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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毕业的中小学教师
等于优秀教师吗？ 1 月 4 日，羊城
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成立三周年
系列活动之“教育领航者同学会”
举行，现场近二十名中小学校长围
绕这个话题展开了轻松有趣但不
乏理性的答辩。

这个辩题的缘起是去年深圳多
所中学“批量”招聘清华北大毕业生
当老师，当中以深圳中学最为轰动。
1 月 6 日， 深圳中学校长朱华伟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表示， 羊城晚

报举办的这次教育领航者同学
会很有意义，这种讨论促进社会

各方和教育界， 对名牌大学生
进入教育界有积极、全面的

认识，肯定并鼓励越

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教育行业，
为国家民族培养更优秀的人。

2019 年深圳中学新聘的 35 名
教师均为硕士以上学历， 其中 20
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 人
毕业于哈佛大学。 这些老师中 7 人
为硕士生、8 人为博士生 （3 人为博
士后 ）。

之后， 深中此举引来了社会的
一阵热议， 观点聚焦在名校毕业生
当中学老师是否“大材小用”？ 1 月 4
日晚上， 当看到同学会的导师和不
少“同学”都对清北毕业生当中小学
老师持支持态度和充满期待时，朱
华伟隔空点赞，并直抒己见：深圳中
学不遗余力引进名校毕业的硕士、

博士，看重的不仅是他们扎
实 的 学 科 背
景， 还希望让
这些优秀人才
给予学生更多
高端的学术引
领； 他们不只

传授知识， 更会用自己的视野和格
局引领学生， 用自己的人格和品行
感染学生， 用自己的习惯和性格影
响学生，让同学们更早立大志，存大
格局。

名校高材生就是好老师吗？ 朱
华伟表示， 高学历是一个人过往学
习能力的证明， 但绝对不是万能的
“通行证”。 近年来深中一直在提高
引进新教师的门槛， 同时也十分注
重考核教师的道德修养、教育情怀、
科学精神、人文素养等因素。

“世界一流学校毕业的教师，
往往拥有更广阔的格局和视
野，以及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源，
因此更容易培养出世界一流
的学生。”朱华伟的这个观点
跟在场的不少校长观点
一致，大家对清北毕业
生的综合素质给予了
肯定， 抱有乐观
态度，持美好
的想象。

统筹：陈晓璇 解素蔚
采写：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羊城晚报 2019
教育领航者同学会热议

“清北学霸 = 好老师吗？

深圳中学校长朱华伟
隔空点赞 换一种方式

思考教育
导师和同学们金句频出，笑中带“料”

去年同学会讨论的是学
生的减负，教育的加与减。 其
实， 今年讨论的是优秀教师
加与减的问题。 假如一个学
校加了清北毕业的老师，那
么这个学校就会加分， 加了
社会美誉度， 加了家长期望
值和关注度。 但它花去的是
学校的大笔预算， 因为一般
清北毕业生的待遇高些，但
如果来自清北的老师教得

好， 那么减的是校长对
于升学率的焦虑和

压力。
我认为，

会读书不一定会教书，
懂学术不一定懂教学，出
身名校和教书好是没有必然
逻辑关系的。 花都七星小学
的跳绳队拿下无数的冠军，
但他们的教练是个不会跳绳
的老师， 靠的不是他毕业于
哪个名校，而是他作为专业体
育老师训练的专业性，还有七
星小学的孩子们付出了比别
人多一千倍的努力。 所
以， 老师的出身并不是
决定因素， 懂得怎么
教比老师是什么
人更重要。

现场， 台下有一位广东华
侨中学的梁老师突然举手，说
自己是刘良华老师的学生，很
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记得十年
前，刘良华老师给我们上课，他
的名言有很多， 在我们学生当
中，刘良华老师就是才华横溢、
风趣幽默的好老师， 在他众多
名言里， 有一句话至今印象深
刻，十年前，刘良华老师曾说，
拯救中国教育最好的办法是让
更多的美女和帅哥来当老师。
我想问刘良华老师，时至今日，
您对当年的观点有改变吗？ ”

