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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校长”
打开了一扇门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通讯员 马玉强

从全国范围内聘任知名校长来曲阜做“第一校长”，概念一提出，就
引来不少顾虑，名校的校长愿意来曲阜做“第一校长”吗，“第一校长”能
给学校带来什么？

去观摩学习免了费用，“第一校长”还带来了优秀的教师和图书，曲
阜时庄中学校长张磊发现，有了“第一校长”后，和名校成了亲戚，关系
也更密切了。

条件好的学校都从外地聘任了“第一校长”，条件较差的学校怎么
办？“第一校长”来了，怎么学到真经帮助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第一校
长”开展了一年时间，曲阜教体局和大小学校还在实践中寻找着最佳答
案。

教师节大会上的一个大胆设想
7日上午11点多，曲阜

市第一中学校长陈以营坐
在办公桌前看过《影响教师
的100篇教育美文》后，拿起
手机给昌乐二中的校长赵
丰平打起电话，商量本月下
旬带高一教师去昌乐二中
听课的事宜。虽然与赵丰平
认识已有10年，但陈以营觉
得，今年两人通的电话特别
多。给全国知名的校长赵丰
平“摸起电话来就打”，陈以
营说，这都是因为赵丰平是
曲阜一中的“第一校长”。

去年教师节大会上，曲阜
市委书记李长胜提出把视野
投向全国，邀请知名校长来曲

阜做“第一校长”。当时，“第一
书记”的做法已深入人心，但
聘请知名校长做“第一校长”
的做法却多少让与会者有些
顾虑。“‘第一书记’是组织部
选派的，从全国范围内选聘了

‘第一校长’，学校既没有行
政约束，也无法考核评价。
何况，能否聘任到这些优秀
的校长也是个问题。”曲阜
市教体局副局长牛成银告
诉记者，从教育部门内部来
看，聘请“第一校长”又很有
必要，“课程改革的关键在
于培养一批懂教学的校长
和教师，而外聘‘第一校长’
特别是名校长，是锻炼我们校

长队伍的一条捷径。借助全省
‘1751’项目中学校间的帮扶
交流，让名校长来做‘第一校
长’也没有那么难。”

曲阜一中是“1751”项目
学校，它的项目指导学校正
是全国知名的昌乐二中。因
此，选聘“第一校长”，陈以
营把目标毫无疑问的选为
昌乐二中的校长赵丰平。

“能够到孔子故里曲阜当
‘第一校长’，把素质教育的
理念进行有效的传播，这是
我的责任，更是我的荣誉。”
赵丰平说，曲阜一中也是他
学习的榜样，他很乐于成为

“第一校长”。

把名校的精气神儿引过来
没有同曲阜一中一样

固定帮扶的学校，曲阜实验
中学考虑“第一校长”的人
选时则好好“选了一圈”。

“我们考虑了不少学校，既
要方便交流，距离不能太
远，还一定是有影响的学
校。”曲阜市实验中学副校
长王廷治说，经过一番考
虑，他们最终选择了枣庄舜
耕中学的校长黄飞。

去年4月份，王廷治带领
本校的班主任前往舜耕中学

听课，王廷治一下子被舜耕中
学的“精气神儿”吸引住了。

“进了校园，学校的环境就很
提神，透着一股文化味。”

每个班级90多名学生，
王廷治却没有发现不学习
的。看过号称“齐鲁第一操”
的课间操，教师和学生们的
精气神儿感染着王廷治，

“他们学校整个的管理、教
学都很活，只要是好的东
西，都拿过来用，所以它身
上可能有很多名校的影子，

同时又创出自己的特色。我
们把舜耕中学的校长聘为

‘第一校长’，就是要把名校
的精气神儿引过来。”

同样是选聘“第一校长”，
曲阜时庄中学从寿光世纪学
校中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们是农村中学，从硬件上
可能无法与寿光世纪学校匹
配，但他们先进的课堂教学方
法让我们的教师得到理念上
的提升。”曲阜时庄中学校长
张磊说。

改变的不仅仅是“校长们”
“让松树成为松树，让

柳树成为柳树，按照学生们
的特点因材施教。”听过赵
丰平校长的3次报告，这是
让曲阜一中高二年级历史
老师马广星感受最为深刻
的一句话。

借鉴昌乐二中课堂教
学方法演变来的“自主互助
学习课堂”也得到了学生和
教师的认可。老师不再单纯
地讲课，而是让学生做主，
提前预习、分组讨论，形成
自主互助学习的氛围。高三

