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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历下下区区中中小小学学校校长长““上上大大学学””
52名中小学管理者集体“充电”，助力教育管理水平再提升

本报11月2日讯(记者 徐
洁)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
么样的学校，一名好校长就是
一所好学校。为提升中小学管
理者的教育观念、管理水平，近
日，历下区教育局组织52名中
小学管理者走进浙江大学，进
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培训。

历下区中小学校长书记培
训班采取前沿讲座、专题研讨、
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突
出实践与应用性。在为期一周
的培训课程中，浙江省教育厅
课程改革委员会考试评价组成
员俞晓鸿、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学系系主任吴雪萍、浙江
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祝怀新等专
家学者先后登台，从有效教学、
教育管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
展趋势以及校园安全等多个角
度，为历下区中小学管理者带

来精彩而实用的讲座。
学习中，历下区的教育管

理者带着期待和问题走进课
堂，寻找自己实现教育理想的
改革之道。与此同时，他们还走
进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
榄树学校参观学习，这是一所
私立国际学校，精妙的构思、丰
富的课程、优秀的师资、别致的
庭院、一流的设备，无不体现着
和而不同的教育理念，让参观
者深受触动。

为期一周的培训结束后，
甸柳一中校长袁瀛说，各位教育
专家用精湛的教育理论和鲜活
的实践案例，诠释了教育的内
涵，解读了教育改革的趋势，启
迪了大家的心智，让大家饱餐了
高规格的“学术大餐”，明晰了教
育的形式和未来教育发展的趋
势，梳理生成自己的工作目标，

思考出具体的工作目标。
历下区教育局局长顾朝霞

在培训班结业时说，一个校长就
是一面旗帜，是一个学校的灵
魂，是办好学校、提高质量的关
键。抓管理、保安全、提质量，抓
服务，学校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七天学习之旅拓宽思路，明确了
方向、把握了知识，提高了素质，
促进了交流，增强了合力。

“一所学校品质的高低，关
键要看这所学校是真正为了学
生的长远发展考虑，还是急功
近利，谋求一时的成果显现，办
有品质的学校，做负责任的教
育，就一定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党支部书
记李英锋说。在大学课堂，历下区教育管理者认真学习研讨。

葛校长说

我们知道，教育是慢的艺术，立竿见影
的教育无异于揠苗助长，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任。当前，我们的教育最缺乏对每一个人发
展的重视与用心，这就需要校长转变观念，
引领教师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关注每一个生
命个体。

俞晓鸿教授所讲的《什么才是真正的有
效教学》，令人茅塞顿开。是的，教育学生最
佳阵地在课堂，课堂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
方，学生良好习惯、优秀品质都是在课堂中
形成的。

我们首先自问，我们所追求的是智慧教
室这种现代技术的形式，还是最大化地满足
学生的内在诉求？现在，我们确立了我校研究
主要方向：如何借助现代化技术，服务以学生
为本的现代教育，促进学生素养的提高。

如何落实“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难点，在浙大的学习给予我
们启发。运用现代手段去捕捉每个学生的

“前概念”，了解学情，确保学生能够独立地
发表观点，使课堂教学从无效、低效走向高
效，使每个学生在每一节课中都能有不同的
成长与进步，使课堂成为学生主动学习、研
究思考、团结合作、彰显生命的学堂。

在浙江大学，祝怀新教授讲解了
英国怎样从教师高度自治的自由化课
程，到国家统一借鉴上海数学教材课
程设置；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我国从
千校一面的国家课程，到“国家课程校
本化、学校课程特色化、选修课程个性
化”的发展路径。

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最好产品是课
程，有什么样的课程就会培养什么样
的学生。作为校长，就要融追求为课
程，化理念为课程，变特色为课程，努
力架构起科学、系统、深入的课程体
系，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
个性化课程。