言毕， 场上爆笑， 刘良华
说：“十年过去了， 我对这句话

仍是坚定不移地
相信，我所谓的美女
帅哥不是肉体的美丽，
不是五官多帅，是因为他
（她 ） 能够过一种从容的生
活，在不焦虑的、大格局的生
活方式下， 整个人的精神气质
看起来很舒服。 ”

吴颖民也对此观点深以为
然，他说：“在中小学，老师颜值
高，他 （她 ）所教的科目能让更
多学生喜爱。 我们讲‘亲其师信
其道’，学生越喜欢老师，就越
学得好， 所以高颜值老师越来
越多当中小学教师是一件好事
情，这肯定没错。 ”

荩荣获“一鸣惊人奖”的是———小码研究院院长 王洋
荩荣获“舌灿莲花奖”的是———广州市铁一中学副校长 丁丹
荩荣获“妙趣横生奖”的是———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校长 柯中明

“教育领航者同学
会” 是羊城晚报教育发

展研究院创立的教育界年
度“大趴”———邀请校内外

“掌门人” 围绕年度最热教育话
题展开答辩，借鉴《奇葩说》轻松
有趣的形式，口号是有趣、有料、

有爆点，让校长们换一种身份思考问
题，换一种方式回应热点。
今年的同学会请来三位教育大咖———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广州中学首任校长
吴颖民，广东教育督导学会名誉会长、原广
东第二师范学院院长肖建彬， 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刘良华，担任“导师天团”。

小班化的“同学们”来头也不小，他们
是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良， 广州民办教
育协会会长、 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总校长陈
峰，广州为明学校校长王礼维，广州市铁一
中学副校长丁丹，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校长丁之境，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张锦庭等知名中小学或教育机构的校长、
负责人。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2019
届的同学会取名“砥砺前行创新班”。 开场
时， 导师和同学们每人手握一本“课本”，
那就是羊晚教研院最新出版的讲述粤派教
育家故事的书———《砥砺前行，冠冕岭南》，
校长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大步进场，全

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现场还特设一个“插班生”名额，从台

下几百名观众中竞选产生，最终，来自暨南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老师胡韧以小学生家
长、师范毕业从教 20 年、体验过清北毕业
生老师的三重发言权，力压全场竞争者，获
得这一宝贵名额。

在将近三个半小时的答辩中， 同学们
以讲台上的三寸不烂之舌， 抛观点， 引数
据，讲故事，敢言、善辩、理性，但又不失风
趣幽默。 不少校长坦言换一种形式参与的
众人议，收获颇丰。

现场到底有哪些观点交锋、金句名言，
且看———

当了 20 年校长的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总校长陈峰用
过清北毕业生的老师，但很快流失，他感叹：“心容易走
的老师，能否成为走心的老师？ ”他提出，清北毕业生的
培养标准是国之栋梁，心中装的是国家和格局，而中小

学老师是孩子的铺路石，“栋梁愿意并适合当铺路石吗？ ”
同样用过清北毕业生当老师的广州为明学校校王礼

维坦承“效果不太理想”，“清北的学生的确很优秀，但只能
说明他们有扎实的学识，不代表有教育情怀，有热爱孩子
的心”，教育应兼容并包有容乃大。

广州市铁一中学副校长丁丹则是
坚定的赞成派，“清北毕业生约等于优
秀教师”。 她以数据为证：2019 年全国
高考考生超过 1000 万 ， 一本录取

6%， 清华北大 0.03%，“已经不是
百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三，绝对优

秀”，这些学生进入教育界是“肥
水不流外人田”。 但她同时指出：
“所有优秀教师都是在第一
线摸爬滚打出来的， 清北毕
业生也需要以‘空杯心态’面
对教学，踏实学习，通过学校
的系统培养， 才能成为优秀
老师。 ”

广东华侨中学校长李子良则没有
明确表态。“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育人
要求的改变， 中学教学不再只是刷题，
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科技、艺术素养的培养，需要一大
批综合性大学毕业生，需要优秀的人才
进入教师队伍”。

