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身为名师，退休后不著书立说、轻松享
受生活， 一辈子只钻研业务的黄老师为什么去
当了民办学校校长？

答：那?我 70岁，教书 48载，有机会在一

所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乃天赐！一个连小
组长都没做过的人，突然被任命校长，乃天命！

乃使命！

复旦五浦汇校训：“独立、善良、智慧、美
丽”。善良是核心。我提出了“人生教育，君子养

成”的办学理念，人生教育要为学生的今天、明
天负责。要培养现代公民、现代君子，提高享受

幸福的能力与素质。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各人机
遇不同。教育，就是要让学生将来不论面对什么

境遇，都能有强大的内心，获得终生幸福。
我们的治校方略包括“一本”：人生教育，君

子养成。“两翼”：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三和”：
家庭、社会、学校和谐。“五教”：诗教、礼教、乐

教、科教、家教。
一是诗教。古人教孩子读《诗经》，是为了

“兴”，激发情感。诗性是浪漫、理想主义的东西。
儿童正是读诗写诗的好时光，不要让感情、想象

萎缩了。“宁静以致远”，中午花 15分钟练字，一支香、一曲琴，让心静下来。“立德

树人”，每周一次校晨会，推荐好书，介绍人物。读书多了便会思考，教育不能把孩
子变成糊涂人。

二是礼教。礼，是规矩、秩序、法规等。我写《校礼三字经》，包含校内外各种做
人的礼仪。儒家讲“恕道”，将心比心，温良恭俭让，革除戾气。

三是乐教。乐，包括音乐、美术、舞蹈、诗歌、玩乐。“礼辨异，乐统同”，礼乐是
互相调节。每班写小剧本，自编自演话剧小品，还有朗诵诗，周周演展示乐器才

艺。每逢假期长途跋涉，乐山乐水，最近走了徽杭古道，晚上讲胡适。校园有 40?

地，在老农指导下自种自享。
四是科教。现代人要具备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精神。上海科学方面的竞赛我

校争取都能参加，得了许多奖。那块地，以后准备种药，教大家认识 50种药，中医
充满了辨证法。我们曾与复旦的钟扬教授合作成立“人文邂逅科学中心”，钟老师

罹难后，由其他老师接任。
五是家教。人的底色是家庭给的，人睦家兴。学校办了“父范学堂”“家校协力

会”“校长茶座”，帮助家长提升素质。
“一树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满园桃李当看作自家儿孙”。这是我对每一位

教师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初中三?，从 12岁到 16岁，身体长得最快，思
想情感变化最快，一天都不能耽误。好比种田，春天不能错过。想想我们的责任

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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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老师， 您心目中的?考好作文是什么
样的？

答：这个问题，我从三个维度看。
一是选拔。高考的目的是选拔人才，选拔读书的

种子。故不但目中要有文，更要有人。通过“文”选拔
人。为此，如果考生确实有才，即使试卷平常，但我们

仍要透过文章，见其优秀，给以高分，以免错失人才。

从之前受热议的一篇高考作文看得出，此考生读书
多，古代的、西方的都有积累，且运用准确。他引用的

西方经典，即使不能说他完全读过，至少是有所了
解。既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生，那么即便有某些

缺陷，给高分也不错。为获得阅卷老师的青睐，考生
在作文中炫耀文字，以显水平，应该理解，不必苛

责。至于让你眼睛一亮的作文，更不必吹毛求疵，毕
竟是当场发挥的。好学生应该发现、浇灌、培育。

我有个 2003?参加高考的学生，读书极广，

平时语文总是全?级第一第二，高考前两天还在
看《读书》《万象》。那?上海考题是“杂”，他用语体
文洋洋洒洒表达自己的见解。结果估分作文不及

格。他把考场作文默写出来，寄给阅卷组总负责王
老师，王老师说可惜了！但已无法更正。他因此进

了一所普通大学，幸亏第二?插班进了复旦。透过
文章看人不容易，需要阅卷人的法眼。

二是评文。评判作文见仁见智，差距很大。对于
如此重大的考试，自当有较统一的尺度。比如，是否

针对题目要求，展开论证；思想是否有深度，有独立
的见地；思路是否符合逻辑；结构是否完整；语言是

否畅达；用词是否准确。从这篇文章本身看，是达到
以上要求的。有人质疑作者用了死掉的古代词汇，

很怪异。问题是他没用错，一般人看不懂那是你的
事，不能作为臧否的理由。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是“伪

