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现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有家长逼
着孩子参加补习，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孩子
玩音乐、演话剧，或是培养其他的爱好。雷
夫说：“我不会让小孩上了“两个学校”———
放完学又继续去补课。我会建议孩子们去

学习很多东西，建议家长试着让音乐、舞蹈
和美术融入孩子生活中。接触艺术的孩子
会更快乐、更成功，品性也会更好。如果家
长总是觉得没时间的话，可以考虑重新安排
时间表，一定可以挪出时间来学习艺术。”
雷夫总是提醒学生，一生中最重要的

问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标准化试卷上。第

!" 号教室所重视的重要议题是品格、诚
信、道德、胸襟。雷夫说：“我们为什么会如
此漠视这些人生重要课题呢，或许是因为
稍稍提高分数是很容易的，但教导孩子们
诚信和道德却是有很大难度的。然而，我们
如果想培育非凡的学生，就必须正视他们
的人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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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奇”小学老师雷夫在沪讲述“第56号教室”的秘密———

分数不是全部 不思考才是失败

本报记者 王蔚

! ! ! !听一位美国同行谈教育，中国老师们也能感同
身受。敬佩、羡慕、反思、吸收、消化，这样几个关键词
被昨天听雷夫报告会的听众们反复提及。
上海市特级校长、愚园路第一小学校长王克坚

说，雷夫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言传身教，要求孩子们
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这很值得中国老师们学习。“现
在校园里出现了独生子女教师、独生子女家长、独生
子女孩子‘三独’碰头的现象，彼此身上负面的东西
也许会互相影响、互相感染。如何避免？雷夫说要把
班级建成孩子们心灵的家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大
家坦诚交流，敞开心扉，这一点在目前我们的校园环
境下也比较难做到。”王校长说，不少家长心目中自
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他们会对学校十分苛刻。而老
师们眼中的孩子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他们要因材施
教，这就会与家长的“高标准”形成一定的矛盾。
长宁实验小学校长潘宗娟说，雷夫在班级教育

中十分善于鼓励孩子，尽可能为孩子们创设丰富的
课程选择，还有就是淡化考试分数。雷夫的许多理念
和做法对中国教育颇多启迪价值，但有的也不太能
够完全照搬。比如，雷夫面对的孩子大多是移民，比
较穷困，老师教什么甚至灌输什么，孩子和家长都会
照单全收。但现在上海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不少孩
子的眼界十分开阔，家长对教育的投入和关注也相
当巨大，有的还带有十分严重的教育功利目的，这是
中国教育目前碰到的新课题与新挑战。
而在长宁区教育局局长姚期看来，“学习雷夫好

榜样”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理念和切入点。“从雷夫
的日常做法不难看出，他不把知识教育放在第一位，
而是先强调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比如，上化学
课前，他先传授的是实验规则、自主探索和合作精
神，而我们的老师则是先把所谓的知识和技能讲深
讲透。”姚期说，这便是我们与先进教育理念之间的
差距，对此其实大家已经认识到，但如何去弥补或愿
不愿弥补，这就是一个矛盾和困境。打个比方，我们
的老师比较关注树上的果实是不是长得大、长得美，
如果长得有问题了就打农药，却很少去关注土壤下
的树根生长的状况。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是树上的果
实，而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就是树根，树根长
不结实或已经受到病虫侵蚀，树上的果实打再多的
药物也会无济于事。 本报记者 王蔚

“雷夫来了。”正在
中国巡回演讲的雷夫·
艾斯奎斯，昨天下午来
到长宁实验小学，向本
市的小学老师们讲述他
的“第56号教室之谜”。

雷夫被称为是当代
美国最有趣、最有影响
力的教师。20多年来，
他一直在美国洛杉矶的
霍伯特小学担任五年级
的老师。该校高达九成
的学生家庭贫困，且多
出自非英语系的移民家
庭。但就是在这样的不
利环境下，雷夫班级里
的孩子成绩高居全美标
准化测试（AST）的前
5%。他任教的阅读、数
学、艺术等基础课程，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

! ! ! !雷夫老师常年任教的%第 !"号教室&"已经成

为一个被全美教育界广泛推崇的象征符号# 他也

因此收获了美国 %总统国家艺术奖&%全美最佳教

师奖&等荣誉#雷夫撰写的'第 !"号教室的奇迹("

