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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经典中，“礼”为德之约范，
世教之楷则，人人只要循礼行事，并且
择“善”而从，便能成就天下“仁爱”之
大德。自1995年建校以来，惠贞书院
不断深耕传统人文脉韵，恪“礼”约规，
择“善”而从，收获了二十五载杏坛荣
耀，收获了二十五载春风桃李，并最终
确立了以“礼善”二字核心的校园文化
理念。至今，“礼善”已成为学校颇具魅
力的代言名片，闪射出惠贞独有的教
育之光！

作为当今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一所
学校，对于道德的澄明和优良道德的
建构本就应该秉持更多责任和担当，
因此，我校将“礼为约规，择善而从”简
训为“礼善”二字，作为校园核心文化
理念，就是要扎根中华优秀文化之脉
韵，用中华优秀文化为学校砌入博远
踏实的奠石。

“遵礼择善，善则遵礼，礼善合一，
培铸魂魄。”这就是惠贞人秉守的“礼
善”理念，我们要求惠贞的师生存礼善
之心，行礼善之举，做礼善之事，成礼
善之人，扬礼善之学。而“礼”又从四
个方面来追求：①义——“礼之所遵，
遵其义也”。“义”即正义，道义，也就是
为人之道；②理 ——准则、规范、规
律、理性等；③敬——真诚、恭敬。一
种庄重严肃的心理，认真诚实的态度
等：④信——诚信、信义、诚实等，如果
敬是表层，信是礼更深层的本质。“善”
也要做到四个方面：①利他——即与
人为善；②担当——承担社会、集体、
家庭、自我等的责任；③包容——以宽
容之心对待他人，对待学生，这里充满
着爱；④牺牲——这是一种大善，为社
会、集体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牺牲。
而总体指向则为：优化“礼善”环境
——善化“礼善”关系——升华“礼善”
素养——实化“礼善”内容——细化

“礼善”途径——深化“礼善”氛围——
物化“礼善”成果——催化“礼善”自
觉，办学2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
努力的。

为完成这样目标，我们的工作具
体按如下层次来进行的：

培植知礼向善的意识。
它是建设“礼善”文化的前提。“知

礼”即知道礼的重要，任何时候、什么
样的情况下，都不能违反社会道德规
范。当然，“礼”作为一种规范存在于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中的“礼”在
于尊老爱幼，学校中的“礼”在于遵规
守纪，社会中的“礼”在于遵守法纪，通
过“礼”的遵守构成各个层次的规范化
的生活，使社会达到和谐，使人心达到
安帖。还要让师生明白，遵守礼节和规
范本身就是一种“善”，而我们加以强
调，就是强力地给学生供给我们一种
行为路向，促使学校师生创造一种自
由和谐的境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
持做善事，绝对不做损人利己、坑蒙拐
骗等恶劣的事情。

激励守礼为善的行为。
“日行一善”“节日义务活动”等

是我校的常规工作；行走德育、家校

结合，创客活动等等，是我校的特色。
在这些活动中，既要守礼，不守礼难
以做事；也好为善，活动本身就是一
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心不存
善念，行不为善行，人们就会不团结，
就会内耗，就会形不成强大的合力，
所以，守礼为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所
谓“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
当然，从深层上来说，守礼本身就是
坚持一种道义。而在学校这片天地
里，我们反复强调师生相互尊重，相
互关爱，彬彬有礼，爱护班级、学校的
环境等等，都是一种“善”的表现，这
样就把为“善”界定为日常的生活行
为。为了把“礼善”落实到学校的日常
工作中，我们开发了善知、礼乐、惠慈
和贞爱等四大课程，分为学术视野
类、身心修养类、公民人格类和技艺
应用类四类，这四类课程各有侧重，
但核心指向学生“礼善”行为的激扬。
在此基础上，还系统设计了《教师分
层阶进培养工程方案》、《学生成长手
册》，修订《教学工作条例》等与有效
教学课堂文化直接关联的管理制度，
制定了《惠贞书院教师尊重学生100
条》等。为“礼善”教育行为的开展奠
定了基础。

养成遵礼达善的习惯。
对于学校来讲，“礼”主要用来规

范师生的言行，通过“礼”形成学校的
规范、秩序、和谐；通过“礼”调剂学生、
师生、生生等人际关系，从而增强学校
的活力，提升学校的文明水平。善是一
种高贵的品质，是人性的辉光，根据

“礼善”文化建设的需要，我校把“行明
礼致善之道”作为办学理念的重要要
素，以“关心他人，充实自己”作为校
风，以“以礼率行，以善塑魂”作为教
风，强调人人遵礼节、做善事，说善言，
并要求老师以行为引领，采用循序渐
进的方法，用社会、身边的人和事感受

“礼善”；用“礼善”的故事、人物及其效
果激发“礼善”；用古今中外名人对“礼
善”的认识材料的学习，明白“礼善”；
要求学生遵循学校规章制度，实施到
养老院、公共场所去服务而行“礼善”；
通过行为的体验、思考、对比而内化

“礼善”；最终形成日日遵礼为善、时时
行礼向善的文化人格和习惯。这种增
强感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
行、内化反思、形成人格层层加深的方
法，使善的教育实而不空，教而有效。
久久为功，通过种种活动和措施，学生
就会在自我认知的前提下，逐渐形成
遵礼达善的习惯。

