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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庆延

一片丹心育桃李
——冯庆延和他的教育思想

○   学生记者    周启明

知识爆炸时代，各种思想潮流的冲击给教

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长期陷于激烈竞争

中的中国教育却在徘徊中举步维艰。虽然反对

声不绝于耳，但在当下，各级学校仍视“升学

率”为生命，家长也不得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衡

量子女优秀与否的主要标准。在这种无奈的标

准之下，各种教育问题始终层出不穷，进而上

升到社会问题层面。对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

反思和探索从未停止。这样的反思和探索，艰

难，但却必须。

作为清华附中“文革”后党的领导小组

组长，冯庆延和当时的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

一起，带领清华附中在“文革”后探索出了

一条颇具特色的教育之路。他主抓的，是在

今天的“90后”、“00后”们看起来有些过

时、甚至有些“土”的工作——思想教育。

在他看来，不管时代怎么进步，孩子们的问

题总是有其共性的。教育理念固然应该与时

俱进，各种时髦的教育名词可以层出不穷，

但是有些教育的根基，尤其是无形的根基，

却不应被忽视。为此，这位退休多年的老教

师自费将自己多年从教的心得印成册子，送

给在校的年轻教师们供其参考。他伏案写下

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对<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的意见》，只为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尽

一己之心。

让我们一起走近冯庆延，在他的讲述里，

梳理清华附中“文革”后的复兴史，探寻他的

教育理念，借以反观当下，寻找解决当下教育

问题的切入点。

“普通一块砖”
冯庆延的经历在千千万万清华人里其实

算不得特别。1949年考入清华电机系电讯组

后，他就与清华结下了这辈子的不解之缘。他

的成绩在年级里一直都非常优秀，于是1952

年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入了无线电系攻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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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研期间，冯庆延正好赶上无

线电系新建电真空专业，于是就参

与到新专业的建设中，直至研究生

毕业。他是清华无线电系成立后培

养的第一个研究生。从1953年提前

留校工作到1965年，冯庆延曾参

与电真空和半导体两个新专业的建

设工作，先后负责系的生产工作、

党建工作、职工工作，在经济困难

时期甚至还参与了学生食堂管理，

1962年后负责学生工作，1965年

带三个年级学生一起参加“农村四

清”。“那是一段火热的岁月”，

冯庆延如此评价那段精彩而充实的

时光。

“文革”中，冯庆延被打成

“走资派”， 1969年至1970年，

他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随后又奔赴

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先后负责生产、组织人事

和学生工作。经历了坎坷变动的冯庆延没有忘

记清华的培养，当学校为附中党的领导小组组

长的人选犯难而找到他时，冯庆延主动担起重

担，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就这样，冯庆延在

清华附中踏踏实实地干到退休。从大学到中

学，在很多人看来是“犯傻”的选择。直到退

休，他的职称也仍然只是“副教授”。但他却

对此无怨无悔。他只是笑着说，自己就是“祖

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而这，或许正

是千万如他一般的普通清华人铸成了不平凡的

“清华”二字的原因。

扭转：从重灾区到先进校
1978年末，冯庆延到清华附中任职。清

华附中是文革中“红卫兵”的发源地，加之

“四人帮”直接插手，使得附中成为文革的

“重灾区”，遭到的破坏和影响比其他学校严

重得多。冯庆延感慨地回忆：“我刚到附中时

印象最深的是，整座教学楼，窗户玻璃竟没有

一块是完整的。”而学生打架斗殴、扰乱课堂

秩序等更是家常便饭，仅1978年被处以劳教以

上的学生人数就有23人，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

无法开展。

冯庆延到校后和当时的附中校长万邦儒

通力合作，从创造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入手，

把全校的男教工组织起来，组成纠察队在校内

巡逻，同时和家长商定，将最可能出问题的学

生暂时隔离回家予以保护。大学党委听取附中

的汇报后向全校发出了《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

的提纲》，要求大学的全体教职工关心子女的

教育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为进行正常的

教学工作创设了条件。冯庆延深刻地体会到：

“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育人，要培育对社会有益

的人。”

紧接着，为了让附中更上一个台阶，

1980年清华附中在北京首批恢复了高中三

年制教育，冯庆延又和万校长按照“德育为

首、全面发展”的方针，在教学管理上制定

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探索在中学阶段如何为

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打好基础，

冯庆延和万邦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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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只能探索、实践、总结，像做

