

读书多的人未必都会做人 ， 我有

一位学生平时只顾刷题 ， 成绩很好 ，

一心想进清华北大复旦交大 。 叫他出

去旅游 ， 他从来不去 ， 理由是要用功

读书 。 父母也叫他不要和黄老师出去

游山玩水。 那时还不提倡行走、 研学。

后来 ， 他大学考入复旦 ， 但是不到两

个月就来请我帮忙换寝室 。 他说寝室

同学欺负自己， 外地同学欺负人。

我就很奇怪 ， 你是本地人 ， 是

“地主 ”， 请他们到家里吃顿饭 ， 带他

们到处逛逛 ， 了解上海 ， 怎么会被

“欺负 ”？ 他说 ， 我干嘛要对他们好 ，

干嘛要请他们吃饭 。 此话一出 ， 我就

想 ： 没救了 。 当时 ， 还流行用 “随身

听 ” （Walkman）， 他有一个 ， 每次用

完就收起来 ， 连摆放的方向 、 角度都

是固定 ， 一旦被动过马上就知道 。 我

问他 ， 干嘛要这么小气 ， 大家一起分

享不是很好吗 。 他的回答是 “干嘛要

给他们用”。 后来， 他的寝室都换成上

海同学， 同寝室的更看不起他。

后来有了微信朋友圈， 这个班级里

大部分人都联系上了， 只有他一直找不

到， 我问和他同班的同学， 这人现在在

哪里、 在干嘛， 才得知， 他毕业后换了

好多单位都不适应。 现在不知所终， 失

联了。

这样的人 ， 成绩再好 ， 也不会有

出息 ， 他不懂得和别人合作 ， 共同来

做一件事情。 成功最终还是要靠团队，

但是如果不会合作的话 ， 就根本谈不

上做领导， 被领导都很难。

所以做人比读书更重要 ， 好的性

格比刷题更重要 ， 学会学习 ， 爱好读

书 ， 比分数更重要 。 读书是为了会思

考、 会学习。 这是学习力的问题。 有人

要我谈谈某个我不懂的问题， 给我一个

星期， 我可以自己钻研， 成为这个专业

半个专家。 有了学习力， 加上自己的钻

研， 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孩子来说， 要了解自己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对老师来说， 今天要看学

生昨天是怎样的， 已经进步了还是退步

了， 然后给每个同学建议， 更要为他的

明天负责。

我们的校训是 “独立 、 善良 、 智

慧、 美丽 ”， 便是强调 “人 ” 的养成 ，

君子的养成。

这四个词中， 善良是前提， 善良最

重要。 独立的人， 思考问题要独立， 将

来生活要独立， 学习独立， 各方面的独

立。 但如果没有善良， 独立只会狂妄。

智慧是以善良为基础的聪明 。 没有善

良， 智慧只会成为小聪明。 没有善良也

不可能美丽， 一个凶狠的、 天天动坏心

思的人， 脸孔不会美丽的。 善良的人一

定是美丽的。

所以我一来学校 ， 就把 “人生教

育， 君子养成” 列为头等大事， 这不是

素质教育也不是应试教育， 而是 “人生

教育”。 要关心孩子的昨天、 今天和明

天。 人生教育， 功不唐捐， 是不会白费

的。 我在开校时写了一封给青浦父老乡

亲的信， 题为 《把人生教育写在五浦汇

的旗帜上 》 ， 在这封信里 ， 阐述了了

“人生教育” 的六点宗旨， 即： 终生幸

福、 彰显个性、 守礼修身、 作育公民、

博雅励志 、 智慧应试 。 我们是这样说

的， 四年多来也是这样做的。

（本报记者 储舒婷整理）

人是需要在陪伴中度过的， 但是既

要陪伴也要学会放手。 爱孩子还得学会

制定规则。 给孩子规矩的目的是为了将

来 “从心所欲不逾矩”， 到了无需规矩

约束时， 他的人生就很成功了。 陪伴中

有放手， 放手中有陪伴。 陪伴的目的是

为了放手， 放手的目的是为了放飞。

而我们教学生也是为了不教， 学习

最终是为了学会学习。 一个人会学习，

不管何时何地， 都会觉得学习是最开心

的事。 孔子说， 朝闻道， 夕死可矣。 生

命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很充实。

而且， 学习就需要有静气！

古文字中 ， “静 ” 字是由 “井 ”

