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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班的春天》的教育意蕴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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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中的人性问题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艺术地

诠释了什么是人性化教育，以及如何实施人性化教育。通过对影片教育意蕴的解析，概括了其

突出学生主体、尊重学生个性和施予学生宽容等人性化教育的表征，阐述了惩罚教育、对话教育

以及艺术教育在人性化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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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述的是在1949

年法国乡村一所名为“池塘之底”的男生寄宿学

校内发生的教育故事。影片场景很小，有的也只

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但富于张力的矛盾冲突，鲜明

的人物性格塑造，真实细腻的情节描写，纯净空灵

的天籁之音，却暖暖地诠释着教育的意蕴，让人忍

不住为充满人性的教育所感动。不管隐喻也好，

直白也罢，影片都在试图告诉人们：人性化教育才

是好的教育。所谓“人性化”，是指价值理念上的

“以人为本”，人性化教育即是把学生看作是有情

感和理性的人、处于社会中有自主能动性的主体，

而不是客体或者某种类似于机器或动物的“物”，

更不是他人追逐功利、实现自身价值的“道具”。

我国现代学校文化建设、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

实施的核心理念，都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

展”，这就要求现代教育必须打破话语霸权下一

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现实，呼唤人性化，重视

人性化，真正实现以人为本。这部电影关于人性

化教育的深刻意蕴以及如何实施教育无疑可以给

我们以启示。

一、人性化教育的表现

1．突出学生主体

对于教育而言，“人是教育的、受教育的和需

要教育的生物‘1|。”学生应是以“人性”方式展现、

高度主体性的人，而不是以“物性”展现或“工具

化”的人。因此，教育的展开应当以“人”为旨归，

任何的偏离都是对教育的误读和异化。由于教师

是“先在”，教育中事实上存在着“主导方”和“受

导方”，但“教育的过程其实是‘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的知识能力、情感和他们的道德以及其它

心理素质共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彼此间的相

互激励和启发以及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的过

程”【2 J。也就是说，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教师和

学生之间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片中，马修老师

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处处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

生的主体性，平等地与学生对话、沟通与协商，尊

重每一位学生。让唱歌跑调的古尔班当乐谱架，

让不会唱歌的佩皮诺当助理，负责“拿指挥棒”和

“放指挥棒”，即使不唱歌也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正是对主体的准确定位，唤起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和自我意识，这种教育才是有效和有意义的。

2．尊重学生个性

希腊神话中有个“普洛克斯忒之床”的故事：

恶魔普洛克斯忒有一张床，人守在路口，见到行人

就把他们抓来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头砍

去脚，短的就拉长，以便让其符合床的标准。结果

被他丈量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命呜呼。所谓

理性化、标准化的教育正是一张抹杀个性和创造

力的“普洛克斯忒之床”，我们的学生正是在这种

追求统一性和共性的裁剪中失去了在学校想象空

间里作为真实个人的个性存在，而成为物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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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工具的人，成为失去个性和创造性的人。其

