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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探索的勇气都没有，就不会进步”
鄞州中学校长王贤明
高中教育要过眼前的三年
更要着眼学生今后的三十年

31年教育工作经历，在课堂上执教29个年头，担任行政工作20
年，王贤明说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荣誉，很珍视校长这个岗位，因为这
是百姓托付的一种荣誉，而这个身份已陪伴他17年了。

“如果连探索的勇气都没有，就不会进步。”在鄞州中学的10年
中，王贤明校长和他的团队，进行一系列教育探索。今天，我们来看
看他的想法、实践和他的“校长说”。 □记者 王伟

记者：在您任鄞州中
学校长期间，学校构建

“学术课程”、“兴趣课
程”、“公民课程”三位一
体的课程体系，叫做“三
原色”课程。其中兴趣课
程有20门科技选修课程、
21门艺术选修课程、9门
体育选修课程，学校还有
专门的科艺楼。为什么会

开出这么多科学、艺术、体育类的选修课程？

王贤明：学校育人的核心还是课程，“三原色”课程
的涵义是学业的基色、兴趣的本色和人格的底色。学术
课程，是高考的基础性和拓展性课程。为什么开设这么
多兴趣课程？是希望孩子们在高中三年，能喜欢上一种
艺术样式，甚至有艺术特长，具备良好的艺术素养。

我认为，一个具有良好艺术素养、懂得欣赏美的人，
往往更能审视和体验生活、生命中的美好。我们希望通过
体育专项选修，让孩子喜欢甚至擅长一项运动，从而养成
运动健身习惯，拥有一生健全的体魄。我们希望通过科技
选修课，增进现在孩子普遍缺乏的科技素养，培育普遍缺
乏的实验探究意识。我们科艺楼里有很多实验室和科教
探索中心，就是创造条件让孩子们去动手、去体验。

说实话，用一张纸一支笔对付三年是容易的，也会
出高考成绩，但基础教育是一生的奠基，高中是基础教
育的最后阶段，我们希望通过“三原色”课程，为孩子们
打实、打全、打好身体基础、学业基础和精神基础，高中
教育要过眼前的三年，更要看离开校园后的三十年。

关于教育理念：
学生来学校是干什么的？

记者：您在鄞州中学提出要打造“尊重
差异、发展个性、学有所长，多元成才”的

“适性教育”。请谈谈这背后的教育理念。

王贤明：教育是给人赋值的。每个人
的价值是他的不可替代性。一个人从学校
到社会，从学业到工作，被人轻易代替不
了的时候，才会被认可、被需要，才不会
被边缘化，才有存在感，才能自我肯定、
自我悦纳，才能找到存在价值。教育的起
点是人和人的不一样，教育的归结点是让
这个人继续保持并优化这种差异。所以，
我们提出“争第一，更做唯一。办与众不
同的学校，育不可替代的学生”。

记者：作为一名校长，您经常问自己
的问题是什么？

王贤明：在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当
中，有一个是“学生来学校干什么”？一般
人说是来读书的，这话没错，但不完整。
如果只是为了考试的“读书”，似乎培训
机构也能代替。学生来学校不止来读书
的，是来成长的，是一种身体成长、精神
成长和学业成长。所以要给孩子提供一个
相对完整的校园生活。现在有些孩子，眼
里无光、对外面的事物冷漠、麻木，对生
活对世界不感兴趣，这是很糟糕的，我们
希望鄞州中学出去的孩子是身体健康、人
格健全、学有所成、术有所长的人，他们
不但要有能力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选择
心仪的专业，更应该是眼中有光、洋溢着
笑意的活力青年。

关于家庭教育：
给家长的四个建议

记者：您是一名校长，同时也是一名父亲。
关于家庭教育和家校合作，想听听您的观点。

王贤明：每年高一的第一次家长会，一般都
是我主讲，我想站在一个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
的老师角度，与家长交流孩子的教育常识问题。
我常常对家长提出四个建议：

要对孩子抱有无限希望，但要接受孩子的
普通。生活中 99%的人都是普通人。进入鄞州中
学的孩子，在初中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入学以
后，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很普通，原先可能是一个
学生干部，现在成了普通学生，甚至会出现考试
不及格、排名倒数的情况。短时间里，这个变化
会使孩子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和要求感到失落迷
惘，孩子在高中三年是否能够顺利成长、开心学
习，这一关非常重要，要过这一关，首先是家长
要能够接纳孩子的普通。接纳孩子的普通不是
说让孩子放弃奋斗和上进，而是以一颗平常心
去轻装奋斗。

一个人的成功与幸福，成绩和学业绝不是唯
一要素。当下我们的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直奔考试，
只看成绩，执着于名校的现象，孩子们产生的一些
心理问题，很大层面上与这种家庭教育和社会功
利导向有关。家长们听到孩子考上一所名校自然
是值得高兴和自豪的，但更需明白，一个人的成功
和幸福有很多要素和机遇。作为我们学校来讲，把
学生身体健康、人格健全视作第一要素，然后才是
学业。这应该是家校共识。

成功的希望永远不在别人身上。开学一段
时间后，学生可能会在家长面前说这个老师好
那个老师不好，时间一长，也有学生向家长提出
来想换老师，这类现象在不同的学校中常有发
生。这个问题上我态度是明确的，原则上不接受
换老师的要求，除非是老师的师德出了问题。这
不是学校偏袒教师，我是想告诉我们的学生，一
个人如果把成功的希望和失败的归因放在别人
身上，他是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的家长要引导
自己孩子怎样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方式。
多说说老师的好，会在孩子人格成长路上收获
福报。

给孩子成长的机会，不要溺爱孩子。总的来
讲，现在的家长都很疼爱孩子，关注孩子物质上的
东西。比如，开学时候来校报到基本上是家长拎东
西、孩子空着双手，上学接送不肯让孩子多走几步
路，到了高中还有家长送牛奶、水果到学校，中午
晚上还会送菜来，总是担心孩子在学校里吃不好
……爱孩子是人之常情，但这样的做法会剥夺孩
子成长的机会。物质讲究多了，精神上成了荒漠。

关于教育目的：
高中三年培养
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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