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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后，济宁十五中一校两区 “万变不离其宗”
机会同等、资源同享，不断完善和提高学校的整体教育水平
本报记者 马辉

18日上午，济宁十五中东校区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港秦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将于十五中联
合设立国际交流中心，而总部就设在刚
刚合并过来的东校区。基金会将适时协
助十五中学生分层次开展各种境外交
流活动，如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地，资助青年教师赴境外培训，筹办面
向全市招生的国际实验班。

“把国际交流中心设在东校区，
一是因为这里比总校的校舍更宽裕，
也是对东校区的一种倾斜。”在十五
中校长李敬东的眼里，两个校区都是
属于同一个集体，通过总校的资源引
领东校区，推进两个校区的均衡。

“作为十五中，学校管理及社会
声誉一直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但学
校如何在文化发展上进一步挖潜与

提升，在质量与管理的内涵发展、品
牌发展上进一步突破，在学生质的培
养及素质教育的深层发展上更有所
作为，我们遇到了一些困惑与徘徊。”
李敬东坦言，成立国际交流中心，让
学校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与国际文
化的土壤中，进一步打造学校品牌，
提升质量，把素质教育发展推向深
入，从而带动一方教育发展。

18日上午7点40分，济宁十五中
东校区，像往常一样，教学楼内传来
了朗朗的读书声。在楼道里，偶尔有
值日的同学走过，初一新生身上的校
服与高年级学生略有不同。在这里，
除了人少些，跟总校并无不同。

在东校区，刚刚下课的初一语文
老师王波回到办公室稍作休息，十分
钟后，准备去另一个班级上下一堂

课。合校之后，刚刚带完毕业班的王
波被学校派到东校区执教，和他一起
过来的还有十多位同事，其中多是经
验丰富和教学突出的骨干教师。

王波告诉记者，由于生源质量和
数量的现实条件，教学方法上有些微
调，但是教学管理上都是一样的，特
别是集体备课，东西校区同一年级组
的交流非常多，教学方法彼此取长补

短，教学质量提升也很明显。
课间，十五中办公室主任岳大庆

带着红色的值勤袖标，在东校区的教
学楼巡视着。他告诉记者，平时，他都
在总校办公，每周都要轮班到东校区值
勤，而像他一样，学校一些负责人每周
都是如此。“主要是保证安全，强化管
理，从上午进校到放学，管理方式和手
段与总校没有区别。”岳大庆说。

去年来十六中任教的英语老师
刘老师告诉记者，原来，学校要求上
午7点20分之前，老师们虽然会按点
来，但是也不会提早太多来，而现在，
基本不到7点就到校了，到自己带的
班里，等待学生的到来。现在她自己
明显感觉到，工作更积极了，虽然学
校领导也没有整天强调纪律，但是，
感觉合校之后，自己是十五中的教师

了，潜移默化之间，觉得自己肩上的
压力大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
了。

徐福荣是东校区初四年级的
一名学生，中考的压力，让她比原
来要付出的努力更多。徐福荣告诉
记者，希望中考能考个好成绩。别
人问她是哪个学校的，她都会说，

“原来的十六中，现在的十五中，我

们在东校区。”徐福荣坦言，合校之
后，感觉挺自豪的，现在校舍是新
的，享受的教育资源也跟十五中西
校区一样，不考出个好成绩，真是
对不起自个。

东校区政教处的一位翟主任
告诉记者，合校之后，学风比原来
改 进 很 多 ，班 里 的 纪 律 也 好 了 很
多。

8月11日，济宁城区
十五中和十六中将进行
合并，成立济宁市第十
五中学总校，设济宁市
第十五中学总校区和总
校东校区两个校区。

合并后的十五中原
址成为第十五中学总校
区，十六中成为第十五
中学总校东校区。第十
五中学总校成立后，实
行一个法人，一块牌子，
一套班子，由总校校长
统筹负责，统筹安排学
校 现 任 领 导 干 部 和 师
资，两校资产及债权债
务也转由总校接管。目
前，东校区在校人数约
为近千人，西校区在校
人数为6000人左右。

合并两校是为了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改善
办学条件，努力缩小学校
之间的差距，合并后两个
校区，都将按照省级规范
化学校标准管理。

“整合教育资源，对于促进教
育均衡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市
中区教体局局长杨建国告诉记者。

杨建国说，从两校合并后目前
运行的情况看，状态比较好。这是
一个实质性的融合，十五中的管理
方式，办学理念和学校文化向东校
区渗透，两校区逐步融合，而两个
学校的老师不再是两个学校的老
师。“对于老师的调配，这一轮在东