“生 ” “争 ” ， 三部分组成 。 这里的

“月”， 本来是写作一口井。

古文字的 “井” 字是八户人家挖一

口井。 生命的 “生” 是一棵草。 一棵草

从井边长出来， 下面是井， 上面是草，

这就是 “青” 字。 青的意思是成长、 超

越、 升华， 否定。 所以年轻人叫青年，

他们会发展 、 会升华 ， 在最美好的年

纪里。

“争” 字的上面是一只手、 下面是

一只手， 两只手在抢一根棍子， 这根棍

子代表着权力， 所以叫争权夺利。

“静” 是什么意思？ 是安静， 没有

声音？ 不对， 青字旁， 一个争， 就是否

定 “争”， 就是 “不争”， “没声音” 是

引申出来的意思， 内心不为名利而争，

自然平静了。

教育也是如此， 需要静， 急功近利

的教育是不可能平静的， 只有不争， 只

有静下来才能做事 。 所以中国的汉字

里 ， 凡是青字旁的都是好字 ， 万里无

云 ， 无杂质 ， 叫 “晴 ”， 感情的 “情 ”

是心加青 ， 精华的 “精 ” 是米里出来

的， 水澄净叫 “清”。

《文心雕龙》 说 “水停以鉴， 火静

则朗”。 水静下来， 可以当镜子， 火不

摇晃， 才明亮。

因此， 要让孩子的心静下来， 不是

为了争第一名而读书， 是为了自己健康

成长而好好读书。

前几天， 一个班级里的最后一名，

不敢来测验了。 她在小学里总是班里的

前几名， 现在是最后一名了， 孩子很难

过。 我和她谈话， 问她： “你在初中暂

时不适应， 很正常， 不必与别人比。 你

在小学里不是很好的吗？ 不要悲观， 你

的基础不错， 慢慢努力， 一点点会上去

的。” 第二天这个孩子就来上学了。

所以 ， 立志最重要 ， 有困难 、 挫

折， 不能放弃， 心要静下来， 不能和别

人比较中活着。 我们家长最大的缺点就

是老说： “看隔壁小明多好， 楼上的小

红也比你好。 人家都比你好， 你最差。”