实，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学生充满个性差异，人性化

的教育应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忌千人一面、千篇一

律的程序化和公式化。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

斯指出的，“教育帮助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而

非强求一律”HJ55。这就要求教师对个性不同的

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变化着的教育环境

和管理手段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以充分发掘每个

人的潜质、天赋，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全面发展。

教育活动不仅要考虑学生思想和心理动态变化发

展的需求，而且要考虑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道德

水准和文化素质的差异。马修相信教育的最终目

标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他在组建合唱团的过

程中充分理解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学生的需要，学

生的尊严，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内在潜力，促成

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最终让每一

个学生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没让一个孩

子出局。

3．施予学生宽容

“学生在很多时候犯错误，常常并无清醒的

自我意识，事后往往是成人赋予其所谓的目的而

纠缠不放，从而把孩子逼向教育的反面。”L4J因

此，教育不是当头棒喝，而是带着理解和宽容善待

学生的失败和过失。宽容是教育爱的体现，“宽

容学生，并把爱融汇进教育情境、教育过程、教育

智慧、教育技艺中，使学生发生认知、情感和行为

的积极变化，这才是教师的爱和教育的爱。”【副马

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并能够具体化为对学

生的宽容。影片中经常出现马修老师为学生打

“掩护”的场景：有着极高音乐天分的皮埃尔，虽

有“天使一般的声音”，但性格冷漠、叛逆，对于他

的误解和挑衅，马修老师多次施予宽容，还让他担

任合唱团的领唱，并推荐他去里昂音乐学院，后来

成为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古尔班为了圆自己驾驶

热气球的梦想而偷走学校20万法郎，马修老师知

悉原因后，并没有向严酷的校长告发，而是耐心教

育，不计前嫌地帮他把钱还给了学校。这些充分

表现了马修老师对学生犯错误的理解和宽容，希

望保护学生不受伤害的善良和仁慈。这种基于教

育爱的宽容换来学生对他的信任和敬重，在他黯

然离开时从窗户伴着熟悉的歌声飘飞的签名纸飞

机和一双双挥动的小手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4．彰显教育人性

偷盗、说谎、抽烟、搞恶作剧，面对一群着实令

人伤脑筋的“问题少年”，严厉的惩罚似乎也是

“情理之事”。然而马修却始终怀着仁爱之心看

待这些孩子，对学校残忍的“行为——反应”惩罚

制度深恶痛绝，以其极大的耐心与宽容，用春风化

雨般的爱来感化他们。墨水洒在他的头上，他不

为所动淡然处之；校长的批评责备、同事的冷嘲热

讽、学生的叛逆挑衅，他都坦然面对不言放弃；白

天悉心教唱，晚上用心谱曲，⋯⋯一切的一切都没

有改变他。他用“永远别说永远，凡事都有可能”

的忠诚信念，用热爱孩子、热爱生活的一片苦心，

不懈追求人性教育的真谛。充满爱的人性教育是

神奇的，它润物无声般地溶化着孩子们心中的冰

山，驱散了孩子们心中的乌云。也让学生感受到

爱与被爱的力量，重新找回丢失已久的快乐、尊严

和希望；马修的人格魅力和人性之美也感染了周

围的同事——古板的数学老师、严厉的体育老师、

甚至还有那个可恶的校长，使他们重拾教育人性

关爱的一面。可见，“教育最需要的不是技术、方

法和手段，也不是分数和奖章，而是能促进孩子成

为‘人’的真爱，教育的全部责任就是彰显人性的

光辉。”⋯只有人性的人才能施以人性的教育，只

有人性的教育也才能培养人性的人。

二、人性化教育的实现

品味电影细节、体会教育真谛，成功的教育需

要爱。对于常人而言，大家也并不缺少爱。但关键

是如何让教育爱成功地表述。换言之，教育之爱

需要科学的施予、艺术的挥洒。

1．合理性惩罚教育

教育需要爱，但不是溺爱和无原则之爱。面

对学生的过失和过错，恰当的惩罚教育是一种有

效的教育手段，对维护教育秩序和促进学生成长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马卡连柯所说：“合理