我们的“小主人”阳光德育一体化
课程已有了多年的探索，下一步我们
将抽离出修身德育课程、科技创新课
程、社会实践课程、成长体验课程四个
方面，分别研究探索，深耕细作；我们
的“阅读工程”课程也在全体语文老师
的努力下，依据课标要求及学生年龄
特点，梳理出1-6年级每个阶段的必读
书目、选读书目，必背古诗词、选背古
诗词，将开展阅读、诵读考级活动。

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了位于杭州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这所私
立学校办学机制灵活，课程设置顺应了目标客户
家长的需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学校规划
建设也是别具一格，让人赏心悦目，一点一滴都有
教育，给予我很大的触动。

一场场的讲座下来，我心生这样的感悟，学校
的发展应是内涵发展，学校管理团队和教师队伍
建设是根本保证，让优秀的人成为教师是保证教
学质量的最重要手段。教师的教育是专业化的，不
是达到学历要求就可以教学的。在这一方面，杭州
多种办学形式的学校进行了不同的探索和实验。
教学即研究，普通教师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
结合课堂教学，扎扎实实地进行反思、总结、改进，
持之以恒螺旋上升，没有他途。

教育必须摒弃功利化，扎下根做教育。具体到
一所学校，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的支撑，“学校文化”
的壳越漂亮，内在的东西就越贫乏，就成为赤裸裸
的谎言，所以说，教育首先要确定教给学生什么，
然后才是怎么教的问题。内容太重要了！

原杭二中校长叶翠微极力推行学校体育为
先。我非常认同这一点，今后，我们也要以多种形
式，加大落实体育锻炼。学生没有强健的体魄就没
有聪慧的大脑，就没有不屈的意志。

根据美国一项研究预测，现在的小学生毕业工作时，也就是十六年以后，
当下60%的职业将消失。这一数据带给我思考，终身教育理念下，基础教育应
该如何为学生面向未来做好准备？这一问题如果拆解开来，包括信息技术对
传统教学模式的挑战，包括家长、学生多元需求和我们单一办学模式的矛盾
等等，这些都直接而深度困扰着教育者。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负责任的教育应着眼于培养适应未来的学生，
为学生未来奠定基础，建设未来美好的社会。面对未来的挑战，教育者应该具
有未来思维模式。我们意识到，教育的确面临诸多挑战。

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求真和创新，我认为，办学首先把握好科学
性，这是兜底的原则，创新也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开展。观念直接影响思维模
式，进而将决定行动方式。诸多观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科学思维，
要把教学、学校管理等所有办学行为推向科学。

我意识到，科学思维的观念需很好加强，拥有了科学思维，知晓事情背后
的科学规律，我们的工作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才不会制约在经验的水平上
重复，而将进一步提高层次。

优秀学校的产生必然是规范学校加示范项目的优势组
合，北京外国语学院橄榄树分校的发展规划也充分证实了这
一点。在杭州，学校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事事有规范，从学生
的常规、礼仪到学校的行政运行，处处体现了规范。当规范阶
段性完成，才会出现那么多示范项目、示范班级、示范学校，
这体现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比如橄榄树学校的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模式在学校产生了良好效益。这使我想起

《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
于细。

真正的成功最终还是要靠做人。校长的权力影响力在文
化治校的今天愈来愈显得无力，而校长的人格魅力、治学思
想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力量，尤其在科学管理达到规范时，
真正影响教师和学校深远发展的就是以上两条。所以说，只
有高尚的人品，才有高超的学品。很多名校长的名字，已不仅
仅是一个人的称谓，而是一所学校的品牌。他们正是做人和
做学问完美结合的代表。

历下区科苑小学副校长李海鹰：

让让课课堂堂真真正正成成为为
提提高高学学生生素素养养的的阵阵地地

济南市燕柳小学校长李红：

学学校校给给学学生生的的
最最好好产产品品是是课课程程

济南燕新中学校长马征：

教教育育首首先先要要
确确定定教教给给学学生生什什么么

济南市甸柳第一小学校长杨兴永：

教教育育要要培培养养适适应应未未来来的的学学生生

济南市大明湖小学校长王延贞：

一一所所学学校校，，要要““示示范范””先先规规范范

本报记者 徐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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