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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2教师风采
编者按 学校不应“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而应“寻找适合学生的教育”。 好的教育应该根据

学生的特点，是“私人订制”的教育，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二中不仅可以培养尖端学生，对常态生也
有独到的教育方法。

杭州第二中学（东河校区）坐落于杭州建国中路，是杭州二中的老校区，也是杭州二中教育集
团化过程中诞生的第一个“分校”。 与滨江校区的生源不同，东河校区的老师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常
态生。 5 月 14 日，叶翠微校长与初三家长畅谈他眼中的常态生培养。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解读。

教育，贵在
叶翠微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是教育？ 就像我们读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
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同样的，面对教育，不同的
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在谈教育的时候， 应该首先有这么
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人是有差异的。 差异具体
表现在智能优势和学习行为上。 一个理智的老
师，一个理智的学校，一个理智的家长，应该正
确面对孩子的差异，把孩子的优势彰显出来，同
时尽量读懂他的短板。 第二，每一个孩子都是有
温度的。 人性的温度需要我们家长、老师、学校、
社会来共同给予的。 第三，学校不是万能的。 对
待学校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家长要选择能够平
静的面对孩子，创造适合孩子教育的学校。

审视这几年的东河校区，观察老师们面对学
生时践行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方法，我反而要对东
河校区的同事行注目礼，他们没有因为孩子的中
考成绩一般， 或者说孩子在初中阶段成绩一般，
就灰心丧气。 他们不问学生的来处，而是问学生
有怎样的诉求。

教育就应该是像习近平总书记讲得一样：爱
是教育的本质，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在二中，我们
遵循爱的教育，教育，贵在“心”。 没有心灵的碰
撞，没有用心的付出，就不可能有真正爱的教育。
我们东河校区的老师，一直在行动，爱在哪里，心
就在那里。 心在哪里，教育就在哪里。 那么，我们
的心在哪里呢？

1.心在“善”。 教育的本质是爱，爱的本质就
是善良，要有善根。 这几年我们送出一批又一批
的同学，比如一位多年前毕业，而今在上海电力
公司工作的学生，对母校的老师的“善“有着切身
的体会，她在信中这样说道：“余年少时，自诩文
青翘楚，凡事通而不精、杂而不专。值癸未年秋之
际而入二中东河校区求学，遇吾师郑路稼，方收
心而专攻术业，其心躁也，可见一斑。 观其学，唯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之表面文章
耳。 时有不屑，亦觉学之无用。 幸得先生点拨‘夫
有大志者，皆心静而情专，从始而终也’余未弃之
而后快，始悟求学之妙趣在于心也，非解题也；读
书为构建世界观也，非成绩也。而今回首当年，感
激之情，实难言表。匆匆三年一过，余自觉学有所

成，以区区六百分入上海电力学院深造，经此一
别，便是十载春秋。 ”在我们二中，尤其在我们东
河校区，我们倡导“四不主义” ：不惟学生背景；
不惟学生成绩；不惟学生亲疏；不惟学生长相。老
师们的骨子里仍然有着一份知识分子的清
高———看重平等，看重学生的真实。 这就是二中
之“善”。

2.心在“慢”。 在面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时，
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贴着孩子，让孩子感受
到老师的温度，这样才是最好。 现在就读于东河
校区 506 班的周玥宁。 写下了最真切真实的感
受：“高中两年，陪伴我们最多的除了同学、父母，
就是老师。 我的数学成绩并不好，所以分班时很
幸运能继续分在詹爽姿老师班上。詹爽姿老师被
我们学生称作“女神”，她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
为我讲解不懂的难题，她会因为批卷直到放学后
还没回家，她会为了给学生答题匆匆挂断女儿的
电话（她每次和女儿通话时，声音满是温柔）。 有
段时间，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经常因为反光看
不清黑板上的字， 她每每看到我们伸长脖子，就
会把黑板移到中间，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每
张卷子她都会写详细的解释，把她的解题过程呈
现给我们。 每天中午，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她的办
公室，不懂的地方，她总会慢慢地、不厌其烦的讲
解着，因为她，我开始越来越喜欢数学，现在也会
积极去问数学问题。 真的很幸运，能遇见您！ ”文
火慢熬出靓汤。一碗好的汤，不是急火攻出来的，
而是慢慢熬，慢慢炖的，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是这
样的。我们在二中讲两句话：一是青春不怕慢，我

