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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6_97_B6_E8_c64_578300.htm 海南一中校长为感化学

生，重新唤回学生的学习意识，曾经3次跪在讲台上为学生上

课。令人震惊的是，在全校的早操上，面对千余师生，他双

手合拢重重跪下，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闹了，

好好学习。”(9月24日《海南经济报》) 这条“校长给学生下

跪”的新闻一经网络传播，就被炒得沸沸扬扬。为校长下跪

感动鼓掌者有之，反对质疑者更有之。校长给学生下跪，是

师道尊严的升华还是放弃？校长给学生下跪是太爱学生了，

还是一种“无能”的表现？ 这一事件，也在厦门的校长、家

长和学生等群体中引发了一场讨论。“校长给学生下跪”这

一事件在让人大呼“吃惊”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开始反思

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开始从源头上找问题的症结所在。 “

校长下跪”是与非？ 行为极端，是一种无奈之举 刘卫平(《

学堂》专家顾问团成员、集美中学校长)： 校长给学生下跪求

学生好好读书，这是一种极端的行为，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如果学生真的喜欢读书，真的理解校长的话，校长最后是不

会下跪的。 作为教育工作者，看到这一新闻，确实很辛酸，

感觉很悲凉。在短时间内，下跪行为一定会有作用，但只能

起到临时的作用。校长不是不能给学生和家长下跪，但为了

求学生好好上学而给学生下跪，这一跪透露出校长的难言之

隐。校长的想法和目的很好，但不应用这种极端的行为，让

差生转变还有很多路子可走。这种方式万万不可提倡，如果

大家都这样，那么学校和老师的教育势必走到绝路。 方法不



当，师道尊严有所受损 王有光(《学堂》专家顾问团成员、金

尚中学副校长)： 在网上看到这条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吃惊

。校长下跪的行为，我可以理解，但不赞成。这位校长完全

可以用别的方式，而不是用下跪的方式。 从消息来看，这名

校长并不是第一次下跪。这一跪，刚开始可能会给学生震撼

，但是未必学生个个都会领情。校长劝说学生好好学习，完

全可以用其他更好的方式，用下跪的方式，感觉师道尊严有

所受损。校长给学生下跪，说轻点是方法不恰当；说重点，

该行为对老师在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形象的树立，从长期来看

是弊大于利。 可以理解，但不支持这种做法 郑若玲 (厦门大

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校长给学生下跪求学生读书，从心思

和情感上，校长确实是为学生着想，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

”的感觉。校长的行为我可以理解，但是从教育的理性上来

讲，我不支持这种做法。 用心良苦，但不欣赏这一行为 林女

士(家长)： 校长给学生下跪求学生好好读书，这不妨是一种

方式，但很不科学。个人认为应该可以找其他方式，不到万

不得已，不应用这种方式，应该寻求更科学的手段。比如说

，采用什么教学手段，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 校长

的行为虽有些极端，但我并不觉得反常。作为家长，我完全

可以理解校长的苦衷，对校长的用心良苦表示感激，但是这

一行为我并不欣赏。 太反常了，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王先

生(家长)： 这种行为太极端了，太反常了，很令人吃惊，刚

听说这一新闻，真有点反应不过来。缓过神来看这一事件，

内心里觉得这个校长挺可怜的，值得同情。或许是环境的确

太恶劣，这位校长可能早已是 “黔驴技穷”，做出该举动也

算是仁至义尽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该校长能做出下跪



的举动，他肯定是爱学生，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认

为，这是件反常规的事情，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没有必要

，校长威严大打折扣 杜同学 (双十中学初三学生)： 我觉得校

长给学生下跪的行为不应该。学校管教学生，要有一种威严

；而给学生下跪，可能在短时间内会让那些坏学生对自己的

行为有所收敛，可是时间长了，就不好说了。因为校长给学

生下跪，威严大打折扣，给人感觉是校长“屈服”于学生，

一旦让学生有这种想法，就有可能更不好管理了。 教育缘何

要“下跪”？ 暴露出学校惩戒教育的缺失 刘卫平：校长给学

生下跪这一事件也暴露出目前我们学校教育中惩戒教育的缺

失。学生难以管教、屡教不改，这个问题目前在初中校相当

严重。一方面，现今“读书无用论”有抬头的趋势；另一方

面社会风气不良，单亲家庭越来越多，社会上唯利是图的网

吧越来越多，这些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在厦门，一些失地

农民得到补偿款后对孩子的管教也比较放松。如果再碰上老

师待遇或者地位低、学校条件差的话，老师对学生的精力投

入势必会更少，学生将更难以管教。 作为校长，我不得不承

认现在有些学生的确很“坏”，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根本不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一些处理学生的手段根本无效。

