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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当下家长们的焦

虑和迷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不是好事？

荆洪光：从一些国际教育
的论坛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各
种教育思潮都在尝试探索一条
更好的教育之路。从家长对这
些论坛的关注程度就可以看到
家长们焦虑的心态。谁可以提
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
并跟上相应的课程，谁就可以
赢得中国家长的信任。比如马
云提出的“教”、“育”之分，一度
被炒得沸沸扬扬。所以，家长
们的观念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
间徘徊，处于刚刚觉醒还在寻
找方向的阶段，因而我觉得焦
虑代表着知道不足同时又没有
找到好方向的心态，而中国的
教育者们也正在努力研讨，这
也意味着中国真正的教育正在

觉醒。
青年报：不少家长们选择

换一种教育方式，例如国际学

校，是否缓解了他们的焦虑？

荆洪光：答案是否定的。
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尤其是
高中课程阶段开始引入诸如A-
level、IB、AP等国际课程，一方
面是中国教育国际化的需要，
有利于中国高中借鉴国际课程
优势，提升课程改革质量。另
一方面也是教育适应国内学生
多样化需求的必然发展趋势。
但问题在于很多学校在引进国
际课程时，都集中在考试项目，
忽略了比考试更重要的教育本
身，中国的孩子们虽然脱离了
中国的应试教育，却无奈地变
成了“洋高考”的奴隶，其本质
并未改变。

青年报：导致“家长焦虑”、

“孩子无心”的根本原因究竟是

什么？

荆洪光：目前我们很多教
育理念依然还停留在初步的、
空洞的“理想教育”上，缺乏具
体的、专业的、系统的，令学生
震撼从而信服的落实措施。其
中，“缺乏主动性”是他们人生
中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主动
性的缺乏也是因为学生对自己
的人生缺乏规划。而“人生规
划”在国内教育和家庭教育中
较为缺失。中国许多家长已经
习惯了“给孩子铺路”，他们的
生活重大目标就是给孩子做规
划。因此，在家长与学生都迷
茫的状态下，学校作为第三方
能否重视对学生人生规划的指
导，能否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专
业的指导方案成了孩子们成长
道路上重要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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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语录
我有一个教育梦想，我梦想：

我们的孩子走出校门时，丰富的知识让他们自信昂扬；

全面的品格为他们赢得尊重；强健的体魄让他们勇挑重担；

智慧的思维使他们耀眼闪亮；成熟的思想令他们无往不胜；

高尚的气质让他们一生幸福。

摘自荆洪光《我有一个教育梦想》

访上海燎原双语学校校长荆洪光

尊重个体，让孩子感悟生命
初见荆洪光校长，在燎原

双语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内，各
科中外教来访，荆校长在英语
和中文之间自由切换，侃侃而
谈，因而感觉荆校长非常西

化，将要介绍IB课程、AP课程等如何在燎原的国
际教育中灵活运用，没想到，荆校长一坐下便用了
一段对于当下家长心态痛点的准确描述作为这场
采访的开场白，“我也是一位家长，我能体会到当
下家长的焦虑，现在我们的孩子和家长都缺乏核
心价值观，家长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焦虑徘徊，可
以用‘功利的教育、焦虑的家长和空心的孩子’总
结目前的尴尬境况。” 青年报 邵炯

青年报：除了把中国文化带

向世界，您期望将来的孩子还能

做些什么？

荆洪光：现代教育不能再停
留在出路教育和成功教育。如
今，教育已经不是为了脱贫和生
存，也不是为了改变身份的寒窗
苦读。成功教育为了培养精英
而鼓励竞争，过分突出自我，极
易导致急功近利心态的产生，更
容易让人们在金钱至上的浮躁
心态中迷失自己。

我们要关注学生全面品格，
卓越学术，成熟情商，人文素养，
积极心态，综合素质和健康心
理。这些因素都会为孩子未来
幸福奠定坚实基础。教育的目
的不是为了培养成绩优异的学
生，而是能在未来社会幸福生活
的个体。幸福教育和生命教育
才应该是教育的内容及内涵，我
们的培养目标不仅仅是考试的
高分者，更是思辨者、思想者、演
说家、慈善家和实干家。

青年报：在幸福教育和生命

教育的前提下，具体有哪些措施培

养我们孩子的幸福感和使命感？

荆洪光：为孩子未来幸福
奠基，伴孩子探究生命的实义，
是燎原学校多年的追求，也反
映了我们一直所追求的幸福教
育和生命教育。孩子们在获得
全面品格，卓越学术，成熟情
商，人文素养，积极心态，综合
素质和健康心理的过程中收获
幸福。而生命教育则超越了传
统意义的出路教育和成功教
育，引导孩子们敬畏自然，珍爱
生命，感恩社会，包容他人，具
足平和心态，独立思想和自由
的信念。

除了学校的课程培养引导，
我们还与上海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共同成立了“上海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燎原双语学校分中心”，
让学校、上海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家庭三方形成合力，最大化
地促进学生在家庭和学校两个
教育环境之间均能获得科学的
教育引导和影响，从而达成“让
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独一无二的
自己”的终极教育目标。青年报：许多家长纯粹的

信任外教，但您却在一次“全国

双语教师网络联盟成立大会”

中提到了“中国双语教师的历

史使命和责任”，怎么理解？

荆洪光：中国教育国际化
的过程充满坎坷和迷茫，经历了
全盘西化、课程叠加和课程融合
等不同的阶段，在师资配备和管
理模式上也莫衷一是。我们在
一股脑儿“国际化”的时候，焦虑
的家长和激进的教育者们往往
都忘记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是
要“传道授业解惑”的。“道”乃是
教育的根本。目前国内很多教
育，没有沉静下来潜心“传道”的
心境，而是急功近利地忙于“授
业”。想要扭转此局面，单纯期
望引进外国专家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因为此处之“道”，不可能
忽视“中国智慧”。尽管外籍专
家也有“道”可布，但局限于语
言和文化的限制，“外道”之

“道”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因学生
语言和文化的局限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中国之道也绝对
不是外籍专家所能“布”的。中
国双语教师对学生的“布道”之
优势显而易见。

现在，融合东西方教育精
髓已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共
识。既如此，中国文化的精髓
靠谁去提炼、整理并融合到国
际教育中去？显然国外专家做
不了。自力更生，挖掘内力，提
升我们双语教师的东方文化的
涵养，必将最终是我们的学生
受益。同时，把中国文化的色
彩带给世界文化，为其添彩的
重任，也非中国的双语工作者
莫属。

青年报：怎样才是中西教

育真正融合？

荆洪光：国际教育的引入
也应该是全面的，而非只引入
考试体系。引入后更需进行本

土化整合，而非全盘西化。整
合后也需是领先的教育，而非
形似而神不似，无法真正从本
质上实现创新和进步。

目前，中国的家长在前几年
睁眼开世界的热潮过后，已逐步
冷静下来，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热
的趋势，大家都在寻找一种融合
中西优势的教育。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没有问题
的。但还要旗帜鲜明地提出自
己的系统课程——中国智慧。

国际化代表着不同文化的
交融互补，从而使世界更加多
彩多姿。国际化不是西方化，
他们有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
以开放的、谦卑的心胸去学习，
但却决不可因此否定我们的母
语文化。一个民族一旦因为崇
拜别人就否定自我，他失去的
也将是自我，世界文化中也会
憾失一种文化。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

校长访谈

选择双语也并不能真正摆脱“应试”

跳出“国际教育”的范畴谈国际教育

以“生命教育”的高度看教育

英文部高中舞台剧《了不起的盖茨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