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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管理，远近闻名

每天早上6点半，李亚杰都会准时站在协和双
语实验学校的操场上，给高三生们开一个简单的晨
会。这个时间点，孩子们已经上完第一波早自习，跑
完操。

他讲近期学生们集中出现、高三常见的问题，
帮大家排解下压力，随后早会就在李亚杰带着大家
喊出的口号声中结束。

“高三加油！高三必胜！”李亚杰握着拳喊出第
一声，口号声随即在六个班中陆续响起。晨光中，孩
子们热血沸腾的声音仿佛能冲破一切，以此来开启
迎接“人生一战”的新一天。

协和双语实验学校管理的严格，远近闻名。
“我们要保证每一分钟我们学生都有事情做，

每一分钟都不会虚度。”李亚杰说，学校的管理精细
化程度非常高，比如早晨几点几分起床，几点到教
室，几点读什么，都提前规划好；每个月老师们也都
会将学习内容、目标提前公示，哪天学什么，学生们
都会知道。

老师教了，任务布置了，也不是就此不管了。
“比如读十分钟内容，就由老师来检查背诵；如果哪
个学生没背过老师会记录在案，要找另外的时间检
查，当天任务一定要在当天结束。”

每次考完试，老师们也要对每个学生丢的每一
分进行分析，每一两周要对该错题进行回顾,对错题
重组重做。“这种精细化还体现在，每一个知识点应
该怎么去答题,我们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规范。”李
亚杰说。

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学校实施了“培优补
弱”——— 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将其集中起来，
利用大课间或晚自习对他们的“弱科”进行补课；对
成绩好的学生也有针对性的进行“拔高”课程，让他
们的潜力进一步发挥。“我们都是老师分包不同的
学生，面听面改。”地理老师苗元振介绍说。

此外，学校还有个坚持许久的“传统”，是让高
一高二高三老师一起备课，这样高三时反应的一些
教学中的没讲透的问题，可以及时反馈给高一高
二，让下一批学生“学得更好”。

“低分高出”的逆袭

协和双语实验的管理模式，好似有一种拽也要
把孩子拽到“大学”、拽出“未来”的坚持。

“不这样不行，很多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在
初中没养成。”李亚杰说，老师们通过精细化管理，
一边重新给孩子们“打地基”，一边从习惯和心理上
增进孩子们“学习力”的养成。

“导师育人”的制度下，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
的“导师”。考试后，“导师”会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总
结，帮助他制定两周或一个月的短期目标，有不会
的及时教，有成果也及时鼓励；同时，老师们也注意
通过一些交流，激发孩子们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以
后人生“理想”的建立。

有三个问题，被老师们反复提问，让孩子们去
思考。

第一，我为什么要上高中?
第二，在高中我要得到什么?
第三,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很多孩子思考了，对人生的规划清晰了，改变

也在悄然发生。
尚一鸣，2020年入校，在当年的中考中擦边过

了高中提档线。以他的成绩，可选的公立学校也只
有排在后面的寥寥几所。最后，他来了协和双语实
验这所民办高中。

“都说这所学校学风很正，老师很负责。”尚一
鸣说，三年下来他的经历验证了当时听到的这些

“传说”。高三备考的日子里，他有时会看到老师在
没人问问题的大课间趴在桌子上睡着，“老师们太
累了，可想而知平时对大家付出真的很多。”

从一个差一点考不上高中的孩子，尚一鸣找到
了自己“学习的节奏”，成绩一步步提升，向往东北
的他一度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样是2020年，中考“险上高中”的穆彦晨也选
择了协和双语实验。“开始是听说这里学生少，老师
给每个孩子分配的精力更多些”。

进了学校后，穆彦晨发现曾经自由散漫的大家
不由自主地收了心，生活中只有一个主题了———

“学习”。“下了课大家也你问我我问你，除了学习不
想别的，氛围真的非常重要。”

穆彦晨至今难忘的是，有一天早读背诵《赤壁
赋》，语文不太好的他怎么也背不下来。结果那一
天，几乎每个课间，他都会被老师叫出去背诵，最后
老师甚至站在一旁陪着他背。

穆彦晨的成绩一路“飙升”，他自己形容那感觉
如同“上路骑了一阵子，单车变摩托”。

在穆彦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中考后一
度觉得自己前途“无亮”。但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后，
高一期末考试，他们已经超过了初中时比自己优异
的同学。

