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造“快慢相宜”的教育生活
陆一平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如何用我们的

办学实践就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出回应与

应答？如何透过一些浮华的、繁复的教育现

象，来坚守和坚持直抵教育本质、本真、本源的

办学行为？近年来，我从城市治理、经济发展、

社会变革中引入了“快慢相宜”这一理念，积极

营造与创生一种教育生活的新样态。

一、“快慢相宜”：植根于教育本质的认

识观

“快慢相宜”这一理念从广博深邃的中华

智慧中走来，它启迪着我们这些教育后学们，

撬开教育的外壳，去凝望、发现、触摸教育本真

的“面容”。

1.这是教育社会性的一种顺应。

如果我们把教育的外延放大，我们不可回

避地形成这样一个认知，教育是社会组织中的

一项基本活动。所以说，社会性是教育的一项

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教育不可避免地

会被社会发展的洪流裹挟着、推动着前进，也

不可避免地会被当下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影响

与带动，从而拉动起教育发展的“加速度”。在

社会不断演变甚至是蜕变的进程中，教育作为

一项基本活动，它无法滞后，也不能滞后，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教育要以“快”的加速度来

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同步协进、同声

相和。

2.这是教育时代性的一种召唤。

新时代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

期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教育要从

“管理”走向“治理”。一字之差的背后，它更加

强调教育的顶层设计、长程规划和效度效能。

这是时代赋予教育的一项使命，而我们需要拿

出“远”的视野、“高”的站位和“快”的效率来应

对召唤，更好地实现与诠释时代发展中的“教

育”价值与“教育”意义。

3.这是教育本体性的一种坚守。

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叩问，作为人类所特有

的一种认知活动，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

论是“以终为始”的目的论，还是特定的群体属

性，都把教育的本体指向了“人”。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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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旨归。但人的成

长拥有着一种自我的节律，无法根据外界的影

响而随意改变它的速率与调性，这就要求教育

要有一种“慢”的定力。只有坚守了这份“慢”的

定力，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对教育场域中的“人”

的认定，才能真正实现从抽象的、片面的、局部

的“人”转向具体的、完整的、全程的“人”。

教育需要“慢”下来，等一等，让灵魂跟上前

进的脚步。因此，单纯地用“快”或者“慢”来关

注我们的教育，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快慢相宜”

这一理念的引入，一方面敦促了我用一份沉潜

的心境再次触摸与确证教育的基本属性，更重

要的是它较好地消弭与调和了社会与时代带来

的“快”与教育本体的“慢”之间的矛盾与牵制。

二、“快慢相宜”：面向教育变革的实践论

当“快慢相宜”这个理念通过各种途径广为

接受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倒逼”的力量，

它倒逼着教育人去推动教育改革实践的飞轮。

我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快慢相宜”更像是

一个系统，这是对教育本质认知更新后的一种

系统重启。

1.这是一种管理变革的“倒逼”。

当我对“快慢相宜”的“快”有了确证的解

读，清晰地认识到这里的“快”不仅仅是速率，更

是效度，还是管理中的时间成本的时候，我需要

来改革管理。从何入手？我找准了组织管理基

本要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结构。于

是，我开始对原有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一是

保留了学校管理中常用的“条线管理”结构，在

校长室下设四大部门：教务处、政教处、教科室、

总务处。这种保留是对历经时间淘洗与淬炼的

传统管理经验的一种尊重，更是基于管理现实，

确保管理条线畅通的一种优化选择。二是在各

科室与师生之间的区域，设置了一个横向的管

理矩阵，我称之为级部。级部的切分按照年段

形成。学校共有九个年级，因此形成六个级部，

小学部两个年级为一个级部，初中部一个年级

为一个级部。级部既承担了教育教学的日常管

理职责，也关注教师成长、学生发展等诸多方

面。级部的产生其实就是创生了一个“师生最

近管理区”，它能在短时间内对师生的需求做出

快速呼应。

2.这是一种路径变革的“吁求”。

如果说管理结构的变革较好地体现了“快

慢相宜”中的“快”的话，那着眼于学生生命成

长、适切于学生生长节律的教育改革一定是

“慢”的。这里的“慢”并不是缓慢，更不是怠慢，

而是顺应学生生命成长的客观规律，给予学生

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这种“慢”的强调也

召唤着育人路径的改革和转型。

“慢”的教育一定是锁定于人的成长的教育。

为此，我启动了“心诚·新成：‘创世纪星城’”自主

体验德育工程建设。这一工程以培养“新时代

阳光少年”为价值旨归，以创建一个“创世纪星

城”、编制一套校本化读本、开发一系列体验德

育课程、打造一组“新成”实践体验基地群、研制

一个多元开放的多元评价体系为根本任务，多

维度、多角度地打开了育人的路径与通道。“慢”

的教育一定是着眼长远、关注长程、观照全域的

教育。我为江苏省课程基地实现了升格，在原

有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在校就读九年内参加

100次社会实践，真正打通学习的时间跨度以

及学校与社会的隔阻。

“快慢相宜”，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智慧

中走来，它必将向着中国教育的未来奔去。因

为教育从来不能脱离社会的进步而遗世独立，

教育也从来不能脱离了“人”而空洞存在。快慢

相宜，方能走出属于教育特有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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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回归。

作为一名在教育园地躬身耕作 30余年的教

育人，他秉持着自己对教育的理解，那就是——教

育需要“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常情、回归常态。

他认为，“育人”是教育的基本常识。这是出

发的原点、也是抵达的终点，发现人、发展人、成就

人应是教育基本的实践表达。

他认为，“亲其师，信其道”是教育的常情。他

始终倡导通过“关系的修正与改善”来推动教育教

学的改革，引领教师秉持“人人都是教育者”的理

念，用教育的眼光进行教学。

他认为，“慢教育”应成为教育的常态。教育

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久久为功，是绵绵用力，是

“化”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的，需要每个教育者

专心、专注、专业地去学习、去思考、去实践的生活

常态。

陆一平，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星辰实验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江

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333 高层

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常州

市首批中小学特级校长，常州市

首批教育领军人才，曾出版《诗意

栖息》《精致化管理：一所学校的

行动变革》等专著，主编教材6本，

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论文70余

篇，主持或参与多项省级以上课

题项目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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