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J。

真正的教育惩罚注重教育性，是出于对受教育者

的关爱和期待，是“教育者或教育集体有意施加

的足以影响受教育者生理、物质或精神需要满足

程度的举措”【7J，它以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为

前提，使受教育者认识并心悦诚服地改正过失。

马修老师非常艺术地运用惩罚教育，起到很好的

效果。如盖贺克在马桑大叔的门上安装了伤人的

设置，并致使马桑大叔眼睛受伤。被马修老师发

现后，罚他课后去医院照料受伤的马桑大叔，在共

情式的体验中去感悟，马桑大叔眼伤后的痛苦和

万方数据



·56·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7卷

他内心的善良深深地感染了盖贺克：对伤害了他

人感到十分内疚、悔恨不已。皮埃尔从楼上向马

修身上泼墨水，他则使用了最厉害的“心罚”——

停止了皮埃尔在合唱团中的领唱，而在公爵夫人

观看合唱团演出时又出乎意料地让他领唱。这种

故意冷落和事后的谅解，使皮埃尔受到巨大的震

动，使他懂得了感激。正是恰当的惩罚教育使学

生从被动的承受伤害，转变为积极的改错行动，学

校的精神面貌一度焕然一新。

现在的学校过度强调以正面引导和赏识教

育，让人误以为惩罚教育是不恰当的。其实，惩罚

是真正理性教育所必须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不犯

错误，“我们出生以后就必须面对各种‘惩罚’，我

们既在‘奖励’中也在‘惩罚’中成长和成人。没

有‘惩罚’我们甚至无法确认‘奖励’的意义和价

值，更无法体验‘奖励’的喜悦和感恩”pJ，正是惩

罚让人在反思中认识自己、他人和社会。马修老

师的教育惩罚告诉我们，合理适度的惩罚是必要

的，关键是对生命的关照还是对生命的遏制。教

育意义上的惩罚本身内涵着教育性，能够起到震

慑人心、自我警醒的教育目的，使人逐步认识到这

些惩罚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从而懂得为

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付出相应的代价。

2．情感性对话教育

人性化教育，教师在与学生的沟通交往中，把

学生看成是平等的交往者，更多地运用“对话”而

不是“命令”以培养学生的情商，依靠浓厚的师生

情感来创造和维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学生则更容

易接受老师的教育。该片中有大量富有张力、情

感细腻的师生对话场景，非常有效，也特别发人深

省。面对犯错误的学生，马修老师不厌其烦地与

其就事不就人地进行“谈判”，设身处地地帮助学

生分析问题所在，给予学生耐心细致的引导，并积

极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供学生选择。正是这种

充满个性的对话，展示了马修老师的人格魄力，教

育的艺术以及对学生的宽容与仁慈。

对话教育是师生通过语言，以平等的方式就

某一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交换思想和观念，建构

新思想、形成新结论的教育过程。对话教育影响

着学生准确、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过去的思想

和言行，指引着个人未来的展望和行动。可以把

对话教育理解为特定场域下一种“面对面”教育，

理解为不断修正和增强言行合理、合目的性的教

育过程。另外，对话教育还是一种探索真理、寻求

真知与认识自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对话便是

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对话以人及环境

为内容，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

在的意义。”[3】12马修的“对话教育”之所以令学生

信服，是因为真理使教师和学生联系在一起。

3．陶冶性艺术教育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

忘返”。在美的环境陶冶下，人的情感、道德、信

念和意志受到润物无声般的影响，从而心灵得到

净化，冲动得到节制，行为得到优化。音乐和其他

艺术形式一样，其本身即为一种引导孩子接受教

育的手段，一种将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和成长

的形式。孔子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

日：“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这些都强调了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教育所具有的教化作用。影片

中，马修老师通过组织合唱团的活动，用音乐传达

的爱感化了这些处于黑暗和低谷中的问题孩子。

正是在音乐的沐浴和感召下，堕落彷徨的孩子们

走出精神的“沼泽”，迷茫失意的音乐家找到了心

灵的寄托，就连顽固苛刻的哈桑校长，都站在椅子

上玩起了扔纸飞机，和同学们一起踢球。这时，音

乐已不再是单纯的音符，而是爱、宽容、理解、希望

和力量，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修养，使

人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希望。从教育学的角度

看，各门艺术学科都有其开设的价值，都内涵着艺

术教育独有的美育功能。每一位艺术教师在日常

的艺术教育教学中都可以成为一名像马修一样受

到学生爱戴和喜欢的学生导师——通过自身精彩

的学科教学，使学生获得文明、高雅和尊严。如果

说该影片是以音乐开启被社会遗弃问题儿童心灵

之窗和梦想的成功案例，那么其他的艺术学科同

样可以化善为美成为开启儿童心灵之锁的密钥。

正如泰戈尔所说的，“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

水的载歌载舞，才使鹅卵石如此光彩亮丽”。也

正如《放牛班的春天》扉页所言，“爱，点亮他们的

生命，让他们的世界，有音符，也有蓝天”哺1。学

校天然是由爱维系的不可分割的组织，与其他任

何组织相比，学校的情感联系更为强烈。教育爱

浸润的人性化教育就是载歌载舞的水，就是天籁

之音充盈的蓝天。

(下转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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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Education ImpUcation of jL嚣I：死D廊f誓s

ZHU Jingkun

(IIlsdtute of Educ“帆，Ji蚰铲u No咖al UIIiversity，Xuzhou Ji髓萨u 221116，Cllin8)

Ab吼髓ct：Pmblem of h岫觚nature in education is tlle key pmbll硼in educati∞theory and p瑚Ictice．弧e French 6lIn￡船傩o．

睹泓giV∞us粕枷sdc imerpreta60n of what is h岫蛆ized educati∞，and how to iInplemem h岫aIlized education．n啪uglI the

education imphcation of tllis fihll，t}lis paper su吣叩s锄e陀pm靶nt撕。啮0f h岫arIized education——llig“曲ting the埘nci叫
statlls of students，respecting stllden协’personality眦d tole栅Ilg students粕d∞曲．Besid酷，tllis paper expounds tIle role of

ptlII-

ishment educati∞，dialoglle educati∞粕d an educati∞in h岫aIIized edu∞6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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