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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哪儿干
教育情怀都不能缺

企业内部培训
让能力不断提升

2006年毕业后，张晓昕一直在一所
县城小学教书，2010年4月，张晓昕办了
停薪留职来到北京。

从公办体制转入民办机构，张晓昕
突然发现好多事一下子有了自己的拓
展空间。而张晓昕也开始领悟到在民
办机构，教育不仅仅是当好老师教好书，
还包括服务，需要他学会换位思考，了
解家长的需求和想法。

对民办教育而言，家长的要求也常
常更为苛刻，“曾经遇到一个家长，对孩
子的学习特别关注，而那个孩子属于比
较调皮型的，每次作文测评我都会与家
长沟通情况，有次孩子的成绩很不理
想，我就让家长过来面谈，想跟她一起探
讨孩子的问题，结果家长到办公室劈头
盖脸就把我骂了一通。我只能等她说
完，让她先冷静几分钟后再谈。”虽然家
长的苛责让张晓昕觉得有点儿委屈，但
也促使他反思自己在工作中到底还有哪
些不足，为何没有得到家长的认可，“不
管在哪干，教育情怀都不能缺失”。

“都说 80 后浮躁，其实我们不是浮
躁，而是希望拥有更多的人生经历”，张
晓昕说，考虑到两地的生活成本，他的
薪酬与原来小县城公立小学的收入差
不多，“之前也考虑过评职称、退休养老
之类的问题，但这两年下来，对这些看
得越来越淡了。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
哪都有成长空间。”

王萌最初的工作单位是一所部队幼
儿园，“空闲时间很多，需要你的自律性
极强，感觉更适合没有斗志的中年人”。

在民办教育机构工作的 8 年里，让
王萌收获最多的首先是有规律成体系的
企业内部培训，这让她的专业能力不断
提升。与此同时，良好的企业氛围也让
她得到了职业素养方面的训练。当然，
最高兴的时候还是获得家长的认可。

让王萌印象最深的是一对三胞胎
学生，“大宝、二宝和小宝是我教过的唯
一的三胞胎，妈妈非常重视这三个宝宝
的教育。在开学的最初三个月里，怕妈
妈对教材摸不到头绪，耽误孩子预习复
习，我每个星期都到宝宝家里，帮助复
习、预习并且告诉妈妈一些规律和注意
事项，爸爸妈妈很感谢我，看着三个宝
宝都学得很开心，我自己也很有成就
感。除此之外，还给妈妈找了一些提高
身体免疫力的儿童锻炼方法和一些烹
饪食谱，家长经常说多亏了kitty老师给
找的资料。其实，只要孩子们能够在我
这里有所得，就是我最满足的事情。”

王萌说，现在公办学校也在紧抓提
高升学率、知名度，民办教育更得提升
服务，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也需要
民办教育机构有良好的资质和教育水
平。王萌希望，以后民办教育的社会地
位、重要性能有提升，“让家长觉得，我
们也是重要的。”

本报参与主办的“第六届民办教育园丁奖”进入展示评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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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办转民办，很有成就感

教心换来了家长和学生的“交心”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由北京市民办教育
协会、北京教育评估院
和新京报社共同主办
的“2012第六届北京民
办教育园丁奖”活动开
始进入评选阶段。

本期我们开始展
示“教育工作者候选
人”和“优秀教师候选
人”，这些候选人中有
些是从公立教育转向
民办学校，有些则一开
始就选择了民办教育，
他们或是在专业领域
有很高造诣的副教授，
或是育人无数、既教书
又教心的老师，民办教
育给他们提供了个人
发展的舞台，但同时他
们也希望社会能提高
对民办教育的认可度，
在相关制度上给予民
办教育以支持。

“教育是教心，教会孩子如何
去做人。”从教将近 20 年的耿兰
荣接触过无数家长学生，在她看
来，做教育不能只是教文化、学
科，单独地重视分数，“家长特别
希望经过几次辅导孩子有突飞猛
进的发展，我还是注重学习习惯、
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方法的
指导。”

而在教学中，耿兰荣更多时
候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心灵导
师。“帮助孩子处理好亲子关系，

处理好矛盾冲突，孩子的成绩也
会有很大提升。”这是耿兰荣在长
期实践总结的经验之一，而这样
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教心的回报是换来了家长和
学生的“交心”。耿兰荣笑说，自
己手机里全是家长的电话，“家长
会提醒我自己注意身体，快乐的
事也会和我共同分享。我也很有
成就感。”而耿兰荣也把更多的热
情投入到学生身上，“有一年，我
的学生高考，自己的孩子也高考，