小码研究院院长王洋以芬兰教育为
例：“芬兰所有中小学老师必须是硕士以
上学历，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
他指出，所有好老师都经过漫长的成长，
从懂知识， 到懂教学、 懂孩子、 引领孩
子。“清北老师无疑是优秀的，需要培训
和管理，需要学校帮助他们成长”。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校长丁之境则是好
制度的信奉者：“清华北大毕业生当中小学老师，
如果是他们认真考虑选择之后的义无反顾的热
爱，他们就具有更好的当优秀教师的潜质。同时，
学校可以通过招聘环节严格把关，筛选掉不适合
的应聘者。 ”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张锦庭明确证
书的重要性：“清华北大是综合型大学，但教书育
人的专业性很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教育规
律、不是每个人都热爱孩子。 ”他认为，清北毕业
生必须走专业化之路，首先要有教师资格证。

广州市番禺区诺德安达学校
中方校长杨琳琳不惜以看不懂学
生研究课题来“自曝其短”，表达
高素质老师的重要性， 认为普通
师范毕业生已经无法完全满足学
校和学生的需要。

立尚教育总裁冯颐也认为，
中小学招聘的不只是老师，更是
适应未来教学、 教育改革的人
才。“现在的学生面对前所未有
的宽广世界、 快速变革的社会、
日新月异的技术，教育不再仅仅
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让孩
子具备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这个时代产生了历史上最
焦灼的家长和最不安的孩子。 ”

佛蒙特 VIA 华南区总裁、 佛蒙
特国际学校广州校长翟培琦认
为，在网络发达、人工智能化的今
天， 很多孩子失去信仰， 缺失导
向， 而清北毕业生此时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名校毕业代表了他们
大概率拥有更好的学习能力、理
解能力、协同能力、创新能力等，
可以给孩子树立榜样的力量”。

瑞思广州分公司学术经理
陈秀匀以戏剧课程为例，说明对
老师的要求不仅仅是学科知识，
更需要老师的深度、广度、视野。
“老师的视野决定孩子的视野，
有不止步的老师才有不断进步
的孩子”。

对于清北毕业生教中小学是浪费人才的观点，番
禺区市桥中心小学校长柯中明不以为然，“2000 多年
前孔子、苏格拉底是老师，100 年前陶行知从哥伦比亚
大学毕业到南京做小学老师，60 年前叶圣陶等名家做
小学老师。 所以， 清北毕业生做老师完全不应少见多
怪，而是出现得太晚，从业人数太少了。 ”

“清北毕业生如果只是教知识，一定会浪费。”荔湾
区沙面小学副校长黄宏杰亮出“补充论”，“清北毕业生
将成为学校教师的重要补充， 也是对学校发展的重要
补充。 ”他指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更教导学生思
维方法，引导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导师观点

刘良华：没有经过师范
专业训练不一定是遗憾

清华北大
毕 业 生 愿 意
成 为 中 小 学

教师 ， 说明中小学
教师这个职业已经

成为时尚， 这是一个总
体的信号 ， 我持肯定 、

乐观的态度。
总体上 ， 清华北大毕业

生成为优秀教师的可能性比

一般院校的要大一些， 主要
是他们的综合素质。 我不认
为清华北大毕业生没有受过
专业的师范教育、教育学、心
理学训练就是一个遗憾 ，恰
恰相反， 我本人在师范院校
待的时间很长， 作为一个观
察者， 我看到很多师范生被
教育学、 心理学这两门课折
磨得讨厌做老师。 清华北大

毕业生没有受到
这样的折磨和折腾 ，
他们可能带来美好的
想象，他们是比较干净的
从业状态，所以在这点上
我愿意做一点点澄清 ， 不见
得一定受过一两年教育学 、
心 理 学 的 训 练 才 适 合 做 老
师， 我更愿意想象综合素质
强的孩子更适合做老师。

肖建彬：期待名校学霸到中小学任教成为趋势
优秀教师是教师中的优秀群

体，是比较厉害的人群。优秀教师
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 首先它是
一个过程， 不是一入职就成为优
秀教师；二是这个过程需要基础，
基础越好， 成为优秀教师的可能
性就越大， 当然这个基础不纯粹
是知识 ，也包括观念 、方法等 ；三
是任何一位老师成长为优秀教师
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既

