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是让学习发生。学校是为问题而生。” 

 
4 月 12 日，《北京晨报》教育周刊二版“教育语录”专栏刊载我校校长林卫民的教育观

点——“教育是让学习发生。学校是为问题而生。”并对该观点进行具体解读。 

与林校长语录同时刊载的还有清华大学新任校长陈吉宁、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 

  

以下为刊载内容： 

  

“教学是让学习发生。 学校是为问题而生。” 

——北外附校校长林卫民 

  

北外附校校长林卫民是位拥有一套独特教育哲学和话语体系的校长。他对于教育的不少观点

引发你从哲学的角度细细品味。比如，“教学是让学习发生”，当学生的思维系统出现缺乏时，

他们才会去发散思维，让思维和行为真正发生。因此，教师辛苦认真地让教学尽善尽美甚至

滴水不漏，并非真正的教学，其实在教学的关键时候教师应当“缺席”，才能让学习发生。

课堂应允许“混乱”，设计刺激，在困惑和冲动中引导学生自我觉醒，自主发展。又比如，

“学校是为问题而生”，正如医院为病人而生，孩子在成长中会出现问题才需要教育和学校。

因此面对犯错的问题学生时，学校的惩罚应当是“教育性惩罚”，退出机制应当为“保护性

退出”。 

  

林卫民的“教育妙语”源于他丰富的时间经验和深邃的教育思考。北京教育圈不少人可能不

太熟悉这位在浙江教育界颇有声望的名人。林卫民在浙江省重点中学杭州外国语学校当过八

年校长，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副会长、浙江师大硕士生导师、省课程改革专家组

成员。2010 年他应邀北上执掌北外附校，仅仅两年时间便让这所过去的普通校跻身京城优

质特色校。目前，林卫民的身份准确描述是：北外校长助理兼附校校长，研究员。 

  

作为北外名副其实的附属学校，北外附校担当着北外多语种教育基地的角色，在基础教育延

伸着北外不同语种的教育优势。作为刚刚获批的国家级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学校，北外附

校“双复型”外语特色（即开设多语种外语、培养复合型人才）在京城学校独树一帜，目前

正努力构建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双复型”人才培养相衔接的课程和升学体系。 

  

北外附校近两年的快速发展带给北京市教委和海淀教委一份惊喜，今天，在京城教育舞台上，

似乎想放慢步伐梳理教育思想的林卫民，其实也在积蓄更多力量，期待在更大的空间释放特

色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