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书本到人格的教与学
何谓理念？
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先生指出：“所谓‘理念’乃是共同分享的价值观，

有理念即有方向感，即有目标性；有理念方有准绳、方有标竿。”他在《“理念治

校”与“全人教育”之大学新典范：省思、建构与分享》一文中又强调指出：“所

谓‘理念’乃愿景及方向之指引原则，一个无理念之组织，犹如无航之舟，无弦之

弓，何之治？所谓‘理念’乃组织之最高领导原则。有理念之组织方能长治久安，

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塑造优质之组织文化，有理念之组织方能凝聚组织之共识，有理

念之组织方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

何谓教育理念？
叶权仪等人在《论大学校园文化与“社会责任”》一文中是这样理解教育理念

的：“教育理念是指学校之高层行政主管以学生前途与社会责任为重心，然后以自

己的价值观与道德标准为基础，对办理学校所持的信念与态度。”

一言以蔽之，教育理念即为最根本的办学原则。

良好的教育实践活动一定具有某些共性，好的教育理念必须来自于良好教育实

践活动，并且体现这些共性。良好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哪些共性呢？

1.强调以人为本，把重视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提升和发展人的精神贯注

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尊重每个学生的想法）

2.注重通识教育，以促进每一个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与完

善，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己任。（注重通识教育，既有知识学习，又有社会情感，

价值观的培养）



3.针对传统教育重知识传递、轻实践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综合素质等弊端，强调

学生实践能力的锻造，全面素质的培养和训练，主张能力与素质是比知识更重要、

更稳定、更持久的要素（与周围环境互动，在实践中学习）

4.强调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高度创造性的过程，以点拨、启发、引导、开发和训练

学生的创造力才能为基本目标。（注重启发性，创造性，批判性）

5.充分尊重每一位受教育者的主位，“教”始终围绕“学”来开展，以最大限度地

开启学生的内在潜力与学习动力，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性客体变成积极的、主动的

主体和中心，使教育过程真正成为学生自主自觉的活动和自我建构过程。从传统的

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

以实践为中心，倡导自主教育、快乐教育、成功教育和研究性学习等新颖活泼的主

体性教育模式，以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习惯，提高学生的

学习能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学习和发展。（赋予自主权）

6.强调尊重个性，正视个性差异，张扬个性，鼓励个性发展，它允许学生发展的不

同，主张针对不同的个性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和评估标准为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充分发展创造条件（给予个性化教学与特殊教育）。

我们无论采取何种教学手段，教学方法，都不能背离以上六点，违背了，我们

就办不好教育，违背了，我们的学生不满意，老师和家长也不满意。我们的教学手

段可以更加多元化，给予老师更大的自主权，发挥老师的创造性，根据以上六点，

不断拓展丰富教学模式，不拘泥于某一种，以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总而言之，我作为一名长期在外执教的家教老师，一名在校本科大学生，我对

于我自己的学生一向的观点是，不仅仅在某一科或者是某一方面对他进行指导教育。

而是在以某一科或某一方面的基础上教学的过程，就同时对他其他各个方面如为人

处世、性格情感、兴趣爱好等等方面进行指导和交流。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真真正

正培养出一个有能力、有个性、有思维、富有情商、富有积极性、自主能动性的一

个有无限光明未来的孩子，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他成长路上的助力。因为，当代教育，

其实远远不止于应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