们的教育要按着孩子的节奏，慢慢地，有条不紊
的，我们会有意外的收获；二是成长不避挫折。
青春的旅途中，只要孩子参与，勇敢的面对，即
便有挫折有失败有起伏， 也都是一笔笔珍贵的
财富，是一件终身受益的最有意义的事。

3.心在“适”，就是怎样让孩子找到最适合自
己的教育。 2015届毕业生梅杨杰，现在就读于西
安交通大学，他在二中学习的三年，感受颇深：

“3 年前经过了中考的洗礼， 想着那六月离别的
感伤，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新高一，心里多了一丝
惆怅和迷茫。 3 年过去了，当高中生涯真正结束
时， 我才能深深的体会到在我所有妄想重来的
日子是如此纯净高贵，美不胜收，终生难忘。我以
中考 459分，仅仅高于最低录取线 455 分 4 分的
成绩进入东河校区，三年后，我以高考总分 680
分，浙江省排名 4000名的成绩走出这个校园，增
量明显，这才是我们所应该信赖的学校。 ”

一个好的学校， 不仅是让好的学生更出色，
更是可以让像我这样成绩原本一般的学生在学
习上有更大的突破。 能在学习中找到自信和快
乐，并且能将这份快乐一直延续下去。 ”

我们老师给了他一个能够走进他心灵世界
的，贴近他的思维发展水平的教育，由此引发了
他的显著性的成长。在二中，在东河校区，这不是
个例。

我们在教育中注重两点，一是走近最近发展
区。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是有趣的，感受到成功的
快乐。 二是要做到切适的才是好的。 学生的具体
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到的是了解每一个学
生，为每一个学生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经
常教育学生：不要证明自己是第一，而要证明自
己是唯一。

4.心在“伴”，教育在于陪伴，在于守护。 现在
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的学生易立，在二中东河的
三年，易立是二中人皆知的体育明星———国家二
级运动员。 曾一举打破了学校 4项校记录。 但易
立的文化课成绩犹如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高一
时，易立文化课名列二中前 150 名，然而，高二
时，由于在体校训练时腿部严重受伤，易立的文
化课滑到 400多名。 在高二、高三漫长的学习低
谷中，易立在治疗腿部的伤痛外，班主任周育卯

老师，年级组长张雅琴老师，数学张惠峰老师等
利用课余时间，无私地轮番给易立补课，方校长
也给了她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月月如此。 易立通
过自己的毅力和拼搏， 在学校和老师的陪伴下，
走出了低谷，在高考中，一举获得了 670 的高分，
考入属于 211和 985的中南财经大学。

对于陪伴，我们有这样的理解：学校就是一
个家，是一个亲情浓浓的家，家是港湾，家是陪
伴，家是守望，家是每一个学生心灵的栖息地。在
我们这个校园，你经意或者不经意间，就能感觉
到一种温暖， 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弥漫在身心的
爱，这份爱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流淌，跟随着每
一个学生。

5.心在“常”。 我们的教育：一要做常人的事。
二是要做常做的事。 我们越是给孩子常态的教
育，就越能给孩子好的、最真实的教育，进而去成
就孩子平常却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的一个家长朋友是这样刻画他眼中的
老师的：没有亮丽的语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
但我们依然会有一种感动， 为那平时中的温暖，
为那平淡中的坚守，为那平和中的智慧，更为那
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的爱。记得那次考试孩子的
语文和数学两门学科考得并不理想，回到家后愁
容满面。 尽管心中着急，但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冷
静，并尝试鼓舞孩子，帮助他尽快恢复信心，重振
旗鼓。可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时，班主任唐芳
颖老师的一通电话犹如雪中送炭，抚慰了我们母
子焦躁不安的心。唐老师首先向我了解了孩子此
阶段在家的学习表现，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关照我
千万别盲目地给孩子施加压力，同时还给我提供
了一系列帮助孩子进行心理疏导的建议，让我受
益匪浅。

其实对孩子来讲，这一切是他们成长过程中
的常态。 常态表现出的也是常理，一个真正有责
任感的学校， 一个真正能够去面对教育的老师，
就是要学会怎样面对常态生，面对学生学习的常
态，让学生在常态中变得不寻常。

这就是二中坚守的教育，教育要有爱，要贵
在心，心在“善”，心在“慢”，心在“适”，心在“伴”，
心在“常”，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只要能做到这
些，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教育了。 ■吴燕军整理