的辩证法”，这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考生。

有一?考题要求对冰心小诗“墙角的花，当你
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写评论，肯定孤

芳自赏洁身自好的作文一律被评为不及格，也是
太霸道了。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赞美

可以，批评也可以。何况，冰心本人的意思，也未必
是批评“孤芳自赏”。当时我是阅卷组大组长，发现

这类误判后，就动用了“改正章”。
三是导向。高考是指挥棒。高考命题与批改，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太大了。你可以给这篇文章批
高分，但你不应该把它拿出来宣传，乃至炫耀！打

高分是一回事，能不能作为典范是另一回事。广大
考生会误认为，用怪字就是好，引“哲理的句子”就

可以得高分，于是竞相模仿，投阅卷老师所好，造
成很不好的文风。

明清时期，有人把得到考官青睐的文章印出
来卖钱，等于现在的作文选。于是，人们不读元典，

投机取巧只背“时文”，造成非常恶劣的学风。今天
我们也不应该由考试院来印发范文，尤其是用这

样的“满分作文”来误导考生。
况且，听说有些考官自己常在线下做讲座，这

就更不好了。

    让你眼睛一亮的
作文，不必吹毛求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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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复旦附中特级教师、复旦五浦汇

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深耕教育半个多世

纪，至今仍活跃在一线，推广自成体系的教

育理念和方法，试图把教育中消失的“人”

找回来。

对话黄玉峰，感受名师对教育的拳拳

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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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作文或平时写文章，爱用生僻词好吗？

答：苏东坡 21岁参加贡考的应试文章《刑赏
忠厚之至论》用僻典，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章太

炎论文集《訄书》，书名就是僻字。鲁迅《文化偏至
论》，用古奥的文言写，影响很大。

现代社会趋于平庸，大家习惯用熟的词汇，对
古字、不熟的字反感。这篇作文中，用了一些生僻

词如“嚆矢”“振翮”，没必要过多指责。词汇要发

展，需要吸收外来，激活古语，挖掘被埋没的词；
“生造”不是不可以，微信、给力、外卖、网购都是生

造的，连“赏析”也是当?生造的。词汇丰富，体现
民族素养，文化繁荣。我们的文化中失去的太多

了，通过词语可以找回一些高雅的东西。当?胡适
提倡白话文，吴宓反对，认为古文是有修养的人写

的。激活古代的雅文字，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
的民族，也应该追求“雅”。说来说去“好”“真好”

“太好了”，多么贫瘠。写信总是说“收”“敬上”，是
否可以用“亲启”“台鉴”“顿首”“再拜”呢？

汉语有很多雅词，有待“起死回生”。只要用得
对，就不应该指责。

    以“独立、善良、智慧、

美丽”为校训

    激活古代的雅文字，

是知识分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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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的现状，离初心越来越远了。

答：教育的初心，应该是人的终生幸福。而

现在是“见分不见人”。校外办学机构，只讲应
试，只为分数，不会“教做人”。但是就是这样的

机构，却越办越兴旺，赚黑心钱，教育秩序被搞
乱。再有灵气的孩子也变得呆滞，无论“学霸”

“学渣”都是“学囚”。

写作，主要不是方法和技巧，而是思想和内
容。作文的导向是“我手写我心”，讲真话、诉真

情、做真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腹中空空，写什
么？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
提倡“整本书阅读”，在阅读中思考，独立思考、

独立表达，精神得到成长，感情变得丰富、厚实，
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

好起来，让世界好起来。
德育比智育重要得多。德育是培养健康、坦

荡的胸怀，培养强大的内心、努力向上的进取精
神。这些都是语文教学的应有之义。

1990?代，我就写了大量反思语文教学的
文章，在复旦附中开始了教育改革实践。

德育比智育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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