学生王吕觉得，这种教学模
式让学生更主动，“感觉更
愿意学习了。”

每天上午结束第二节课，
曲阜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就分
批次跑课间操，步伐整齐，口
号响亮，还有人手一本随时学
习的惜时本。王廷治说，这是
聘任“第一校长”以后给曲阜
实验中学带来的最明显的变
化。“看到他们学校这么做有
效果，我们才用同样的方法来
指导学生。”

陈以营告诉记者，在没

有聘任“第一校长”前，曲阜
一中与昌乐二中的关系仅
限于业务交流，“赵丰平校
长平时很忙，我们一年大约
只联系一次。但赵丰平成为
我们的‘第一校长’后，我们
实际上就和他们结成了亲
戚，关系更密切了。”陈以营
认为，聘任“第一校长”并不
单是校长与校长之间的交
流，更多的是借“第一校长”
打开一扇门，形成教师与教
师、学生与学生、学校与学
校之间更深入密切的交流。

七成学校有了“第一校长”
今年5月份，曲阜时庄

中学校长张磊带领30多人
去“第一校长”所在的寿光
世纪学校参观学习，这是他
们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外
出学习。让张磊觉得高兴的
是 ，因 为 有 了“ 共 同 的 校
长”，对方热情的承担了所
有的食宿费用。随后，“第一
校长”还带着全国优秀班主
任来曲阜做了报告，给老师
们送来200本书。

和名校成了亲戚，时庄
中学通过聘任“第一校长”
得到了实惠。但“第一校长”

活动开展近一年，并非所有
的学校都像时庄中学这般
幸运。曲阜共有120处学校，
目前已有89处学校聘到心
仪的“第一校长”。

“一些乡村学校没有对外
联系名校的资源，也会因为自
身办学条件较差，不好意思邀
请名校的校长来担任‘第一校
长’。”牛成银告诉记者，在活
动开展初期，曲阜教体局就考
虑到这个问题。“让所有学校
都从外地聘任名校长是不现
实的，我们就加强本地学校之
间的交流，从近处聘任‘第一

校长’，形成城乡学校交流帮
扶制度。”

“有些学校虽然聘任了
‘第一校长’，但活动还没有
全面展开。怎么激发‘第一
校长’的积极性，怎么把他
们的办学理念嫁接过来为
我所用，这些都是在实践中
遇到的现实问题。”牛成银
说，从全国选聘“第一校长”
就是鼓励曲阜的学校走出
去，“我们是用真情换真心，
既要把‘第一校长’聘进来，
也要把他们‘留住’，真正帮
我们提高管理水平。”

“第一校长”概念提出一年多，目前曲
阜的大部分学校都已聘任到“第一校长”。
但因为各学校办学条件不同，各学校活动
的开展也不平衡。办学条件好的学校聘任
到全国知名的校长，借由“第一校长”的联
系，开展的活动也较多。而一些办学条件
较差的学校，如一些乡村小学则很难面向
全国邀请知名校长来做“第一校长”，有的
聘任到“第一校长”，双方开展的活动也较
少。

虽然在选聘“第一校长”的活动中出
现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选聘

“第一校长”的积极意义。放眼全国，与知
名校长取得联系，在没有预设报酬的前提
下邀请知名校长做“第一校长”，这种大胆
的尝试，对很多学校来说都是第一次。

“以前我们也去优秀的学校学习，但
不像现在交流这么频繁。”曲阜时庄中学

校长张磊说，选聘知名校长做“第一校长”
实际上就是要求学校主动与名校联系，主
动走出去学习先进的教学管理方法。“没
有去这些学校前，我们知道那是名校，可
能会有种仰视的感觉。而走进这些学校，
真正和教师交流后，会发现他们的优势，
也会发现我们的优势，一定意义上，也增
加了我们的自信。”

“第一校长”活动仍在初步推进阶段，
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在活
动开展的初期，它更大的意义在于给学校
一种压力，鞭策这些学校走出去，主动与
知名学校建立联系，形成长效的沟通机
制。而随着活动的持续推进，如何让“第一
校长”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国内这些优秀
的校长们真正帮助学校提高自身教学与
管理水平，为曲阜的教育带来更多看得见
的改变，各学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次大胆有益的尝试

>>记者手记

曲阜一中借鉴而来的“自主互助学习课堂”。(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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