这样把孩子的自尊心都打击没了。

有的家长甚至会指着环卫工人说，

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像他一样， 这种话太

伤孩子的心了！

韩愈说： “无望其速成， 无诱于势

利”， 我们不要那么功利， 成长是慢慢

来的。

华东师大教授叶澜说 ， 基础教育

应当面对个人生命成长， 让孩子对人

生有向往和追求。

孩子是有血有肉的人 ， 教育就必

须目中有 “人”。 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他

们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而每个人的道

路并不一样， 不能用一根尺来量。

现在的家长似乎总处于迷惘之中，

仿佛无头苍蝇 ， 一会儿去这个机构 ，

一会儿去那个机构， 而鱼龙混杂的机

构则趁机赚钱。 但是， 家长不去机构

又能去哪里？ 我所在的学校在星期天、

暑假， 想给学生无偿做讲座， 补一补

人文缺失， 结果马上被举报了。

我认为， 孩子读书的目的是提升

享受幸福的素质和能力。 苏东坡曾经

三次被贬， 都被贬到当时的荒蛮之地

海南岛。 在那里他办教育， 调解黎族

人家的家庭矛盾， 吟诗作赋， 品茶交

友， 所以他即使被迫害， 仍然活得有

滋有味， 过得很充实。 这就是因为他

具备了享受幸福的能力和素质。

直到去世， 苏东坡都很开心 。 他

最后的遗言是： 此生不恶！ 即， 一辈

子没有做坏事， 一辈子都很幸福。

2018 年， 我去北京参加了第二十

四届世界哲学大会。 这个哲学大会的

主题就是 “学以成人”， 其实孔子的学

问就是 “成己之学”， 即是为了成就自

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

我曾去探望参与制定汉语拼音的

周有光先生， 那时他 106 岁 ， 我们相

谈甚欢。 临走时， 我提出和先生合影。

本来在家中穿着老头衫的老先生 ， 坚

持要换一件衣服， 还要换一副相配的

眼镜， 还问我好看吗？ 百岁老人也不

能活得随便， 必须要有尊严。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首先

提出， 要让孩子学会学习， 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

为此， 我觉得， 最要紧的是培养

“人情”， “情” 字很重要， 我们的教

育要培养有情有义的人。 幸福感不是

学历、 地位、 金钱或者名气， 幸福感

来自内心。 《中庸》 第一句就是 “天

命之谓性 ， 率性之谓道 ， 修道之谓

教”。 每个人是有 “天命” 的， 就是我

们现在所说的 “天性”， 按照天性来教

育，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至于大家关注的阅读， 在我看来，

孩子应该从小就给他们大量的阅读和

勤写作 ， 让孩子贪心地读 ， 让孩子

“吃” 足够的 “野食”， 吃得越多、 越

丰富， 他将来越会探索、 越会读书。

即便是为了考名校 ， 也要让孩子

知道， 那是自己对知识的热爱、 研究、

兴趣和好奇驱动了考名校的动力 。 基

础教育如果丢掉这些， 我们就忘记了

基础教育的初心。

对于教育者来说， 孩子是花就帮

助他盛开； 是树， 就帮助他长成参天

大树； 是小草， 就帮助他长成绿满大

地的小草。 其实， 社会上总是小草多、

大树少。 全是大树那就太糟糕了 ， 如

果学校里面， 都长满了大树， 那还能

开展活动吗？

■黄玉峰

“什么是教育的目的？” 康德曾经

说过： “人就是目的！” 教育是为了孩

子能享受终身幸福。 教育也是为了把

人变得更好， 把世界变得更好。

每一对父母在孩子出生时 ， 都默

默祝愿， 希望孩子健康成长， 成就幸

福人生 ， 而如今 ， 让孩子成为学霸 ，

似乎是很多父母的愿望。

但实际上， 正如纪伯伦所说 ： 我

们已经走得太远， 以致忘记了当初为

何出发。

老子说： “道可道 ， 非常道 ； 名

可名， 非常名。”

有的道理很难说清楚 ， 我们就生

活在道中， 自然之道、 社会之道 、 人

类内心之道 ， 但我们自己未必知道 。

正如你生活在空气里不感到有空气 ，

鱼在水里不感到水， 家长身处焦虑中，

往往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必要的焦虑。

人生很长， 起跑的时候慢一点并

没有关系， 所有长跑教练都知道 ， 马

拉松最后胜利靠的是全面素质， 而不

光是起跑快。 那些热衷于寻求 “成才

捷径 ” 的家长要明白———如果说 ， 起

跑确实重要， 那么， 它的重要在于养

成好的习惯， 把准前进的方向， 这就

是俗话说的 “三岁看老 ”， 看的也是

“习惯与方向” 而不在乎是否 “暂时跑

在别人的前面”， 更不在 “抢跑”。 否

则， 很可能南辕北辙。

■本报记者 张鹏

2019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

奖赛 （Intel-ISEF） 上 ， 中国队成绩

斐然。 其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

国语学校的高二学生胡诗成以 《蚕丝

衍生的高分散 Ni， N 共掺杂碳纳米片

及电催化 CO2还原》 课题， 获得了能

源化学组一等奖并荣获学科最佳奖。

按照惯例， 大赛成绩优异者的名

字会被用来命名一颗小行星， 同时，

胡诗成将受邀参加斯德哥尔摩国际青

年科学研讨会， 并出席今年的诺贝尔

奖颁奖典礼。

因为热爱， 所以不知疲倦

暑假每天早晨七点， 准时出现在

复旦大学先进材料实验室大楼的胡诗

成， 一头扎进各种试剂和仪器中做研

究， 等到抬头时， 已经是晚上 11 点。

她说： “做喜欢的事情， 从不会感到

疲惫。”