有自己的努力，也有环境因素 ，还
包括共同体对你的加持。

我举个例子 ， 走地鸡一定是
美味佳肴吗 ？ 如果煮得不好也不
好吃，但因为走地鸡品种好 ，它成
为美味佳肴的可能性很大 。 回到
教育上 ， 回到一刀切的传统教育
里面，学霸当老师，其作用未必充
分发挥出来，但当教育走向多元 ，
当教育从应试教育知识教学走向

综合素质培养的时候 ， 那些综合
素养越高的人就越有优势 ， 这是
基础条件好的优势。

不过 ，目前来说 ，学霸到中小
学任教只是少数现象 ， 而且局限
在高待遇的好地方 、好学校 ，所以
这种选择很难说它是有什么
代表性 。 但很期待名校学霸
到中小学任教的现象成为一
种趋势。

吴颖民：话题背后凝聚着对教师的美好愿望
清北毕业生的目光集中在发达的中心

城市 、高待遇的优质学校 ，普通的中小学还
只是望梅止渴，这表达了什么？ 表达了家长、
学生渴望好老师 ，中小学更希望有优秀老师
来加入。 为什么优秀学校愿意要一些非师范

毕业的学生？有没有对现在师范教育的不
满？ 我想这些都是有的 ，这个现象激

发我们太多的思考。

这个话题成为热门话题的背后 ，实际上
凝聚着社会各界的美好愿望 ：教师职业成为
令人羡慕的职业 ，中小学能够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加盟，有更多优秀人才从事人才
培养的教育事业 ，各级政府应该
更加重视教育和教师 ，从而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到本地从事
教育工作。

陈晓璇：
懂得怎么教

比老师是什么人更重要

清北毕业生是学霸，让学霸来当老师，是否具
有复制性？ 广州新东方学校教学管理部总监陈翔

替“学霸”的降维打击能力操心：“对于大多数
普通孩子来说， 学霸的学习方法不能复
制。 学生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清北

毕业生老师能换位思考学习能力不
强的学生吗？ ”

“插班生” 胡韧也举例表
示，高等名校、高学历并不一定
代表他就能够立刻成为一个优

秀老师，专业成就彼此，教育
需要专业化。

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校
长苏苑勋认为，清北毕业生当中
小学教师，表明教师已经成为当
代 年 轻 人 热 门 的 时 尚 选 择 ，
“2019 年下半年考教师资格证
的报名人数达到 590 万人，国家
对教育的投入、对教师待遇的提
升， 决定了教师职业成为未来
20 年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品读行广州学校校长刘静
锋也表示，2019 年看到了几个
现象：一是清北毕业生进入中小
学、进入教育机构；二是高考中
一些达到清北分数线的高三学
生放弃清北， 追寻自己的梦想，
这是好的信号和现象，说明大家

开始不迷恋北清光环，而是从实
际教育教学能力去评判老师，是
教育走向健康竞争的表现。

广州莱博蒂国际婴幼儿日
托机构董事长孙琳认为， 北清
学霸进入基础教育， 反映了价
值观和就业观的转变， 以及基
础教育在回归根本。“基础教育
是文化教育的基础环节， 如果
文化教育基础打不好， 就很难
提升总体育人水平， 育人基础
打不好， 我们就没法培养更多
的世界公民”。

“女神”有话说
现场互动

美女帅哥当老师
学生学得更好？

A 反对派：
栋梁愿意并适合当铺路石吗？

B 数据派：清北毕业生约等于优秀教师
C 制度派：

教师专业化必不可少

E 乐观派：
不应少见多怪，还是太晚太少

D 呼唤派：
老师的视野决定孩子的视野

F 操心派：
清北毕业生的降维打击能力强吗？ G 憧憬派：教师职业一片阳光灿烂

现场答辩获奖选手
本
版
制
图/

范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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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观众为导师、
同学们的答辩加油助威

校长当学生，认真听导师讲课

同学亲友团
自带道具“赴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