校，那一轮在西校，两个校区相互
交流，两校合并，不是一个杠杆，通
过谁拉动谁，而是融为一体。”

“通过教风学风的渗透，东校
区的教风学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
这一点，老百姓是认可的。”杨建国
说，十五中学校多年来形成了良好
的学风教风，两校区深层次的融
合，相互影响。“十五中教风很优
秀，这是多年形成的，通常都是校

长来赶老师回家，这是文化底蕴，
管不出来，这对东校区将起到一种
促进作用。”

杨建国表示，明年，随着运河
实验中学的搬迁和一所新中学的
建设，市中区的初中教育资源均衡
将基本完成，合并后的十五中总校
也将会把精力放在不断加快两校
区的融合上，不断完善和提高自身
的教育水平。

“两校合并，最重要的是融合。”
李敬东告诉记者，两个校区从建校到
现在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底
蕴，而合并之后，让东校区如何实现
一个质的提升，这是现在的重点。

李敬东告诉记者，在合并之
初，学校注重的是学校管理的融
合，学校文化的融合，教师队伍的
融合，教风和学风的融合。通过十
五中多年的积淀去引领、去带动东
校区。“培养出合格加特长的学生，
培养出文明的学生，文明的人，这
一目标是统一的”。

“教师是一个学校的核心，教师
规划不可忽视。”李敬东说，铁打的学
校流水的学生，不变的是老师。究竟
能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就要看老师
的管理能力、教学风格和思想。要通
过发展规划去引领，并与老师的自主

规划相结合，从而使得教师的专业水
平成长得以落实，从而为学生提供更
优质的教育。

李敬东说，合校之后，学校每
周都要搞分年级、分学科的教研活
动，两个校区的教师一起备课，相
互进行深度评课。通过这种教师队
伍的融合，教风得以有效的提升。

“在合并后的首次月考，由于
生源的差异，两校区某学科平均分
相差二三十分。”李敬东告诉记者，
按照十五中一个标准进行管理，但
是也有区别对待的地方，例如评价
机制暂时就不适合用一套标准，在
制定目标的时候，就要给东校区制
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目标，不然师生
都不愿意努力了。

“对于刚刚转变身份的东校区
学生，要给他们足够的鼓励和信

心，让他们自己认识到，自己是十
五中的一员，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李敬东说，开学第一天，他也到班
里去和学生聊天，他不谈学习，而
是和同学们谈人生目标，谈打算，
谈兴趣，让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鼓足干劲投入学习。

李敬东说，现在，东西校区的教
师也相互进行了重新配置，一部分西
校区优秀教师充实到东校区，发挥学
科带头人作用。“两个校区的老师进
行交流，这将成为一种常态”。

李敬东坦言，由于东部的住宅
小区越来越多，今年东校区的招生
情况比较火爆，初一学生就招了
500多人，比其他年级加起来的人
数还要多，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使两个校区的教风学风达到一致，
将是十五中长期的工作重心。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教育学博士唐爱民认为，教
育资源的整合，可以把学校的教学
优势集中起来，有利于学校的成长
发展，满足接受优质教学资源的需
求，体现出教育的公平。“但是，关
键是看怎么搞”。

“两校合并前，都有着各自的

校园文化底蕴、传统和教风学风，
合并之后，关键是梳理出各自的特
长，并扬长避短，将各自的优势进
行集中，加快融合。”唐爱民认为，
特别是好的教风和学风要统一起
来，两个校区不要出现顾此失彼的
情况，让两个校区的学生享有同等
的教育资源，得到高水平的教育。

唐爱民告诉记者，合并后的学
校，要严格控制其发展规模和学生
总量。同样，这对学校管理者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的队伍更庞
大了，要付出更多的精力。还要将
一套严格系统的管理规程贯彻下
去，人管人远不如制度管人，这有
更有利于学校的长远持续发展。

18日上午，在济宁十五中东校区(原十六中)，全市中小学
首个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挂牌。这也显示出十五中与十六中
的深度融合体现在每一个细节。

作为教育资源整合的十五中，近期吸引了社会各界诸多
的目光。从8月11日至今，两校合并已俩月有余，从教学到管
理，从硬件完善和师生面貌，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潜移默化中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在城区东部“复制”一个十五中

国际交流中心专门设在东校区 相关链接>>

按省级规范化

学校标准管理

市中区教体局局长杨建国———

合并是教育均衡的有效手段

十五中校长李敬东———

合并重点是教风学风的融合

曲阜师大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唐爱民———

合并要扬长避短将优势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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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后，学校文化的引领很重要，图为十
五中东校区的文化墙。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学生们在上体育课。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刚刚挂牌的济宁十五中国际交流中心。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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