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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训，只有上升为群体的一种内在的意志，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生命的活动才具有精神的意义。否则，它不过就是挂在墙 
上、悬在横幅上的一句苍白的口号。 

  学校与学校最本质的区别不是它的规模与校舍，不是偏狭眼光下的教育质量，而是它生生不息的学校精神。于是，“兼容并
包，思想自由”让北大成为北大；“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让清华成为清华。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和“厚德载物，自强不
息”也由两校最初的办学方针和校训成为北大和清华精神的实质。因此，校训和校风便理所当然地作为学校精神的核心内容和表
现形式而存于大大小小的校园。也因此，在许多人的眼里，创建校训校风与培育学校精神成为可以互换的一组名词。 

  我对这种认识产生异议，还缘于对《遥远的掌声》一文的解读。 

  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大师，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学期结束，罗尔斯教授在哈佛的讲堂上讲完
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他走下讲坛，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他
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他走出后许久，掌声依旧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中
国留学生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英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
为止。” 

  这样的掌声何时在我们的讲堂里出现过？作者称这“遥远的掌声”就是哈佛精神。 

  解读“遥远的掌声”，哈佛学生由衷地热爱真理、渴求学术、尊重教授，是其精神实质之一。而拥有配得上享有掌声的教
授，是其精神实质之二。走出哈佛的校门，会有一系列类似“遥远的掌声”那样美好的记忆让哈佛学子耿耿于怀，其精神实质之
三也。难怪，哈佛的学生称母校是“心灵的故乡”。 

  哈佛是有自己的校训的：“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斯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由这里看来，哈佛
的校训是一条口号式的真理，而遥远的掌声则是哈佛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纯个人意志的行为。校训，只有上
升为群体的一种内在的意志，成为一定意义上的生命的活动才具有精神的意义。否则，它不过就是挂在墙上、悬在横幅上的一句
苍白的口号。 

  因此，对学校精神的理解和培植，并不等于概括几个文字美其名曰“校训”并恪守着这样一条校训，对照着如何去践行。相
反，它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学校整体精神面貌的体现。应该从学校成员的行为上进行提炼和概括。它必须考虑：
一定有一群人是我们所尊崇的，一定有一群人是我们所骄傲的，一定有一些故事是我们可以回味的，一定有一些什么是别人所没
有的。而这些独特的不可替代性的内容正是人文精神的充溢。人文精神才是学校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
神状态，陈寅恪所谓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就是它的本质与底线。因此，实施人文化管理成为我们塑造学校精神的追求。 

  案例一：爱他，就放开他 

  2002年末，学校一位信息技术教师准备到上海应聘。这位教师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水平之高可以说在我们整个常武地区都是少
见的。校长庞荣瑞知道后，他二话没说就亲自开车送那位教师去上海。到上海后，他以“老上海”的身份（他儿时在上海度过，
能说一口上海话）为这位老师做参谋，陪他多方参加应聘，直到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自己才返回。但不久，那位老师却又回到了学
校。 

  很多人都不明白庞校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否早就想用自己的诚心来打动这位教师呢？其实这正是庞校长极力倡导的校本
理念的体现：创造适合教师发展的管理。校长都爱才，但出发点有不同。是为了学校发展还是为了个体的发展？在实小和星辰两
所学校有一个共同的管理公式：学校管理的成功=更好地为教师的未来发展服务。“如果教师出去之后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会十分
真诚地、尽力地支持。”这是常挂在庞校长嘴边的话。注重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支持，一切从个体出发，学校只是人才发展的
“试金石”，这正是对教师发展的理解。 

  理解，应是人文精神培育的要义之一。 

  案例二：谎言，有时也美丽 

  一位体育教师在一个星期私自调了两个半天的课去常州当篮球裁判。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惯例学校要对他作出两个半天的
旷工处理。庞校长知道后找来了体育教研组长，教他一段谎言：“庞校长查问过此事，但我承担了责任，下次请注意。”这位体



