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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前言

　　这段时期，所有人都在要求缩小教学范围，不管是出于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理由。而那天晚上，当
孩子们聊起母校曾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以及现在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时，很少有人提起传统的学
业。也许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他们倒是激动地回忆着在中央公园东区小学和初级
中学中曾经参加过的具体活动经历——课堂表演莎士比亚戏剧、重建古埃及、紧张地准备和演练毕业
演示以供外界人士检查、午餐合唱、每日的厨艺学习、动物实验、写诗歌及短篇小说、为六年级毕业
生设计并制作椅子、整理工作档案、无数次博物馆之行、公园之旅、参观特色建筑的办公楼、访问社
区机构，以及在校期间认识并永远成为他们人际网络中一部分的许多有意思的人等等。和我们自己童
年时上学的情况相比，他们能记住更多的生活细节和“朝九晚三”之间发生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课程
而已，这与大部分青少年眼中的中学——运动会、毕业晚会、课后社团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也为自己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尤其是在服务社区或者更大范围
的领域。他们说着自己关怀别人、信守承诺的事迹，并和许多后来成为教师的人一起开心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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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内容概要

《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作者梅耶尔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试分数上，而是建立在学生进入大学后和在
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大量事实证据之上。梅耶尔坚信，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营造泪互信任的氛围，
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权，再加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他开创了新的教学模式，创
立了在考试之上的评佔体系，是当前对学生“人”的教育的真实写照，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梅耶尔认为：新型教师成功应对无法预知的挑战，必须要完成三项任务：
改变他们对学习的看法，不仅仅是有关教与学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课程，而是学会“学习”的新方
法。
养成新的思维习惯以适应新的认知理解。
养成新的工作习惯，这种习惯应该是公共公开的，而非通常个人表演性质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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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作者简介

德博拉·梅耶尔：美国当代名师，是一个具有教育理想主义情怀的教育思想家。在纽约市进行了20多
年的小规模办学实验，取得巨大成功，并领导了纽约和全国的小规模办学运动。这些学校被视为全国
教育改革的典范，并且是全国性学校组织“要素学校联盟”的成员。作为一位教育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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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书籍目录

序改变“教和学”的关系创建高效学习环境的五大原则思维的力量美国最成功的学校：“另类”征服
主流的教育之路学校的“思维习惯”创建一种周到的学校文化尊重：一个至关重要却不易坚持的素质
为什么孩子不想受到良好的教育活在当下，永远不要渴望准备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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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章节摘录

　　改变“教和学”的关系　　教学几乎比任何活动（也许除了养育子女）都更依赖于本能的习惯和
行为，依赖于根深蒂固的审美和价值观。当一个孩子问你能不能再吃一块糖，能不能去卫生间，能不
能削铅笔，能不能移动座位，或者能不能在课间待在屋里的时候，你的回答总会带着诸多是非观念的
判断。修改孩子的作文、点名叫没举手的孩子、赞扬孩子的衣服、何时介入孩子们的争吵、假装没听
