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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哥，总感觉很失落怎么办”
“80后”校长爱和他的中职学生短信交流

有的学生把自己内心深处
的秘密告诉校长：“我暗恋的一
个初中老师结婚了 ，我该怎么
办？”学生收到的是这位“80后”

校长谈心式的细致回复。

不少学生刚入校时，吕学强
看到的往往是充满了升学挫折
的自卑眼神，由于对未来缺乏足
够的信心，打扮举止更加叛逆。

吕学强说，如果一个教育工作者
打心眼里也不待见这些学生，那
只能是教育者的失职和失败。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首要职
责是“唤醒”，唤醒学生自我，唤
醒学生的成长意识和发展意识。

目前，不少中职学校就业率保
持在95%以上，而几乎全国所有中
职学校的主管部门，都把就业率当
作评价学校的指标之一。吕学强认
为，不应当将中职教育定位为“职
业培训”，学校提供的服务首先是
育人第一的教育服务，中职学生不
是就业的工具，他认为，好的企业
在选学生时看重的也是一个人的
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

吕学强一直反对把学生当
做职业培训流水线上清一色的
产品，他在学校每年举行一次校
园满天星活动，让每个孩子大胆
展示自己的特长，并邀请许多家
长现场参与，让他们感受到孩子
的自信和变化。为此，2010级高
级机电三班黄振明的母亲高兴
得流下了眼泪。

本报记者 徐洁 通讯员
贾延芳

“我想提个条件，就是
食堂打水的地方太小了。”
12月12日，历城二职专“80
后”校长吕学强接到一名
学生的短信，这位学生建
议维修或增加食堂热水龙
头，方便师生，他立即将短
信转给后勤工作人员。

大会公开、小会公开，
在历城二职专，校长的手

机号成了每个学生手机里
必须储存的一个号码。学
生们发给他的短信内容事
无巨细，甚至是鸡毛蒜皮，

“强哥，我的被子丢了。”
“强哥，班里最近纪律不
好 ，我 看 不 进 书 去 怎 么
办？”……“强哥”是不少学
生短信的开头语，走在历
城二职专的校园里，不时

有学生这样与他打招呼。
在发放助学金等的时

候，吕学强一天能收到100
多条电话和短信，问题不外
乎“助学金什么时候发”，有
的短信甚至充满敌意地说：

“助学金是不是被你截留
了？”这些短信都得到校长的
一一回复：“请耐心等待，三
四天即到账。”

在历城二职专，许多
学生刚入校的时候都给校
长发过类似的短信：“校
长，我最近总觉得不如上
高中好，没前途，很失落，
我该怎么办？”计算机专业
的赵丽君说：“几乎所有亲
戚朋友都认为，学习不好
的才来职校，有低人一等
的感觉。”

幼师班15岁女生姚月
说，刚从德州来上学的时
候，她还没有从中考失利
的阴影中走出来，上课玩

手机、看小说，就是不爱听
课，“那时候只有一个感
觉，这辈子就这样了！”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
是，校长真的回复了每条
短信。“人贵在能脚踏实
地，走好每一步，为自己未
来 打 好 基 础 ，才 能 有 前
途。”这是机电专业刘峰
(化名)收到的短信；姚月
说，校长在短信中以自己
经历的挫折鼓励她。现在，
姚月升入该校大专班继续
学习。

作为一所4000多人学
校的校长，需要做的事情
很多，即使在学校中，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支持校长把
过多精力放在关注校长热
线上。班主任老师们认为，
学生可以直接向校长反映
问题，这样的校长热线使
他们倍感压力。做学生工
作的韩作河老师说，有些
学生的事校长都知道了，
班主任却不知道，这督促
着每个班主任老师格外关
注学生。

吕学强坚称，中职学
生需要关注，而且在方法
上要创新，不要空乏地说
教，要能走进学生的内心。

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利
用热线或短信与学生们沟
通的机会，甚至一问一答
实在得有点像老朋友。他

认为，实实在在的回答比
冠冕堂皇的空话有意义，
也更能够获得理解。

“校长，我的被子被别
人拿去盖了，因为我没锁
门 ，老 师 却 把 我 训 了 一
顿！”12月12日，一名学生
的短信里充满了愤怒和委

屈。“我觉得老师训你训得
对，宿舍纪律要求锁门，你
为什么做不到？”吕学强
说，放下电话，他马上跟政
教处联系，帮学生找回了
被子。

“换位思考，才能换得
学生的理解。”吕学强认为。

作为一名中职学校的校长，吕学强为自己的手机

准备了4块电池。学生发来的“鸡毛蒜皮”的短信，“校

长热线”一天怎么也要接十几条，多的时候超过百条。

吕学强认为，中职学生需要更多的关注，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让学生把委屈说出来，使他们获得关注。

“中职学生

不是就业工具”
“鸡毛蒜皮”都告诉“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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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给校长发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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