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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妈妈

专家论坛论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葵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近日，
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的“教育家精
神引领高素质教师队伍成长大会”在山东
省临沂市举办，探讨如何充分发挥教育家
精神引领作用，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助力
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牢记八个要素 协同育人

“新的时代赋予教育新的使命。在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教师要读懂孩子。”北京
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北
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中心主任边玉芳
在会上表示，“我们必须从自己封闭的教育
体系中跳出来，为孩子创造好的成长环
境。现在强调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育人是根本，协同是关键，机制是保障。”

边玉芳谈到，一个在社会上取得成功
的人，往往自信、有韧性，这些都是由童年
经历塑造的，是由学校、家庭、社会共同作
用的结果。有一句话叫“习得性勤奋”，这样
的人知道只要努力，一定会成功。所以一个
人是否自信，取决于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以
及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的看法。只有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才能使教育效果
最大化，才能营造儿童成长的健康环境。

针对目前不少老师提出的“不敢批评
孩子”的现象，边玉芳认为，表扬和批评是
老师育人的重要法宝和手段。“如果老师
不批评孩子，教育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批评本身没有错，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批评孩子。孩子有个体差异，如果用宋江
批评李逵的话来批评林黛玉，结果会非常
不妙。”

边玉芳表示，保护性因素越多的孩子，
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成长，也能抵制不良
影响。比如，留守儿童容易有心理问题，因
为他们缺少家庭的支持。但有些留守儿童
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甚至他们的心理弹
性超过一般人。这样的孩子虽然没有爸爸
妈妈的陪伴，但或许他们遇到了一位很好
的老师，有爷爷奶奶的关心，或者是得到了
好的社会支持。

边玉芳说，幸福感强的孩子，其成长环
境需要具备八个要素：有安全感、有温暖
感、有归属感、被接纳、有目标、有交流、有
自主性、也要富有挑战性。家长、教师等教
育工作者可以用这八个要素评估自己是否
为孩子营造了这样的成长环境。

南京市首批德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郭文红认为，
老师要理解孩子行为背后隐藏的心理需求
和动机，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问题”行
为。孩子出现的行为、言语、表现一定与之
深层次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有关，多数
是在寻求安全归属和尊重，也有自我实现
的需求。如果教师拥有专业能力，就能比
较从容地应对一些日常教育教学中的事情。

郭文红说：“读懂孩子的心理，就能理解、包容，甚至心疼孩
子的行为。理解孩子的心理需要耐心和同理心，通过换位思考
和有效沟通，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和安全感。老师的行为、学生的
行为，包括营造出来的班级氛围，其实都是为了给孩子安全感。
孩子只有感觉到被承认、被接纳，有了保护、被爱，才有可能融入
集体生活。”

她进一步阐释：“儿童可能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教师需要放下成人的思维模式，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才能
理解他们语言背后的真实意图。教师也需要了解孩子的认知发
展水平，才能更好地教学，避免因期望过高而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孩子遇到困惑时，教师需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启迪孩
子，并引领孩子。”

好的师生关系成就好的教育

昆明丑小鸭中学办校13年，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学生
因为叛逆、网瘾、早恋等原因被认为是“问题学生”。

该校校长詹大年在会上介绍，根据学校的数据分析，“问题
学生”绝大部分来自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们的父母大多毕
业于名校，拥有高学历。在学校招收过的3000名孩子中，有三
分之一是老师的孩子。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多来自教师、医务
工作者、行政干部家庭。

詹大年称，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的父母对孩子最大的粗
暴就是“控制欲”。对这些孩子，如何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他
表示，要关注学生的主体安全感，构建场景的温馨感，满足需求
的价值感。只有学生主体人格被认同，内驱力才会出现。

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需要帮助，感化不如共情、改变
不如建构、教育不如保护。关注“问题学生”的需求，教育者要为
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引导其健康成长。同时，要理解
“问题学生”的内心世界，建立信任和共鸣。教育者也要帮助学
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营造安全和支
持性环境，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和尝试，从而实现自我成长。

詹大年谈到，教育者首先是场景的建设者。好的校长、好的
班主任、好的老师，他们的教育设计要让每个学生平等、无差别
地参与其中，感受好的互动关系，使之看见自己的主体价值，实
现个人幸福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项贤明认为，
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过分重视“教”而忽视“学”。
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帮助他们构建
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精神世界。教育应该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
个性成长，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为未
来的生活和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项贤明强调，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修
炼：学科专业是基础，教师必须精通所教学科，并对其充满热情，
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培养其精神；教学法是教师的“手
艺”。教师需要掌握教学技巧和工具，但这只是基础技能。教师
要深入理解教育的本质和意义，并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针对“高素质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
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认为有三个特征：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
专业知识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