到孩子相互取笑，这些都传达出重要的信息，都需要马上做出相应的决定。　　老师每小时内要做出
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决定，而且不可能在冷静思考后再做出反应。在课堂中面对学生时，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老师犹豫不决，不能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医生对诊断结果不确定，可以从书上找答案或向同事
求教，然后决定治疗措施。律师和建筑师通常也可以有类似的行为，但是老师没有。　　我们觉得自
己对教学了如指掌。毕竟，我们成年的时候，接触过的教学场景比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要多。我们对
日常工作的本能反应来自于儿时的经验。父母、老师、孩子来到学校，都很清楚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如果別人对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自我期待、我们教学和学习习惯如此根深蒂固，还有哪种教育改
革能产生出跟我们久已习惯的学校不同的机构呢?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严肃地对待彻底改变我们心理
预期的必要性，以及我们到底愿意坚持多久。　　为了实现转变美国教育所必需的改变，老师们应该
同时完成三件艰巨的任务：改变他们对学习的看法，养成新的思维习惯以适应新的认知理解，同时养
成新的工作习惯——这种工作习惯应该是公共公开的，而非通常个人表演性质的教学。许多教育流派
认为，他们已经在基础与方法课上实现了“改变观念”。但是，要想真正明白“百万”与“十亿”之
间的差别，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样的体验或心理转变？这种心理转变，也就是学习过程中的“顿悟”，
通常并不是某个权威人士的说教或简单的演示能够实现的。即便是这些“顿悟”的时刻——也很难持
久，经常在日常习惯的作用下溜走。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有关教与学的新信息，不是更多的课程，
而是学会“学习”的新方法。　　学校必须成为学会“学习”的实验室。只有学校被作为思考试验的
场所，我们才能同时对老师和孩子们进行教育（这就是为什么约翰?杜威在创办的著名中学被称为“实
验学校”）。学校必须激发一种学习热情，不光是孩子们的热情，还有老师们的热情。用威斯康辛州
里克小学幼儿园老师吉妮·斯蒂尔的话说：“我的工作就是发现激情、开阔视野，以及编织一张趣味
和惊奇的大网。”她注意到，很多老师都“缺乏激情”。当众谈论对于教学这项艰难、苛刻却又有趣
的工作的热爱，有点令人尴尬⋯⋯但这是我对教学乐此不疲所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　　最好的学
习动机就是我们内心的欲望，假设我们都希望观察出入意料的事情，发现颠覆原有观念的古怪而有趣
的事实，发现新的作者，从某些词的组合或某种想法的巧妙表达中得到乐趣。很多老师会沉浸在这种
探索中，但不一定会将其与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然而，即便我们教学过程中缺乏“激情”，学校仍
然是启发这种乐趣、体验转变思维的绝妙感觉的绝佳场所，尤其是当我们找到解决新型课堂（有别于
我们头脑中的课堂，或有别于学生和家长们头脑中的课堂）中的突发情况的时候。　　但是根深蒂固
的学习习惯很难被打破。学校是受习惯影响最深的机构。这也难怪，除了很多年当学生的直接经验外
，书籍、电影、电视、广告、游戏都不断强化我们的观念，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
们的日常语言和比喻都是建立在学校、教室这类原型上面的，而学校又总是隐含着权威性、填鸭式教
学、死记硬背等诸多假设。以往我们正是希望学校将这些“惯例”教给年轻人。　　在中央公园东区
，我们有时会嘲笑我们的学生（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上过別的学校，
却仍然以传统的方式玩“模拟学校”的游戏：课桌排列整齐，“老师”对“孩子们”大喊大叫!我的孙
女萨拉刚刚4岁，就喜欢跟我玩“模拟学校”的游戏，最喜欢演刻薄的老教师。她对这种学校都有点
迫不及待了。　　既然请不到已经改变习惯的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将来要请的老师，必须具备
五种素质：（1）反思自己什么时候学到了东西，以及（也许更重要）什么时候没有学到东西；（2）
对他人的包容，欣赏不同的观点，能够想象自己的“另一面”；（3）愿意（最好是喜欢）与別人合
作；（4）渴望与别人分享自己的兴趣；（5）做事情的毅力、精力和执著!　　这五种素质的要求可能
太苛刻了，因此我们必须创建一种学校，能够培养出这些素质。所以我们说教师培训的场所应该是学
校，而非专门的培训机构。所以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教师培训机构把教学作为一门附加的课程，希望
年轻教师们在下午三点就去大学赚取学分，而不是跟同事们一起工作。如果我们把学校变成教师培训
的场所，就解决了如何培养未来的新型教师的问题。　　只有让所有的学校变成启发、教育老师的场