近日，鄣吴镇景坞村“英才文苑”展示馆开
馆。 不大的馆内，珍藏着 170 余件书画作品、有
关文物及书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据介绍， 这 170 余件作品及藏品的主人名
为施景祥。 说起他，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仅
对京杭大运河成功“申遗”功不可没，更献身教
育事业桃李满天下。 最重要的是，他也是土生土
长的景坞人。 那么，施景祥与“英才文苑”展示馆
又有什么渊源？

现年 91 岁的施景祥少小离乡，却一生情牵
故里，因对竹子有着特殊感情，自封雅号”古鄣
一竹” 。 老人多年来致力于文化及自然遗产研
究，在离休后，本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却选
择了历尽艰辛创办之江函授大学。

“施老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将自己写
的诗歌、散文、书画作品及友人赠送的作品全部
放在自己书房‘耕牛斋’里，而‘耕牛斋’就在村
内，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委会有意将‘耕牛
斋’搬到村里，通过筹建展示馆，成为美丽乡村
的一个亮点。 ”景坞村村委会主任方有顺介绍，
老人的三个晚辈也有此想法， 于是大伙儿开始
与老人商量，没想到施老一口答应。

从今年 3 月份开始筹建，短短 2 个月之后，
展示馆正式开馆。 从施景祥的多件作品中可以
看到很多关于景坞村的影子。 比如，老人在诗词
《战火纷飞书生朗》中写道：“外庚里庚、石门坑，
半壁河山日寇占”。 因景坞村旧称“景峰”、“景
吴”，故老人还专门写了一首《景吴》用来纪念自
己的家乡。

此外， 他的作品中还有关于村庄的历史变
迁。 一首《恨敌雪耻慰冤魂》大约有几百字，大概
内容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鬼子追杀到景
坞村后，无情地杀害了 5位村民。 从诗词的字里
行间，可以读出施老的愤慨与憎恨。

老人的晚辈梁纪明告诉笔者， 老人目前在
浙江医院疗养，通过捐赠作品，不仅让自己的心
血“落叶归根”，更满载着对家乡人的情怀。“他
还为景坞村美丽乡村建设捐赠了万元， 为昌硕

小学写校歌， 礼请浙江音协原秘书长谱曲、组
唱、合成 CD捐赠给学校。 ” 梁纪明说。

方有顺表示，“英才文苑”展示馆开馆之后，
不仅丰富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精神内涵， 也激励
着景坞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陈玉兰

施景祥：杭州二中高级教师。 1925年生于吴
昌硕大师故里：安吉鄣吴。 抗日战争时期，愤然

面对国破家残，立志报国苦读，靠救济读完复旦
大学附属中学。 赖慈母叩借，自己半教半读，毕
业于之江大学经济系。 解放前参加工作，曾任杭
州至海宁盐区工作队长。离休后，1987年任之江
函授大学副校长（雷洁琼为名誉院长、原杭大校
长陈立院士为校长）。 多年来致力于文化及自然
遗产研究， 曾任陈香梅文化及自然保护研究中
心副主席。 研究涉猎面广，在国内外发表文史、
教育等学术论文，多篇获奖。

满江红·
观胜利日阅兵有感

卢俊霖

正步惊鸣，黄河哮，七十岁月。
战火竟，少年华发，耄耋除孽。
矢志精忠驱列寇，前仆后继驰疆界。
浴血拼，上下共团结，朱白灭。

马关耻，辛丑械，
黑水断，金陵血。
奋齐冲陷阵，太行山阙。
矗立东方涤耻掠，三日热血怀英烈。
咏和宁，炮弹作花瓶，中兴切！

蝶恋花·旭明
卢俊霖

漫然凝思星月坞，
一宿无眠，
墨云丹枫树。
萧飒飘零德行渡，
青柏胜似西子父。

拨乱烟岚消霭雾，
佛子菩提，
隐寺香如故。
衬映晚霞兼日暮，
旸光旭日升白素。

点绛唇·楼兰泊
卢俊霖

漠染楼兰，砾沙漫天生罗布。
可知昔日，胜似江南瑀。

落日长河，轻点恢弘暮。
拨舟侣。 溶溶而泛，
嘻至泊中户。

为筹备“英才文苑”展示馆，九旬老人捐赠 170余件作品及藏品———

耄耋老人的拳拳“桑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