在王旭明看来，高素质教师队伍既要“看天”，看理想、情怀、
道德、抱负，看国内外风云变化、人际间的错综复杂，也要“落
地”，把发生在学校、课堂、家长、学生中的一件件具体的事办
好。以人为本的教育面向的是所有的、具体的人。“人工智能时
代的高素质教师一定要情感丰富，没有喜怒哀乐的老师必定会
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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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早上八点，程受珩已在北京东二环的一
栋写字楼里忙碌起来。身为京剧表演艺术
大师、程派艺术创始人、“四大名旦”之一程
砚秋先生的嫡孙，中国程派艺术研究会会长
程受珩希望努力把程派艺术传承工作做好。

“最近，我一直为《程砚秋画传》搜集资
料，这本书以祖父人生中主要交往的人物
为主线，通过他们之间的故事，全面展现祖
父的艺术与精神品格。”程受珩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作为晚辈，他认为爷爷的
一生是不断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一生；是
为弘扬民族精神不懈努力的一生；是为京
剧艺术辛勤耕耘、进取创新的一生。他的
精神品格，至今深刻地影响着程门后代。

艺术追求：
开创京剧表演艺术的新里程

1904年1月1日，程砚秋诞生于北京
后海旁的小凤翔胡同。他未满两岁父亲就
去世了，幼年家道中落的程砚秋，6岁时因
家贫随母亲拜师荣蝶仙学戏，成为“手把徒
弟”。旧时代培养戏曲演员主要有三种方
式：出钱请教师教戏、进科班学艺和“写卖
身契”给老师当徒弟。程砚秋属于最后一
种，需要签“卖身契”，承受打骂，承担杂务，
学艺期间的收入全归师父。

荣蝶仙脾气暴躁，经常对徒弟拳打脚
踢。一次，程砚秋因未能及时开口唱《宇宙
锋》而遭毒打，腿上留下淤血疙瘩，20年后
在德国才治好。荣蝶仙对他的练功要求极
为严格，使他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他先
学武生，后改学花旦，再改学青衣。

程砚秋以惊人毅力熬过艰苦训练和老
师的严酷对待，11岁登台演出，凭超凡的
文武之功崭露头角。在北京丹桂茶园与赵
桐珊、刘鸿声、孙菊仙等合作演出《桑园寄
子》《辕门斩子》《朱砂痣》等戏，获得了行内

外的认可。
“祖父在十三四岁‘倒仓’之后，幸运地

遇到了罗瘿公、王瑶卿、梅兰芳三位老师。
在恩师的帮助下，程砚秋勤学苦练，不怕困
难，把自己声音的短板变成了优势。”程受
珩聊起祖父学艺的故事，他最为感慨的是
祖父“敢于吃苦的同时，也养成了他发奋努
力，一诺千金，恩怨分明的性格”。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锁麟囊》唱腔幽咽婉转、刚柔并济，至今在
舞台上久唱不衰。“《锁麟囊》是程派代表剧
目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失，反而
受到不同年代观众的喜爱。”程受珩向记者
讲述了这部戏背后的故事——

一次，戏曲作家翁偶虹在程砚秋家做
客，程砚秋讲了《只麈谭》中“赠囊”的故
事。翁偶虹听后，便创作出京剧《锁麟
囊》。在程砚秋看来，不必受传统唱法的限
制，越是长短句越能唱出新腔。翁偶虹心
领神会，在唱词中加入不少长短句，其中最
典型的就是“三让椅”唱段。

“祖父创设了适合长短句唱词深邃曲
折、亢坠断续的唱腔，突破了京剧‘千部一
腔’的格律。”

程受珩介绍，祖父在追求艺术的道路
上锐意创新，且始终把个人追求与社会责
任、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发展
程派唱腔艺术，1932年，已是名家的他放
弃演出，赴苏、法、英、德、意等欧洲国家游
学14个月，对比西洋音乐，他提出了许多
可行性的建议，也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的
信念。他先后撰写了《戏曲表演艺术的基
础——“四功五法”》《谈戏曲演唱》《创腔经
验谈》等理论文章，梳理自己对京剧艺术的
思考，并将之付诸实践。

“1950年前后，祖父自费在全国各地
进行戏曲调研，提出‘要保持京剧是中国
的、民族的，而不是欧洲的、西方的，就要发
挥我们的优点，要给世界保留这个特殊的

剧种’的观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敬
畏传统文化，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的理念。”
程受珩激动地说，祖父的艺术人生是一场
永无止境的探索之旅。

程砚秋创立的程派艺术，为京剧的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精神之光：
坚定保家卫国的信念