科学实验似的”。冯庆延用自己的智慧在附

中全面铺开“养成教育”。通过 “相互关

心、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班集体建设，

培养学生对集体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通过

对高三学生的停课集中思想教育活动，培养

学生对国家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增强学生

学习成长的自觉性；通过下乡劳动、社会调

查、参观访问等活动了解国情、民情，增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赴军校学军，学

习“军人素质”和献身精神；通过课堂教学

的教书育人，让学生了解自然界和社会都有

客观的发展规律并启发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

感；通过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志

趣、意志和毅力，培养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

的能力。

冯庆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清华附中重视通过向古今中外对社会发展做

出贡献的人物学习，通过向当今社会的英雄

模范学习，通过学校干部和教师的以身作

则，通过校友中优秀代表和身边同学中的榜

样，引导学生奋发图强、

健康成长。

攻坚克难之后，清华

附中迎来了风和日丽的春

天。1985年和1988年，

清华附中先后被评为“北

京市先进集体”、“全国

德育先进学校”。当年这

些荣誉不仅是对冯庆延和

万校长努力的肯定，更凝

结着他们对附中的艰辛付

出。而对于冯庆延来说，

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所收获

的满满教育心得。

教书育人，言行树人
有人曾说，“现行的

教育就是培养考试机器，这不是真正为培养人

才打基础，某些方面甚至是扼杀人才”。对

此，冯庆延深有同感。在他看来，培养学生要

同时做到三个方面：做人，治学，健体。在这

三方面中，做人最为关键，它包括确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培养良好的道

德行为。他意味深长地说：“教书育人，也需

要有一个教育计划和大纲。“育人工作具体而

细微，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合，首先是家庭教

育，还有社会各界，特别是文艺界和舆论界的

影响。”

然而，目前有些家长受社会的不良风气

影响，他们把对“前途”的追求变成了对“钱

途”的追捧，权钱利欲成为口头禅。冯庆延对

此非常痛心，他说：“孩子的早期教育在家

庭，父母怎样表现，孩子就怎样学习。这里起

主要作用的不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而是家长

本身的言行。”

对家长们冯庆延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

家长应明白自己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学习，因

此要在各方面为孩子做出榜样；其次，家长需

冯庆延

20世纪80年代的清华附中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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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有轻松安静的

学习和成长环境；最后，家长要了解和配合学

校的教育工作，和学校同向使力。

学生是社会明天的主人
从学生到老师，冯庆延在清华待了一辈

子。带着清华的印记，冯庆延在附中十分注重

思想教育工作，十分注重通过实践探索规律，

注重学生走向社会后的表现和他们对学校教育

的印象。

冯庆延认为：“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

生在社会上的总体表现如何。”因而清华附中

非常重视毕业生调查。他说：附中的教育改革

思路大多是从毕业生调查中得来的。

冯庆延说，目前社会上，从上到下考虑的

都是升学率，由此使得学校只注重升学排名。

而作为教学者的老师因害怕学生考试考不好，

从而采取题海战术，填鸭式地灌输知识，忽视

“做人和健体”方面的培育。这无益于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还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失去学习

兴趣。更谈不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冯庆延在“毕业生追踪调查”中发现，学

校给学生留下最深印象的往往是养成了锻炼的

习惯和打好了强健体魄的基础；培养了学习知

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了意志和毅力；锻

炼了健康的心理素质、“做人的素质”；培养

了钻研精神、理想和信念。有的学生调侃道，

“业务不行是次品，身体不行是废品，思想政

治不行是危险品”。可见学校教育已经在这些

学生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在他们的人生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探索“第二渠道”
“素质教育”顾名思义是要培养学生各

方面的素质，“而人的素质是在不断实践的过

程中逐渐养成的”，光靠“课堂教学”是不行

的。冯庆延认为：“以课堂为主、以教师讲授

为主、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如果

被称为培养学生的“第一渠道”，则应把“以

实践为主、以学生自己动手动脑为主、以学习

运用知识为主”的各种教育活动作为“第二渠

道”，并正式纳入教学计划。基于这样的想

法，探索实践“第二渠道”也成为清华附中的

又一大亮点。他相信，第二渠道不仅有益于养

成学生各方面的优良素质，也有利于激发学生

“求索”和“开创”的精神，并可有效地促进

课内的学习。

然而在实践中，有些学校干部和家长不

理解，认为开展课外活动要占用学生学习知识

的时间，多数教师习惯了以讲课为主，不擅长

“以实践活动为主，以动手动脑运用知识为

主，以自学为主”的教学方式。加之场地、设

备和时间的限制，探索实践只是开了一个头。

但这已促使各种课外小组活动得以充分开展，

劳动技术课，学军、学农，社会调查、社会实

践体验等活动纳入了教学计划，并受到学生们

热烈欢迎。

看到现如今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越来越

少，冯庆延倍感遗憾，也不无忧虑，“小学和

中学都是学习成长的黄金阶段，不注重实践，

盲目追求升学率，学生只会按标准答案作答，

怎么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需求？”

从1978年到1991年，冯庆延在清华附中

整整干了13年。他在育人实践中所探索出的

教育理念，决不是过时的、适用一时的。所谓

“万变不离其宗”，他希望学校、老师和家长

们关注的是教育的“宗”，是教育的“本”。

如今，冯庆延已经退休22年，但他仍不忘把自

己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体会传播出去，希望有

更多的有志人士一起探索实践。已过耄耋之年

的他还自学开通了新浪博客，起名“荷塘客”

和“荷塘老叟”，期望荷香远传，能找到更多

关注教育、并愿意为教育事业探索奉献的同

道。在他看来，一起走的人多了，路，自然就

宽了。

冯庆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