也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教育畅销书之一#如今"他仍

坚守在这间不断创造着奇迹的第 !"号教室里#

第56号教室
“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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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不可全盘照搬

! ! ! !在报告会的现场互动环节，有老师问：
“如何正确对待考试与分数的问题。”雷夫
说：“考试分数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同时
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在拼
命地考试。我告诉同学们，如果你们考得不
好的话，我再教你们，你们再学一遍。我还

告诉学生们，如果你们考得不好，是不会下
地狱的，你们的父母仍然会爱着你们，老师
也同样爱你们。当然，我也告诉学生们，考
试很重要，你们要争取考好。但是，我又告
诉他们，许多重要的东西考试是考不出来
的，它不能测验诚实，不能测出人的善良
心。”
对于应试技巧，雷夫也有自己的独特

做法。“如果数学测验有 #$道选择题，那么
第 !"号教室的孩子会视之为 %$道题。他
们的任务是找出 #$个正确答案和 "$个不
正确答案。假设我问学生第 &'题的答案是
什么，学生不准回答 (，回答的人必须解释
选择 (的理由，并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选
其他答案。这么一来，孩子们被迫要检查、
考虑、分析该考题的所有选项。”

! ! ! !雷夫相信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大致会
处于六个阶段。在他接手班级的第一天，他
就会给孩子们讲“道德发展的六个阶段”，
并让大家努力去实践和提高。
第一层级：“我不想惹麻烦”。老师总是

试图透过吓唬和惩罚来矫正孩子们的行
为。学生写作业、排好队、安静听讲都是为
了“不惹麻烦”，且不断被强化。孩子们有良
好行为表现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他们相信
这么做是对的，而不是因为害怕惩罚。
第二层级：“我想要奖赏”。奖赏是良好

行为的诱因，但是，高明的老师会告诉学

生，当你演奏音乐的时候，表演本身就是对
自己的赞美，而不是结束之后的表扬。我们
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行为适宜是应该的，不
需要为了奖赏。
第三层级：“我想取悦某人”。比如学生

在博物馆乱跑，老师会说“你太让我脸上无
光了”，孩子长大后便学会了做事情是为了
取悦人。高明的老师应该告诉他：“是你在
到处乱跑，我只是你的老师，不要想用你的
坏行为影响我，你应该为自己负责。”
第四层级：“我要遵循规则”。雷夫对此

的理解是，好好学习本身就是学生应该做
的，而不是因为有了贴在墙上的“规定”而
好好学习。在第 !"号教室里没有任何规

定，学生守则等东西都会记在学生的心里。
第五层级：“我会考虑其他人”。比如，

教育孩子不在公共场合打电话，因为会让
他人感觉不舒服。教育孩子善于帮助自己
周围有困难的人，这样，他们的内心就是一
个非常快乐的世界。
第六层级：“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

行不悖”。这是最难实现的道德境界。雷夫
举例说：“我有一个学生长了一头秀发。可
有一次她把头发都剪掉了，这让大家都很
惊讶。但这位同学说，因为学校里有一位女
生化疗时头发都掉了，她把自己的头发献
给了那位患了癌症的女孩。这就是我们所
要追求的第六层级的道德行为方式。”

! ! ! !雷夫在美国还被人叫做是“教育界的
现代版唐吉诃德”。昨天他在报告中几乎没
有讲过任何深奥的教育理论，大量的事例
都是他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信手拈来，却
处处闪烁着教育的智慧与光芒。
比如，对于我们习惯说的“教师是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雷夫却并不苟同。他提出，

教师不是拯救孩子的灵魂，而是提供机会
让孩子们学会本领去拯救自己的灵魂。
雷夫常对学生和家长们说，失败是件

好事情。有一次上公开课，是教孩子们做火
箭模型。但有一组的同学总是不能正确地
拼装，急得前来听课的外校老师也走上前
去，想要帮助那组的同学尽快完成，却被雷
夫制止了。他以礼貌但坚定的口吻，要求听
课老师不要干扰学生们的独立探索。他说：

“在第 !"号教室里，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
失败，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题的尝试时
才算失败。”有一个学期的自然课，要求学
生们建造一个云霄飞车的模型。由于遭遇
了回路向心力不足的问题，无法让飞车在
轨道上安全行驶；不断的试验和不断的失
败持续了两个月，最终才得以解决，但孩子
们认为这两个月却是一学年中最惊喜和兴
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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