结果我做梦想着的都是人家孩子
高考。同一天查分，学生的成绩
跟我们家孩子的成绩差不多。”

虽然曾经也在公办学校教过
书，但耿兰荣认为民办教育拥有
更多的优势，她也看好民办教育
的前景，“虽然大环境对民办教育
冲击挺大，同行的竞争特别激
烈。但家长和孩子有需求，潜力
还是很大的。”耿兰荣希望，政府
能有正确的引导，同时对民办教
育机构提供一定扶持。

从公立的大连工业大学转到
民办的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林子杰回想这几年来的工作与生
活，最大的感触是“有成果、有快
乐，很累、很幸福。”

“原先在公办学校搞艺术，逍
遥自在。到了民办院校，忙得没有
休息时间。”林子杰回忆说，刚到耿丹
学院时，艺术设计系才成立一年，“环
境艰苦，事情繁琐，但很有成就感。”

林子杰也曾去韩、日、北欧等
国家考察私立院校的发展，在他

看来，中国的民办教育“路还很艰
苦。”从好的方面来看，竞争机制
让教师努力把工作干好，避免被
淘汰，学校也不必像公办院校一
样受编制限制，可随时吸收新鲜
血液，但不利之处也很明显，因为
没有相关制度保障，对民办院校
而言，要保证稳定的教师队伍并
非易事。

要想留住老师，提供有竞争
力的薪酬肯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因素，薪酬的提升自然离不开学

校自身的快速发展，林子杰希望
政策上有更多的支持，“北京限制
民办院校的招生规模，政府有其
自身考虑，但民办院校的境遇就
有点尴尬。在学校现有软硬件已
完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招
生规模上不去，想实现快速发展
也很困难。”

有消息说，民办院校的老师
职称评定也将纳入正式体系，退
休金也会被纳入正轨，林子杰觉
得“有希望”。

●张晓昕，阳光喔产品
部主讲教师

●林子杰，北京工业大
学耿丹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

●耿兰荣，育才苑北分
经理，2011年获北京市优秀
教育工作者奖

●一横，聚智堂教育集
团总裁

参与评选投票方法：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至1065750078780006，
联通用户编写WD+内容，发送至
13260428772

●王萌，魔奇英语通州
学校老师

●王可奕，北京昌平新
东方外国语学校优秀教师、
高三年级英语组教研组长

希望对民办教育
更多公正对待

“原来在电视台做法制教育类
节目，采访过一些少年犯，发现他们
犯罪的原因不是缺少钱而是缺少家
庭温暖、父母关爱。”于是一横决定
改行，做教育。

一横原以为德育教育、感恩教
育只是个别叛逆孩子的需求，“慢慢
发现这是整个社会的需求”，他把自
己的演讲视频传上网，又开始了全
国各地巡回演讲。

在从事感恩教育的过程中，孩
子的成长让他感到欣慰，而他自
己 也 收 获 颇 丰。在外地演讲时，

“在盘锦某学校演讲完，有个孩子
给我发邮件，说 他 是 路 过 该 学 校
的高中生，听完演讲后他放弃了
自杀的想法，无意中拯救了一个
孩子”。

在一横看来，帮助别人的同时，
也让他开始反省自身在家庭教育过
程中的不足，“让我知道如何做一个
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同事、好
朋友，甚至做一个好人。”

一横希望，社会对民办教育有
更多认可，更公正的对待，因为民
办教育起到了重要的补丁作用，他
也建议对民办教育机构要有更完
善的管理机制，此外要有监督，对
于不诚信、不正规 的 扰 乱 市 场 的
单位，需要政府把关。

学生常能
带给我惊喜

大四时，王可奕就已经在新东方教
培训课程，“上的都是培训课，教的学生
不少，但有深入交流的并不多。”2010
年，北京昌平的新东方外国语学校成立
时，王可奕就从培训课程转到了基础教
育，“与之前的培训课程相比，感情投入
的更多，也更多关注孩子们的德育教
育、行为指导、良好品德等方面。”

回忆起学校的点滴，王可奕觉得感
动的事挺多，“一时有点不知从何说起。”

而学生也常常能带给她惊喜，“这
些学生家庭条件都不错，背景也很不一
样，比一般孩子要成熟，不会死抠书本，
有时知道的比老师还要多。”作为班主
任的王可奕很多时候更像是他们的朋
友，“每年过生日，都会和与我同天生日
的学生一起过，大家一起聊聊理想、聊
聊未来，很温暖。”

与父辈那一代人不同，王可奕说，
她在选择工作时没有特别想过编制、户
口、职称之类的问题，“这些不是决定因
素”，她更关注的是工作的意义和是否
能实现自身价值与信仰。

D08-D09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缪晨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