所，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教育。仅仅关注“教师精神”、“工作满足感”等空洞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概念跟“自尊”一样，不应该是空洞的。我们需要一种以知识提升为基础的工作满足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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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本身必须能够激发心智，逼着老师们去思考。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师生们都高兴。昂扬的教师精神应该
是思想的火花经受最苛刻检验时产生的副产品。中央公园东区初中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时刻把柴姆。
吉诺特教授的一句话作为口号：“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让孩子们高兴，而是让他们更强大。”这句话对
教师培训同样适用。　　员工的心不在焉会让雇主发疯，但学校里经常会培养出心不在焉的习惯。遇
事就找借口，“我没办法”、“按规定应该这样”的习惯，必须要通过大手术来根除。这个过程会很
痛苦，而且不会立竿见影。要想让每位老师为整个学校负责，就需要他们为自己和同事的教学负责。
这当然不是一两天的工夫。老师们经常交流工作经验，很容易听到别的老师讲课，有时间制定共同的
成绩评判标准——这样的学校才能够让学生和老师们养成新的习惯。老师们需要经常跟相关的专业人
士进行交流，这也正是专业人士的一个标志。他们必须有机会就自己的工作著书立说，参加会议，阅
读专业杂志，讨论具体教学事物之外的话题。必须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结合起来，重点是探索哪些因
素对孩子的学习有影响。即便在中央公园东区，采取这些措施多年以后，许多新来的老师也要好几年
才能学会放弃找借口的习惯。当被问到为什么不知道影响整个世界和学生生活的重大社会或科学事件
时，他们会借口说必须要“完成”规定课程，好像中央公园东区初中很在乎这一点似的。我们都太习
惯于“完成”这个说法了，以至于这个概念被摒弃后还挂在嘴边；我们不能接受课程结束时有问题“
没能回答”，害怕学生没有了解“真相”。“教学就是讲解”的观念很难摒弃。虽然我们现在鼓励学
生主动提问、帮助他们自己提出并解决问题、提出不同方案，追求结果的欲望还是会让我们丧失理智
。如果他们得出事实或道德上错误的结论呢?我们会很苦恼，我们会觉得上次课得出的结论是这节课的
重要组成部分。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个起因”变得比了解历史事件更重要，正确表述运动定律
比证明这个定律更重要，反对污染比认识到防污工作的复杂性更重要。我们一停止说话就会担心，因
为我们试图改变，但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会担心!生长于传统教学风格的老师遇到的问题最多。他们现
在也注意到了那些不认真听讲的学生；过去，只要让他们高兴就行了。不善于控制课堂的老师必须好
好思考一下，如果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自己要做到有条不紊。　　制定明确的目标现在日益重要了，
同时简单的管理问题也更显重要。中央公园东区初中创建初期，我们曾聘请儿童专家玛雅?阿佩尔曼，
帮助老师们合理组织课堂，制定课堂规则。既然现在不再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而是分成各个小组，
学生们应该把作业、书本、铅笔放在哪儿?如果铅笔断了或纸用完了怎么办?可以在课堂上发出多大的
声响?如果每个人使用不同的课本、进度不一、交的作业不一样，老师怎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怎样
才能同时做到这一切呢?　　很多老师会想，现在刚好可以放松一下、顺势而为了；但奇怪的是，在摒
弃原来的课堂传统后，老师们的自由度反而更小了。如果所有的眼睛都齐刷刷盯着老师，老师就没必
要很好地组织规划。仔细规划可能会更好，但如果只需要讲解的话，你完全可以“即兴发挥”。但是
，除非老师要完全放弃自己的角色，规划准备对于我们理想中的课堂是至关重要的。　　中央公园东
区创建的前几年，我们曾从伦敦请了一位名师温德拉?克尼格到学校上了一周课，老师们轮流观摩。她
上午上课，下午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小时跟学生互动过程中她所做的决策，以及她为第二天准备的后续
活动。“我需要一些红色的签字笔，一本有关昆虫的书，几段好的对话模板”，等等。她很好地层示
了优秀教学所需要的精心准备，令人永难忘记。温德拉?克尼格既结合了传统老师的权威讲解，又给了
学生自己领会的机会，两者的运用十分得当。　　在中央公园东区初中，我们还注意让老师们与其他
专业人士交流，参观别的学校，给他们时间就自己的工作著书立说。宏观体制每年只给学校两天的专
业时间，这就意味着只能有陶位老师可以完整地从事一天的专业工作。我们设法绕开了这一制度，因
为这跟正确的做法背道而驰，还容易让人对成年人的生活产生误解。应该让学生们知道，成年人也需
要学习。　　创建高效学习环境的五大原则　　要想改变习惯就免不了痛苦，不可能越过老师和家长
而直接向下一代人灌输一套全新的习惯。这实际上是拔苗助长的老问题。每一次革命的政治思想都会
遇到这种困境，而历史上多数革命者都认为可以用集权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从理念上来说，大
多数教育改革跟上面提到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做法上更为温和罢了。比如说，所谓的革命派教
育改革就经常依赖于“防教师”课程，依赖于测试、监控、惩罚和威胁。他们对方法和结果之间的关
