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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

建一支国际课程
的中国师资队伍
当万玮喝着老教育家冯恩洪的

龙井时，他体会到的应该是一名教
育工作者的坚持。当年冯校长尝试
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国际课程
为曾经闭塞的教育体制打开了一丝
缝隙。而如今万校长要做的更难，他
深知，国际化不是平和的办学目的，
平和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引进国际
课程，探索出一条中国本土基础教
育现代化的道路，而国际化只是现
代化的一个部分。
万玮在教育界也是个冷静的旁

观者。他并不因为在推行国际课程，
就把西方教育吹得花好稻好。他甚
至在媒体撰文直指如今国际课程的
两大弊端：第一是国际课程“挂羊头
卖狗肉”，挂的是国际课程，搞的是
应试教育，国外大学招生要提供什
么就准备什么甚至不惜造假；其二
是全盘西化，拿着外教做噱头。万玮
认为，中、外教各有自身的优劣势，
过度依赖外教的学校会遭遇极大的
挑战：一来是师资队伍稳定的问题，
二则真正做教育的学校自有其秉承
的教育主张，而认同这些主张的外

教则可遇不可求。
万玮表示，一定要打造一支属

于平和的、以中教为骨干的师资队
伍，才能执行他的办学理念。万玮做
到了。
平和的小学、初中执行国家课

程，高中部全部引进国际课程，分别
为 !" 课程（!#$%&#'$()#'* "'++'*',!

&%'$% -(.*)/' 0&)1&'//%国际预科
证书课程）和 234 课程（4'#'5('#
3&(**(,/ 4)**%1%加拿大加安国际学
院）。高中部的教研组长都是学校自
己培养的中教骨干，他们已经成为
教授国际课程的中坚力量，并创造
性地把中西方教育的优点融合在一
起。
万玮笑言，自己守住了中国教

育的“主权”。他深深地懂得，教育是
深植于文化的，教育的责任就是要
守住中国文化这一脉烟云。做国际
课程，也一定要有一颗中国心。

让平和这个平台
成为学生的舞台
万玮一直强调说，办学是需要

理想的，因为教育的目标并不只是
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一个社会的
人。

在万玮看来，平和这个平台，理
应是学生的舞台。学校的社团活动
搞得轰轰烈烈。只要对学生成长有
利，万玮基本上都投赞成票。他觉得
学校不是一个笼子，把人关在里面
限制住，学校要允许学生和老师在
平和这个大家庭中自由地生长。相
对于其他学校的“教师搭台，学生唱
戏”，万玮说平和已经是升级版的
“学生搭台，学生唱戏”，他称之为
“翻转管理”。学生想做什么事，可以
找校长帮忙。校学生电视台的学生
台长想找万玮谈谈电视台未来的发
展规划，便给万校长写了一封 %!

/'(*，“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想找
您谈谈。”万校长自然遵命。万玮的
邮箱每个星期都能收到学生发来的
各种提议方案，他也会一一给予回
复。他甚至还效仿巴菲特，办起了
“校长午餐”———谈的自然不是如何
投资，而是与学生交流对平和的看
法，解决教学互动过程中的问题。通
过教师推荐或学生自荐的方式和万
校长预约，这餐在学校教工食堂吃
的简单午饭，在平和师生看来，分量
格外的重。
谈到最后，自然要问万玮，平和

究竟要打造怎样的学生？万玮扳起

手指说：“这里的学生要具备五个能
力：第一是学术能力。平和的学生高
中毕业都要写一篇毕业论文，对于
论文的要求不低于本科毕业论文。
教育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工具、技
能，将来能够适应社会生存的基本
需要；第二是兴趣特长。每个学生都
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个性和
兴趣特长，学校要创造平台、培育土
壤；第三是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任
务是文化传承，这也就是平和非常
强调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原因；第
四是视野和境界。视野和境界不是
只关注自己，更多的是关注他人，关
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平和的学生
要有那样的胸怀；第五是挑战的勇
气。平和的学生要有一颗强大的内
心。”
办本土化的国际课程，安排每

周的校长午餐———无论大事方针还
是日常小节，万玮所坚持的，正是平
和办学理念倡导学生要做的：一个
“平正达礼，和善励新；平而不庸，和
而不同”的人。“我们办教育必须始
终保有开放的心态，因为教育所指
向的是学生的未来。”
或许，这就是万玮这一代教育

者所坚持的理想和情怀。

我们这一代教育者的理想和情怀
———专访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校长万玮

本报记者 沈琦华 朱家健

很多人疑惑，中国的基础
教育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很难
回答。一方面，有不少家长痛恨
国内的基础教育，铁了心要送
孩子去国外念书却又很盲目。
另外，也有不少人十分自大。看
新闻上说英国老师组团到上海
来学习我们的基础教育，还请
上海派60多位数学老师去英
国支教。这样看来，中国教育岂
不是世界第一？
把问题抛给上海市平和双

语学校校长万玮，他的回答很
简单：这两个倾向都有问题。他
认为，中国的教育者既不能盲
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东
西方教育有很大差别，但并不
存在孰优孰劣。”作为上海最早
面向本土学生开设国际课程的
学校，平和双语经过十多年的
教育实践，找到了一条中西融
合的教育之路。
这便是平和双语的立身之

本，而提出并实施这一教育理
念的，就是万玮。如今，在上海
幼升小家长群中平和双语的持
续火爆足以证明身为教育者的
成功。毋需多言，二十取一的招
生比例，对校长来说，是一个幸
福的苦恼。而家长对平和的信
任，还是让这位创校元老深感
责任重大。

1996年平和创校伊始，刚
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万
玮，在一次人才招聘会上被平
和首任校长冯恩洪看中。他一
边在冯恩洪的办公室喝着冯校
长亲手泡制的高级龙井，一边
被冯校长所描述的波澜壮阔的
基础教育远景所吸引，于是毅
然放弃高薪职位，来到平和当
了一名普通的数学老师。整整
19年，从教师到校长，万玮把
平和融入了他的血液。
“平和的成功在于，它针对

本土学生，在中国传统基础教
育和西方高等教育之间架起了
一座非常好的桥梁。”万玮告诉
我们，平和虽然走国际化路线，
但1-9年级阶段中国传统课程
仍占到 70%，“平和的教育做
到了国际课程本土化、本土课
程国际化，这是一个相互融合
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
或拿来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