程腔久远，秋声留韵。
今天，我们从《文姬归汉》《荒山泪》《春

闺梦》《亡蜀鉴》等许多引领时代思想的艺
术作品中，不难感受到程砚秋那炙热纯真
的爱国之情。

“‘为艺术而艺术，不结合政治不对。
但只强调政治而忽略艺术性，也不能达到
目的。新艺术就是要把政治通过美好的艺
术形式传递给观众，实现教育的目的’。这
是祖父始终坚持的艺术理念。”程受珩谈
道，祖父在大半生的求索中找到了自己的
政治追求。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日寇强
令梨园公会组织北平所有名角举办联合
义演，以制造沦陷区祥和安乐的假象。程
砚秋坚决拒绝：“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
不从命。”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
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程受珩
介绍，祖父1943年至1945年过了两年乡
间隐居务农生活，这期间，他坚持练功，阅
读了大量历史书籍，抗战期间的炮火硝烟，
使祖父在思想情感上经历了一次升华。

新中国成立后程砚秋满怀激情投入社
会主义建设之中，他在周恩来、贺龙的介绍
下，成为京剧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艺术家。

抗美援朝期间，程砚秋放弃工资、捐献
收入，积极购买国债，主动要求赴朝慰问演
出，支援志愿军。

程受珩回忆，祖母果素瑛为人刚正、操
守清廉、相夫教子，持家谨慎。在岁月艰难
时，默默地陪伴着、全力支持着祖父的艺术
事业，夫妻相濡以沫。他们的爱国情、报国
志令人敬佩，也为子辈、孙辈树立了很好的
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至今影响着我们，
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程受珩从祖父的大义之举中悟出：“格
局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成就大师的要
义——先要成为一个好演员，再提高则要
以警世济民为己任，教化民众，进而达到悲
悯的境界。”

程砚秋二十多岁时在《我之戏剧观》中
提出，戏有四德：立品、智能、端庄、洁烈。
即戏品，智慧和能力，端庄大方，高洁刚烈。

对照祖父的戏剧观，程受珩的理解是：
戏品如人品，智慧在后天的历练中逐渐博大
精深，能力在人格修炼中追求完美成熟；端
庄和洁烈是所有人所追求的美好道德形象。

前不久，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

会、国家京剧院联合主办的纪念程砚秋诞
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京剧院院长王
勇谈道：“爱国主义精神是程砚秋从旧社会
戏台上光彩照人的名伶到走向新社会艺术
家所展现的精神底色，从他身上我们看到
了中国士人的风骨与责任担当。”

传承之路：
将祖父的人品与艺品延续下去

“我由祖母一手带大，耳闻目染在家风
上受到较好影响，亲眼所见及经历过不少
事，未觉优越，反而感到更多责任和义务。”
回忆自己的成长之路，程受珩说很佩服祖
母，祖母与祖父同甘共苦，感情笃定，在特
殊年代，为了保护好祖父留下来的艺术遗
产，祖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已过花甲之年的程受珩，回望自己走
过的路感慨道：“虽然我没有祖父的艺术成
就，也没有从事演艺事业，但深受祖父能吃
苦、敢于拼搏精神的感染。祖父的诚心、道
义、使命感深深影响着我。”

20世纪70年代，程受珩怀着报国之
志参军入伍，退伍后，他努力学习文化课，
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2月份退伍回来，7月份就要参加
高考，为了排除一切干扰，我在家里的一间
小屋里复习功课。在特殊时期，我的小学、
中学基本没上过课，说是复习，其实是从头
学起。夏天炎热，但冥冥之中祖父在激励
着我争分夺秒，最终我成为北大学子，祖母
非常高兴。”程受珩谈起自己冲刺高考一
事，脸上露出了微笑，祖母说他认定了目标
就下决心去做，这一点像祖父的作风。

程砚秋有侠义之风，扶危济困、对尘世
持“悲悯”态度；对待压力和打击则“偏活不
死”，有绝不妥协的精神气概，令程受珩深
深敬佩。

抗日战争期间，一对夫妇带女儿逃到上
海，支个地摊做牛肉面。程砚秋得知后让朋
友将50块大洋转交给这家人。“这家人用这
50块大洋开了一家店，几年后祖父再到上
海，他们要给祖父磕头答谢，并说以后吃牛
肉面不必付钱，此后，我祖父再也没有去过，
他帮助别人不图回报。”程受珩说，祖父慷慨
解囊帮助别人不图回报的事还有很多。

在程受珩人生成长路上，无形中也养
成了乐善好施、豁达通透的人生观。

身为程砚秋的嫡孙、中国程派艺术研
究会会长，弘扬经典国粹，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程受珩当下持续思考的课题。