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
代，我们在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外交汇，古今融合是我们的方
向，而在这样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中，
作为惠贞人，在历史变革中，定准方
向，找准方法，为教育的发展做出我们
的贡献，就要把“礼善”作为我们的道
德追求。这也就要求我们师生要存礼
善之心，行礼善之举，做礼善之事，为
礼善之人，扬礼善之学，成礼善之功，
逐步完成深化“礼善”文化，锻铸生命
魂魄的任务。

进入小学教师这个队伍几近十年，相继接任过三个班
级班主任，令人惊讶地发现班里问题学生基本都是男生，现
在所执教的班级人数比例女生大于男生，比之原来的班级
稳定很多，女孩子似乎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她们都
能迅速读懂掌握老师的情绪，而男孩却往往让人煞费苦心。

初入职场时，对于那些“逆反分子”，我曾苦口婆心去感
化，也尝试用“凶”去镇压，但收效甚微。

直到我为人母后，开始认真思考并探索这个问题，发现
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不能用一个“皮”字简单概括。

2014年和2016年，我分别迎来了生命中的两个天使
——女儿和儿子。这才发现女孩和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性
格、喜好天差地别。姐姐在成长过程中几乎不用我们操心，
很多事情点到为止；而弟弟却喜欢摸、爬、滚、打，小时候还
特别黏人，好奇心之大令人咋舌。我觉得自己身为教师，深
知一些教养孩子的方法，怎么同样的教育方式在姐姐和弟
弟身上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我们家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
教育方式出了问题？

一次机遇，我有幸读到澳大利亚著名家庭问题专
家史蒂夫·比达尔夫的《养育男孩》，才恍然大悟。他在
书中提到，男孩之所以在成长路上与女孩天差地别是
由睾丸激素决定的。研究表明，睾丸激素会让男孩富有
创造力，喜欢运动，是他们之所以好动的生理因素。

在书中一些理论的支持下，我逐渐将其中养育男孩的
方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一年级刚入学时，班里有个脾气火爆的男孩小Y,经常
因别人对他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大打出手，一开始我用特
别严厉的话语批评他，他看似“老实”一阵，但只要类似事情
发生，他总会控制不住。接触了一些关于如何教育男孩的书
籍和资料后，我发现沟通达不到效果的原因往往就是方法
用错了。

一次体育课上，老师组织 50 米接力跑，小Y 所在的
小组输了，对方小组一个顽皮男孩朝他们大喊：“耶，我
们赢了，你们不如我们。”没想到小Y立马冲出来，重重
推了那个男孩一把，俩人开始扭打起来。

这次，我压抑住怒火，先把事情调查清楚，进而这样
引导小 Y：“老师知道你很愤怒，很生气，因为他嘲笑了
你。”在与男孩交流的第一步，共情非常重要，这样可以
让对方放下戒备心，知道你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去看待问
题，这时候小Y破天荒的眼里泛出泪光。我马上说：“那
老师跟你讨论一下，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面对这件事
好吗？”他点点头，于是我告诉小Y如果我是他，我会有
两个选择，要么无视那个男孩的挑衅，因为团队落后并
不是小 Y 造成的，而且他也不是冲着他一个人说这句
话，如果忍不下这口气，看不惯这样嘲弄人的行为，就把
这件事告诉老师，老师会替你主持公道。小 Y 同意这种
做法，事后，我让那个嘲笑别人的男孩先跟小Y道歉，小
Y原谅了对方的无理挑衅，然后也主动跟对方说了声对
不起，承认自己不应该打他，俩人一笑泯恩仇。这件事
后，小Y和同学相处上和睦了很多，虽偶有争吵，但几乎
停留在嘴皮子上，比原来动不动就出拳头好了很多。现
在，小Y在班中的改变非常之大，甚至交到了好朋友。

我们目前的教育，很多学校似乎把孩子当成老人来看
待，要求孩子们乖、听话、不吵闹，但这对于精力旺盛的男孩
来说其实非常压抑，尤其是多血质男孩，精力得不到释放
时，就会表现出好动、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小屁股坐不住，下
课容易闯祸等现象。

我们应该为孩子提供一些富有创造力、具有意义的活
动。我们班里男孩非常喜欢运动，虽偶有磕碰，但这是任何
竞技运动需要经历的过程，并不能因为害怕受伤而剥夺男
孩们的运动乐趣。运动能让他们强壮，在运动中他们还能学
会与同伴间交往的秩序、学会坦然面对每一次输赢。虽然我
们班男孩在下课时看似玩得疯狂，但在很多课堂上他们却
表现得非常优异，一年级时并不明显，二年级的棋类课上，
棋类老师评价我们班的孩子不太爱做小动作，课上喜欢挑
战，举手发言比较积极。

养育男孩，并非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是男孩，却简
单地用“皮”去总结孩子的天性，这会与正确的教育方式背
道而驰，通过这一系列关键事件，我明白正因为他们是男
孩，我们更要试着蹲下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
实看似大大咧咧的他们更需要我们用耐心、同理心好好对
待，让我们维护他们对世界的那抹好奇心与探索欲，试着
去理解他们，用适合的方法去教导他们，让男孩们能够健
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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