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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师说
一个平常的周末，我意外收到一条祝福短信。这让我想起了十

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小男孩。初中的他学业平平，我恨铁不成钢
地教育他时，最爱说的口头禅，他现在都还记得——“你还想不想读
高中？”初中毕业他没有考上高中，但现在的他，当过兵，入过伍，成
了一个正能量满满的大男孩。

我不由得想，我该如何教育我现在的学生呢？考上高中，考上
大学，就是最好的出路吗？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每一朵花，有不同
的花期，也许还有不会开花的参天大树！

“不开花”的独特价值

人的成长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学生不
是教书生涯中赚取荣誉的道具，他们是鲜活灵动的生命。尊重个体
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一个生命都昂扬向上，才是师者的职责。

我如今任教的班级里，有个小男孩，作业书写潦草无法辨认，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近期举办的校运会上，我重新认识了这个
孩子。瘦瘦小小的他，羽毛球却打得很娴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
还特别懂得照顾初学者的感受，总能给予同伴温暖的鼓励。

我不禁想到，练出这样的球技，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啊！而这
种坚韧不拔的品质，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加珍贵。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完
全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我想说的是，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千
差万别的有个性的世界。每棵幼苗都有其独特的生长姿态，关键在
于教育者是否具备发现的慧眼，精心呵护这些生命，走进他们独特
的个性世界，对他们加以引导和帮助，给予悦纳和鼓励，予以延伸和
发展，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在爱的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

优秀的标准是什么？

作为教师，很多时候是无法确认哪位孩子是“优秀的”。
那优秀的标准是什么？正如人们永远无法把水珠从水里挑出

来一样。爱因斯坦被老师认为“愚钝”，却提出了相对论；达尔文因
贪玩厌学被父亲责骂“游手好闲”，却创立了进化论；牛顿小时候学
业平平，却发现了万有引力。

北京十一学校李校长说：“教育不能像工厂流水线那样标准化
生产，我们要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各不相同。”该校推行的“特
殊潜能生”培育项目就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也许不会绽放
耀眼的花朵，但终将长成撑起蓝天的栋梁。

培育“参天大树”的土壤

我的班上还有一名沉默寡言的女生，叫小希。她在午休前短
短十分钟内就画出了一张我的自画像，惟妙惟肖，我震惊了。发自
内心地羡慕拥有这样技能的人，想喊一声老师的心都有了。

教育的责任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全面的人不仅体
现在学业知识的增长上，更重要的是德、智、体、美、劳的均衡
发展。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
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是要让每一颗种子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
方式，每一颗种子都需要教育者以责任为养分，寻找适宜的土
壤。

教育者的责任在于不用统一的标准衡量所有学生。把老
师比作园丁，我想不是想表达老师有多辛苦，而是希望老师能
像园丁一样，“知时节，懂物性”，不会要求所有的花花草草都长
一样高，开一样的花，结一样的果。

教育是一场与生命对话的旅程，是一场静待花开的修行。
那些曾经被贴上“问题生”标签的学生，可能在军营里淬炼出坚
毅品格；那些作业潦草的学生，或许正在运动场上锻造着团队
精神；那些沉默寡言的学生，也许正用画笔描绘着内心的宇宙。

放下“唯分数论”的标尺，卸下“整齐划一”的期待，给教育
一些松软的土壤，让教育的园地里万物生光辉，或绚烂如花，或
挺拔如松，或坚韧如竹。

让我们一起守望教育，静待生命绽放的千千万万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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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高中教育的闭环在哪里？”
“高考呀，考完了，任务就完成了。”
“录取吧，收到了大学通知书，高中教育不就结束了

吗？”
“啊！高中教育的闭环？不知道，没想过。”
这是近几天，和高三老师们探讨的结果。
一直想：高中教育的闭环在哪里呢？
多年来，每逢高考成绩一出来，各校都在想方设法

“宣传”本校整体高考的上线率，特别是拔尖学生的分数
和排位，向社会、家长、上级部门反馈学校教育的效果，感
觉是形成了一个教育闭环。

但事实上，被称为第二次高考的志愿填报，学校重视程度、指导程度参
差不齐，总体上看是有不足的。有的学校请高校招办进校“摆摊”“游园”，请
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作线上线下的讲座辅导，有的学校把志愿填报指南书发
给学生，任由学生和家长去思考摸索。然而，每年志愿填报失误的情况屡见
不鲜。

因此，笔者认为：高中教育的闭环是在指导考生志愿填报。
“闭环”是什么意思呢？“闭环”的理论根据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

特博士提出的“PDCA循环”。PDCA是英语单词Plan（计划）、Do（执行）、
Check（检查）和Act（处理）的第一个字母。闭环思维通俗地来讲，就是完
成一项工作，有始有终有反馈，最后成为一个闭环。

高中教育，从学习成绩端，把学生的考分提到最高，指导考生科学填报
志愿，正常顺利被大学录取，教育才算有始有终。

谁来完成这个闭环？新高考后，招生制度改革力度大，志愿填报相对复
杂，志愿填报市场异常火爆，志愿填报收费利润高昂，一些志愿填报的“名
师”“大家”有真有假，把这么重要的闭环环节交给这些所谓的“专家”“机
构”，放心吗？可行吗？

谁来完成这个闭环？首先，学校要把这个重任担当起来。疫情前几年，
我们发现高三女生对护理专业比较抵触，调查后发现，学生们认为做护理工
作要给病人端屎端尿，又脏又累，收入也不高。于是，学校组织高中生到重
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研学，请专家讲抗疫担当、请医生和护士讲医护
职业，护士还专门讲了护士工作与护工工作的区别，这堂讲座，刷新了同学
们对专业职业的认知。学校又带理科学生走进长安汽车，请人力资源部专
家讲校园招聘情况和汽车行业所需专业等，也是奔着指导学生做好高考志
愿填报的初心去的。

其次，高中教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们，对志愿填报都有丰富经验和成功
案例。如：在最初招收免费师范生和小学全科教师的时候，老师们就建议有
意从事教育的学生考虑填报，这些学生都如愿进入了体制内。我校两位现
今在北大、清华读博的学生，高考时成绩达不到北大、清华录取线，老师们给
他们参考了本科学校和专业，他们踏实进取，终于圆了清北梦。所以，重视、
培训、实作、积累，每一所高中学校都应该有一支比较专业的队伍，每一个
高中教师都应该把指导志愿填报的知识能力作为必备素养。

2024年，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免费开放，大数据结合专业和职
业解读，加强了对考生的志愿填报服务，志愿填报进入了科学化、信息化、
权威化的新时代。

每一个孩子的教育，都要形成一个闭环。
每一个阶段的教育，都要形成一个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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