比如说一些学生触犯了法律，但是他还是未成年，对他们没

有任何办法；孩子不管多“坏”，学校也不能开除他。而一

个班上如果有一两个“坏”学生，往往又带坏一批学生。由

于政策上的缺陷，学校在管教孩子上力不从心，老师在管理

孩子的过程中往往身心疲惫。 “下跪”是教育体制逼出来的 

林先生(市民)：这位校长精神可嘉，勇气可敬，但方法不可

取。“下跪”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化手段，如果没有其他的方



法为基础，最终只能“跪了白跪”。我觉得值得探讨的有两

点： 一、为什么学生会厌学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堂堂一校之

长下跪来恳求？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是具备了，可是

过于呆板，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千篇一律的死记硬背不仅扼

杀了学生的创造性，也使学习积极性丧失殆尽。扪心自问，

当初自己何尝不是想着 “快快长大”，好脱离这“读书作业

考试”的“苦海”？ 二、校长为何而跪？诚然，或许他高风

亮节，为了孩子们努力读书，不顾自己的尊严；然而我以小

人之心度之，也有可能是升学考核的压力过大，逼他不得不

出此下策？学校中考、高考的成绩如何，恐怕是校长最关注

的。 我认为，校长“下跪”完全是教育体制逼出来的，即便

不是海南这位校长，也会有别的“下跪”校长出现；即便不

是下跪，也会有其他惊人之举。 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因材施

教 刘先生(市民)：老师的责任原本是教学生读书做人，不过

现在教育体制下，想让老师教学生做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那

么，老师只能教学生读书，而不是教学生“想读书”。校长

下跪这一事件，根源出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上，但最根本的原

因还在于没能因材施教。应该说，学生不可能对每种知识都

不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则是用整齐划一的课程、

知识塞给所有学生，非常直接地导致了学生的排斥。从目前

看，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除非从中学开始进行专业划分

，根据学生的兴趣来安排课程，但这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可能

性。 教育如何免“下跪”？ 把教育当成全社会责任 刘卫平：

教育孩子，光靠学校是不行的。在国外，比如说德国，专门

有一个社会青年局，学生不上学，经劝说无果的可以转交给

这个局，让他们来处理。而在中国，学校承担了太多的任务



，有学校内部的，也有学校外部的。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学

“坏”，不爱读书，很多都与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他们有

的来自单亲家庭，有的是家长自身对孩子管教没有有效的举

措。重视教育，不光是学校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 督导方式要更加人性化 王有光：这是一条不应该出现的新

闻。该校长完全可以找其他解决的方法。所谓条条道路通 罗

马，毛泽东也曾说过“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只要想

出一个好的方法，就有希望。比如说从火车站到轮渡，你可

以打的、可以骑车、可以坐公交车，方法很多，看你如何选

择适合自己的。 学生很调皮，管不动，学校应采取更人性化

的督导方式，比如说给学生发调查问卷，开座谈会，发动老

师和家长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或其他办法。 根据孩子心理对症

下药 郑若玲：这名校长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比如说做一

份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为什么厌学：是因为家庭原因、还是

老师的原因、还是因为学习内容或是考试压力的原因，找出

孩子厌学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很多中学校长反映，初中

阶段的学生最难管，的确如此。初中阶段的孩子处于心理上

的断乳期，逆反心理比较强。在这一方面，学校教育应该根

据孩子这一年龄段的心理特点，对一些厌学的学生做一些心

理上的辅导，多倾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找解

决的问题办法。 教育并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教育是由学校教

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组成的，社会的力量也要介入到我

们的教育中来。比如说，有机会可能多让孩子们参与社会活

动，让他们尽早认识社会的竞争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老师要有一颗年轻的心 杜同学：老师

管学生，如果要贴近学生的心灵，一定要看法跟我们学生差



不多，老师的心要年轻，与我们交流时是协商对等的口吻。

比如说我们做错了，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错了，如果是

这样，我们会心服口服。但如果是不对等的交流，比如说一

方要屈服于另一方，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心存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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