系有着同样错误的假设，因此总是达不到目标。　　真正的变革不可能自上而下实现（至少不能持久
），也不能将两代人分开——因为这不仅有违人伦、令人不快，而且也不奏效。强行抹杀过去是要付
出巨大的代价的。靠强行灌输培养有思想、有见解的思想家，或者自上而下强行变革来培养智慧超群
的一代，而不管变革执行者有何想法，这是违反正常逻辑的。　　我们不可能向下一代传承我们本身
没有的东西!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命题。正如著名心理学家米歇尔。范恩所说
：“我们只能画出头脑中已有的画面。”　　我们该怎样化解这道谜题呢?只有通过创建前面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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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

实验学校”，那里能产生新的“画面”。学校必须成为解放自身的领路人。正如尤金·德布斯所说，
“我不会带你去天堂的，因为如果我能带你去那儿，就有人能带你回来”。　　30年前，老师们被强
行带到“新数学”的天堂，最后的结果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我们迫不
及待想要快速提升数学教育，急功近利导致了失败，现在，我们又要启用这样的数学教育了。尽管回
过头来看，20世纪60年代引入更精确实用的数学——集合理论、非标准测量、十进制之外的进位法，
以及其他新奇的理论——但“新数学”跟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委员会”制定的新框架中的思想几乎如
出一辙。后来，我们丢掉了所有的新课本，用死记硬背的老方法教给孩子们“新数学”的部分内容，
重新收起了可能有助于孩子们了解数字的算盘等工具。如果30年前我们更耐心一点，我们就会比现在
前进三千年。如果我们承认困惑的老师和家长们接受“新数学”可能需要几十年，不因“新数学”的
“正确”而急于推行，不因人们的“愚蠢”而放弃“新数学”，我们现在就会有值得展示的成果，就
可以继续推出下一个“新数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像“新数学”的发明是昨天的事。　　唯一
的途径就是让教育的相关各方参与到重塑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来。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以及相应的体制，但不能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掉以轻心。我们所说的变革，不仅将影响老师们（不然就
没有意义了），也将影响家长和孩子们。只有集思广益重塑教学理念，并且经过实践检验和调整，才
能产生新的东西。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家长需要继续以“原来的方式”向孩子提供支持。如
果孩子用别的方法学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学校甚至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不同的学习方法，让孩子们
认识到这些方法也是允许的，这本身就是关于多角度思考的一堂课。某种意义上说，两代人之间的差
別也是我们鼓励的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　　尊重旧传统对年轻人也很重要。教给孩子们变革的历史
，以便他们尊重新方法的同时也尊重传统，这在科学与数学领域也是件好事。比如说，科学教育中，
如果不肯暂时承认地球（在某些人眼中）是扁平状的话，我们知道会造成多大损失。我们头脑中已有
的观念，并不会因更具权威的新观念而自然消失。相反，我们会把新观念叠加到旧观念上，通常这种
叠加会很不恰当，除非有人帮助我们。要得到这种帮助，需要有老师为我们点明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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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作者梅耶尔，一位被美国教育界称为教育改革“旗帜”的传奇教师；　
　在全纽约市成绩最差的学区，她创办了一个个美国最成功的“模范校”；　　在纽约高中生辍学率
曾高达40％的背景下，她的学校实现790％的大学升学率；　　她的著作被全美教育工作者争柜传阅，
她的“另类”教风波美国教育主流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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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孩子更强大而教书，作为一位老师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2、对老师很有好处，是本好书！
3、这书非常满意
4、这本书不错，对于当教师的我来说很有帮助
5、心里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6、教师值得一阅的书,不厚，萧萧的一本，3本一套，一起订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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