今年是中国程派艺术研究会成立的第
三十一个年头，研究会举办各类演出活动，
开展艺术沙龙、组织研讨会等，在传承和发
展程派艺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在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的同时，程家后人愿与有缘之人共同研
究程派艺术理论、继承、发扬程派艺术，弘
扬好国粹。也希望和同仁一起，将祖父的
精神品格传承下去。”程受珩说。

程砚秋嫡孙程受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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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程派艺术创始人、“四

大名旦”之一程砚秋先生诞辰120周年。作为一代大

师，他不仅艺术造诣深厚，推动了新中国戏曲改革的

发展，而且，其高洁的精神品格也为家人后代树立了

良好的家风，值得世人学习传承。

邝秀兰邝秀兰：：我想为孩子们做点事儿我想为孩子们做点事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冯卿

邝秀兰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却是
300多个孩子的“邝妈妈”。

7月29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
热气。记者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
锦秀影城，见到了“邝妈妈”。走进房
间，墙上贴满了她和孩子们的照片，靠
墙的桌子上摆满了荣誉证书。

“照片上的女孩叫园园，结婚了，
在医院工作。”邝秀兰指着桌上的照片
说，“她是孤儿，家里条件十分艰苦，跟
着奶奶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邝秀兰
回忆，2007年六一儿童节，她在望都
县中韩庄小学见到园园：“那时她上二
年级，爸爸患病，我就开始资助她。”

没多久，园园爸爸的病情恶化，临
终前将孩子托付给邝秀兰。“园园学上
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毕业后，我负
责安排工作。”一句承诺，邝秀兰将园
园带回家中抚养。多年来，她待园园
如亲生骨肉，从小学到大学，从负担所

有生活费到指导园园参加工作，倾注
了沉甸甸的母爱。

邝秀兰为何愿意做大家的“邝
妈妈”？

邝秀兰是个苦孩子，家里穷，经常
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经常煮野菜、
喝稀粥，我靠着街坊邻居接济才得以
长大。那时，我就下决心：等自己日子
好过的那一天，一定竭尽全力帮助那
些生活困难的人。”做公益慈善的种子
开始在邝秀兰心中发芽。

邝秀兰在保定市望都县城做小学
老师时，四年级甲班的男生刘占鳌引起
了她的注意。“当时他总借别人的笔。”
邝秀兰了解后得知他家庭困难，“以后
你的笔和本，老师给你买，你安心学
习。”那时，邝秀兰的工资每月只有36
元，除了家里的用度，其他钱都会用到
孩子们身上。孩子们也很懂事，课余时
间帮助她干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在事业取得发展后，她开始收养
孤儿、资助贫困学生。工作之余，走访
望都周边的小学。每走到一所学校，

她都会问校长有没有贫困生。“只要有
生活困难的孩子，我就养起来。”

邝秀兰的这份“爱”延续了30年。
田爱伟、张一诺、卢昊……30年

来，邝秀兰先后资助了300多名贫困
学生，义务抚养了30名孤儿，哪个性
格外向、哪个性格腼腆、哪个调皮、哪
个爱画画、谁哪天过生日，她都了如指
掌。什么时候该看望哪个孩子，她会
提前安排好时间。

在物质帮助的基础上，邝秀兰更
从心理、情感上给予孩子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发现心理、性格、品质问题及
时纠正，工作再忙也挤出时间与孩子
们沟通。通过谈心，帮助他们建立对
生活、学习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帮他们树立远大理想，使他们懂得人
间处处有大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为将来健康地走向社会打下了良好的
心理基础。

如今，已有298个孩子大学毕业
并走上工作岗位。这些孩子找对象、
结婚，邝秀兰都像亲妈一样操心费

力。“去年园园结婚了，从我这儿接走
的，看着他们成家，我打心眼儿里高
兴。”

今年5月2日，邝秀兰收养的另一
个孩子苏朝明结婚，但是，婚礼上有新人
认父母的环节，苏朝明为难了。“我去。”
邝秀兰当时说，不能让孩子的心里留有
遗憾。她提前一天包好了大红包。“在婚
礼上，新娘喊我妈妈，我大声应着，孩子
们很开心，我也从心里高兴。”

“谁有困难我都想帮，但是我一个
人的能力有限。”2018年，邝秀兰当选
为望都县慈善协会会长，她扶危济困，
发动多种形式的救助活动，带动更多
力量参加慈善事业，目前协会内有
496人，大部分人都是“爱心妈妈”。
2022 年，协会被评为 5A 级公益组
织。截至目前，邝秀兰为各类公益慈
善事业捐款共计480多万元，发动社
会捐款96万元。

“我愿做文明传播者，让人们接受
慈善理念、践行慈善精神，是我一生的
追求。”邝秀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