高一暑假， 胡诗成入选 2018 级

“中学生英才计划” 复旦大学化学学

科培育学员， 跟随复旦大学郑耿锋教

授学习电化学相关知识。 正是这段经

历， 让胡诗成更加明确自己对于化学

学科的喜爱。

在郑耿锋的指导下， 胡诗成选择

了电催化 CO2 固定的相关研究课题。

每个月， 她都会把最近的工作整理、

总结成一篇完整的报告， 发给郑老师

修改和讨论。

高一暑假结束后， 胡诗成把暑假

工作进展总结成一份 30 多页的 PPT，

郑耿锋给了她很多修改意见， 包括对

文献的阅读分析深度、 汇报的逻辑框

架， 以及数据作图的规范性等。 “我

是按照研究生学术汇报的规范提出要

求， 原本并不期待一名高中生能修改

完成 。 但让我意外的是 ， 她仅用两

天 ， 就给出了一份几乎全新的 PPT

汇报， 出色地完成了我提出的那些要

求。” 惊讶之余， 郑耿锋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包括补充新的实验表征、 对

比数据等。 彼时， 胡诗成已是高二开

学， 功课和升学的压力更加紧迫了，

但她仍然立刻开始完善课题， 并坚持

抽时间每周末来实验室。

!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颜宁”

从初三开始， 胡诗成开始报名化

学高中联赛， 曾获得上海市高中学科

联赛一等奖。 而在全国 “丘成桐中学

科学奖” 的决赛现场， 丘成桐鼓励胡

诗成： “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颜宁。”

在胡诗成看来， 化学学科竞赛是

利用已有的化学知识， 去探索更新的

知识的过程。 在准备竞赛的过程中，

更需要学生有深入思考的能力。

相比之下， 科学探究就更能激发

兴趣。 她认为， 化学课题探究最重要

的并非知识积累， 而是科学探究的方

法。 “课题是预先给出假设， 再用合

适的方法对完全未知的世界进行探

究。 你无法预知探索过程中会发生的

事情， 更美妙的是， 这些研究结果还

能用于生活。” 胡诗成说， 课题探索

综合了科学素养的集合与挑战。

打通大中小学科学探
究的壁垒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学生科学竞赛，

每年有来自 75 个国家、 超过 1700 名

的青少年科学家参加。 比赛场上， 胡

诗成凭借自己的外语优势与评委沟通

完全无障碍。 在上外附中， 胡诗成主

修的是英语， 二外是西班牙语。

上外附中校长束定芳说， 语言能

力是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的体现。 上

外附中多语种+的培养方式， 为学生

成为 “具有国际视野、 懂国际规则、

能参与国际竞争” 的国际化人才奠定

了基础。

通过参与 2019 年 Intel-ISEF 比

赛， 胡诗成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 “与这些对科学探究有着同样热

情的同龄人交流， 能激发更多科学的

火花”。

郑耿锋说， 如果能提供与搭建更

多平台 ， 让高中生进入大学的实验

室， 在大学研究导师的指导下开展学

习和科创探索 ， 给高中生们尝试系

统 、 逻辑学习研究 、 探索创新的机

会。 可以让一部分学有余力的高中生

了解， 如何在一个未知的研究领域，

发现一个有价值的科学问题、 探索可

能的解决方案， 并通过自己的双手得

以实现。 与此同时， 也可以让高中生

能够了解科研， 尝试从科研中获得乐

趣， 体验科研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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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长， 起跑慢一点又何妨