“很多学生进来的时候不太被看好，但是现在
他们都已经开始被家长、朋友等看好了。”李亚杰很
是欣慰，在协和双语实验，“低进高出”成了师生们
一个坚定的信念。

抓紧文化课的同时，协和双语实验也注重“灵
活施教”。为挖掘一些有艺体天赋的学生，学校在高
一就开设了一些以“高考”为指向的艺体类培训课。

“像素描速写啊，包括一些体育类的教学，先给大家
打一打基础，后面如果想从这个方向考大学，也会
更有底气。”艺体部主任王长鑫说。

刚刚过去的6月25日，高考分数出炉。尚一鸣超
出一段线几十分，穆彦晨则考了全校第一名，超过
特招线几十分。而这一批毕业生整体上线人数，也
比前一年也有了显著增长。

很多人“从倒数跑到了中上”，完成逆袭。
“感觉来这个学校像一个中转站，之前是一条路，

之后是另一条路。老师们给这条路裁弯取直，而我们
还可以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尚一鸣说。

老师和学生

李亚杰是安徽人，整个高三这一年，他几乎没
回过家。

“说是对学生管理严格，其实我们对老师的管
理也很严格”李亚杰说，学校对所有老师实行“一课
一研”，高三老师更是“一天一研”——— 大家每天都
会抽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进行集体备课，把明天
要上的内容、要布置的作业、要讲的一些知识点规
范统一。年级组也会每周检查老师对作业、试卷的
批改，关注作业有没有批、有没有在评语中跟孩子
沟通；甚至孩子们做的每张试卷，学校都要求老师
事先做一遍，作出分析和评价。

班主任早上5点半就得到班里等着学生上早自
习，晚上忙完常常是夜里11点；在一些学校，晚自习
时间一层楼可能有一个值班老师，但在协和双语实
验，每个班都得有一个老师；普通老师晚8点半以后
也都不走，都留在班里继续给孩子们辅导。

“大家都很拼，但我们都有种热情，觉得自己有
责任让更多孩子实现梦想。”颜浩今年29岁，是高三
二班的班主任，今年高考结束后，一封来自班级里

“叛逆”孩子的信，让这位年轻老师感动不已。
“最开始那是个厌学，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孩子。”颜浩说，这位同学来自单亲家庭，他也总是
不由自主对其多操了一份心，经常给他补数学，有
时间就找他聊天。一段时间后，那个总“对抗全世
界”的孩子慢慢柔和下来，开始写作业、学习，也开
始跟同学们交往，更加尊敬所有的老师。三年下来，
这个同学的成绩已经可以稳上本科线，他将大学目
标定为了山东财经大学。

颜浩说，每个孩子可能都需要“被关注”的感
觉。“可能在补课的同时，也为他补齐了某种心理上
的空缺，补齐了某些价值观。”

颜浩看来，在协和双语，老师们在用更多的耐
心和关注，帮孩子们树立信心，也走出舒适圈。“一
些孩子最缺乏的是信心，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树立信心，这种信心不是有事就
表扬，而是细致地发现他的闪光点，在合适的时候
给予鼓励；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舒适圈’，比如那种
不用努力学习的环境待久了就很难走出，这时就必
须有人使劲推他一把，督促他走出来。”

这几年，苗元振老师也观察到一个让他欣喜的
现象——— 越来越多协和双语实验的孩子考上了名
校研究生，这其中还包括一些专升本的孩子。“这说
明大家形成了一个持久的学习力和态度，哪怕他们
曾经基础不是很好。”苗元振说，可能来这的孩子起
点确实没那么高，但他和所有老师都希望，大家的
路可以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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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25日高考查分开启，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高三年级主任李亚杰的手机就没有停过，报喜电话一个接一个。今年，这所
学校特招线和一段线上线人数，都比前一年大幅增长。

“这个成绩，是全体师生一点点拼出来的。”李亚杰说。

高考期间，从校长到

老师都值班到凌晨1点陪

伴学生。

高考前夕，学生们和老师拥抱。。

6月26日，一些学生和家长给老师们送来锦旗。

高考成绩出来后，一些学生来到学校向老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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