育老师心存感激，以后果然注意了。 

  学校人文化管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走进每一位教师的心灵：当教师在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帮助；当教师出现失误的时候给
他们一点宽容。这样处理这件事，庞校长有自己的解释：“如果按照惯例处理这位教师，并通报全校，这位目前已成为常州市学
科带头人的青年教师早在四年前的一次可能性转岗时离我而去了。宽容教师有时比关心教师的生活更重要。”作为一个个活生生
的个体，教师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着教师发展的质量和生命的质量。人无完人，谁能无过？但“有容乃大”，对管理者是如此，
对被管理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才是真正基于人本思想的。 

  宽容，应是人文精神培育的要义之二。 

  案例三：“越位”，是为了发展人 

  学期快结束了，在布置工作的行政会议上，庞校长请教科主任写学校工作总结，教导主任制订新学期学校工作计划，另一位
中层干部执笔学期德育工作总结……这个任务分配有些出乎众人意料，本来这些都是校级领导的工作。三位接受任务的年轻人更
是有些纳闷，这不是越位了吗？ 

  庞校长说话了：“你们要作越位的思考，要站在学校整体的角度来考虑……” 

  足球赛场上，队员们会抓住机会制造越位来牵制对方。而庞校长故意制造这样的“越位”则另有目的。在工作上，他会经常
制造这种“越位”。事实上，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学校的一些骨干教师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越位”中得到了锤炼和发展。案例中
提到的三位中层干部如今都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 

  处在新世纪伊始，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中国正在转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与军营式的计划经济相比，与其说是更
有效率，不如说最主要的是更为人道。它对人才的要求，自然也就加重了人文的色彩。而“越位”的人文色彩无疑是浓郁的，它
其实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适时利用，是一种人际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对教师真诚的期望带来了积极的效应。期望，应是人文精神
培育的要义之三。 

  精神是意识层次的东西，应该在人的行为准则上加以捉摸，往往难以言传。靠文字来提炼学校精神显然有些苍白。所以对人
文精神培育的提炼我们也还只是停留在“理解、宽容、期望”这样一种可能去操作的层面，依旧肤浅，要用理论来论断似乎还很
难。之所以选择同一个人作为案例的主人公，是因为学校精神的培育和教育者特别是领导者的教育造诣密切相关。校长要成为学
校的灵魂，成为全体师生的精神领袖，富有人格魁力和教育智慧，对教育和学校发展有自己的体悟，才能引导学校进行合目的的
教育实践，在实现各种教育目标的同时帮助学校拥有智慧和精神。 

  所以，当《“磁性”校长庞荣瑞》的报道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之后，庞校长个人和他的成员的形象就塑造了实小和星辰的
形象。于是，一系列校本理念的缔造凝聚了实小和星辰之魂：创造适合教师发展的管理，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引导学校进
入变革状态，引导教师进人研究状态；领导把我当人看，我把自己当牛看；领导把我当牛看，我把自己当人看……这些，无不闪
烁着人文的光芒。于是，应聘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求学的学生爆满校园。 

  一位青年教师这样对我说：“你以为我们老师把职业当事业来做图的是什么？是喜欢那种氛围。” 

  一位调进我校才一年的青年教师这么说：“我感觉实小的人情味很浓。在这里工作我很开心。” 

  一对来自澳大利亚的教育博士夫妇在给庞校长的公开信中写道：“等等和象象在国内生活了大半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她
们常常在大海边回忆起在实验小学的趣事。” 

  …… 

  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 

  睦依凡指出，“学校精神是赋予学校以生命、活力并反映了学校历史传统、校园意志、特征面貌的一种校园精神文化形态，
它活跃于校园内部并归属于校园文化的范畴”。我们是有自己的校训的：自理、自学、自强、创造。它被作为传统挂在墙上，也
被当作文化作过宣传。在今天看来，只有将它内化成成员的一种自觉的意志，才可能上升为成员生命的活动，生命的动力才是精
神的实质。 

  所以，承建生命的家园，我们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人文关怀。 

  有一天，当一所学校被人们视作心灵的故乡，严格、独立而自由，那儿一定有些什么人是我们所尊崇的，一定有些什么人是
我们所骄傲的，一定有些故事是我们可以回味的，一定有些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你能说这样的学校在思想上还是贫瘠的吗？
你能说这样的学校还不具备一种精神吗？ 



  似乎，又听到了那遥远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