教育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

门艺术。 对家长来说， 教育更是

和孩子共同成长。 家长以从容的

心态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非常重

要。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教师

和家长更要用心去陪伴， 而不是

管制他， 压制他， 甚至误导他。

语文特级教师、 上海复旦五

浦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以他在

第一线从教 52 年的经验 ， 告诉

家长究竟该如何培养孩子———

天上一颗星
将以她命名
■ 上外附中高二学生胡诗成

受邀出席今年诺奖颁奖典礼

!!!!!!!!!!!!!!!!!!!!!!! 教育的初心是什么？ 是培养 “人”， 培养孩子独立

人格和创造性的思维， 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力，

这就是教育最后的目的。 因此， 我们要为孩子打好两

个基础： 一是为过有学问的生活做好准备 ， 另一个是

为过有头脑的生活养成习惯。

!!!!!!!!!!!!!!!!!!!!!!!

”””””””””””””””””””””””

用真心来陪伴， 就不会焦虑 。 生命的融合共进不

仅是陪伴学习， 更是陪伴着享受生命 。 家长焦虑 ， 孩

子必然焦虑， 用焦虑的心态学习 ， 一定学不好 ， 必然

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家长觉得今天的陪伴是享受生命，

就不会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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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以传承为主。

家长首先自己得有合作意识 ，

有学习能力， 并且坚持学习。

第二 ， 用感情陪伴 、 用心陪
伴。

要了解他、 体贴他， 陪伴他一
起走到成年。

第三， 学会对孩子心理疏导。

教育是很专业的事情， 必须有
点心理学， 很多家长认为自己学历
高就教得好孩子， 不是的， 家长也
必须懂点心理学， 必须理解孩子。

第四， 要有好的家风。

前两年我在招生时候， 有人问
黄老师你招生看什么？

我说， 当然是综合地看。

现在招生不能通过考试 ， 于
是看父母的素养变成了一个重要
方面 。 事实上 ， 父母的素养直接
影响孩子 。 家长有素养 ， 孩子也
不会差 。

另外， 还要看孩子在小学里的
表现 。 看一贯的成绩只是一个方
面。 再看孩子性格阳光不阳光。 多
问他几个问题 ， 了解他爱不爱看
书， 看书多不多。

第五 ， 帮助孩子形成规矩意
识， 养成好习惯。

暂时成绩不好不要紧， 只要求
知欲强， 学习习惯好， 以后会上去
的。 我们学校有几个小朋友规矩就

很好 ， 一到放假 ， 就和父母去青
海骑车 ， 身体棒 ， 看书也多 ， 即
使暂时成绩不拔尖 ， 将来肯定也
能成才 。

有段话我很欣赏 ： 种下行动 ，

收获习惯 ； 种下习惯 ， 收获性格 ；

种下性格， 收获命运。

第六， 帮助孩子度过人生的关
键节点。

比如小学到初中这个节点， 本
来成绩不大好、 不太用功的， 在这
个节点的时候， 家长要很平静地商
量 ， 订出规矩 。 晚上什么时候睡
觉、 玩手机是什么时间。 要和孩子
共同讨论怎么遵守家规。 过去的大
户人家立家规， 还要用对联写在门
的旁边。 中国人在家教方面很有来
历， 这方面的书也很多。

第七 ， 批评孩子要对事不对
人。

孩子题目做错了 ， 就帮他解
决， 不要大而空地批评 “不用功”。

就事论事 ， 不要扩大化地耳提面
命 ， 说 “你不够努力 ” 之类的空
话。 具体到这道题应该怎么样做 、

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 ， 今天不对
明天再来 ， 不要逼着他马上就要
做对 。

第八， 以做人为重， 以读书为
主。

将来走上社会还是以做人为
重， 书读得多了， 人做好了， 人生
就成功了！

培养孩子的学习力、 创造力、 团队合作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家长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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