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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乡
第二中学校赋

□ 刘学理

校处龙城，千载杏坛贯耳；名传

赤县，几多学子争光。左眺东台，形

如凤翥；右观塔岭，势似龙骧。前临

曾相诗文之靓岛，后傍湘军名将之

祠堂。俊彦英才，声名赫赫；芳洲福

地，岁月苍苍。皆赞书山励志，常思

筚路拓荒。涟水悠悠，伟绩泽传万

里；书声琅琅，百年誉满三湘。

若夫校园美景，四季书香。花

草林池，如临名胜之佳境；楼台廊

榭，恍入始皇之阿房。老校蓬勃兴

旺，新区富丽堂皇。拓地百多亩，红

仑之交通便利；斥资两亿余，新校之

前景辉煌。应有尽有，观实验之仪

器；美不胜收，叹知识之长廊。箴言

刻于石上，经典书于白墙。科教楼，

成就未来之梦想；图书馆，畅游文史

之海洋。景致布局合理，校园文化

繁昌。优良风气，凸显办学宗旨；特

色名庠，定能造福吾乡。

至若人中麟凤，层出不穷。周

奭先贤，择址龙城宝地；涟溪书室，

探源历史文明。立志救国，永继楚

人余烈；兴学创业，长铭前辈广镛。

乡中奇女，慕新学之思想；葛氏健

豪，出封建之籓笼。蔡畅和森，矢志

投身革命；馨林定亚，捐躯抗日英

灵。湘乡志士，钱姓双雄。任重坚

贞，不让须眉参战；宗仁倔强，敢同

命运抗争。教授官员，多如雨点；专

家模范，灿若群星。业界名人，遍布

神州九域；国强常委，尤光母校二

中。生因校而显，校以生为荣。域

外域中，学子八方荟此；各行各业，

精英四海驰名。

究其辉煌业绩，乃师生齐心共

造也。德智体美，学生个个之目标；

公诚恒朴，校训时时以指导。格物

致知，用心开窍。随时势而勃发，立

潮头而笑傲。焚膏继晷，应夸学子

殷殷；点蜡燃心，岂忘师恩浩浩？扬

长避短，因材施教。遵循理念，正合

时代之人才；强化三风，屡获光荣之

称号。乘风破浪，尽扬理想船帆；韫

玉藏珠，不愧湖湘名校。

嗟乎！二中立校，难忘峥嵘之

时；百载树人，向来教育为重。为人

则文质彬彬，处世则忠心耿耿。时

时爱我中华，处处造福百姓。三尺

讲台，助推华夏之复兴；四方黑板，

铭记教师之耕种。无边之学海，以

苦作舟；高耸之书山，将勤为径。聪

明学子，总因理想读书；忠勇湘人，

曾为生民立命。应承先辈，后生再

创新功；不忘初心，众志同圆国梦。

仰首不愧天，指河永为证。矗立之

文塔，犹如玉柱擎天；长歌之涟河，

恰以涛声作颂！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湘乡起凤学校）

晒校赋

征 稿

•主题征稿

1.你眼中的教育家精神及

教育家的成长路径是什么？

2.教育家型校长成长、培训

中的问题及对策有哪些？

3.如何提升人工智能时代

校长的领导力？

•栏目征稿

【校长观察】校长通过身边

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育事

件，进行分析论述，展现自己对

教育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对治

校、管理、育人的想法。字数

2000字左右。

【教育家影像】对国内外教

育家的风范、教育理念进行梳

理，镶嵌一些具有转折点和重要

意义的趣事，对当今的教育具有

启迪性。字数1800字左右。

【晒校训/校赋】您校的校

训是什么？出自哪里？有哪

些时代内涵？您校的校赋是

什么？字数6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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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743

校长观察

□ 钱焕琦

吴贻芳：一生只为“厚生”教育

从学校抓教学的业务领导，到

教育局德育科长，再到学校任政工、

德育副校长，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我

对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入，对校长职

责的解读不断深化。我认为，校长

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方能更好

地治校育人。

做引路人，顶层设计学校的发

展思路。校长应该是学校最早仰头

看天的那个人，要根据时代发展、国

家政策、学校实际、师生家长需求等

诸多方面统筹考虑：学校到底要培

养什么样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

师队伍，进而确定学校的办学目标、

发展思路、特色方向，进行一系列整

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比如，有学校

提出“绿色教育”的办学理念，从环

境之绿、人文之绿到人格之绿，以

“唤醒生命的自我成长”作为绿色教

育的发展根基，提出“绿色教育、美

丽 人 生 ”的 办 学 终 极 目 标 。 这 种

“GREEN 教 育 图 景 ”强 调“ 生 长 ”

（grow)“ 唤 醒 ”（rouse)“ 激 励 ”（en-

courage）“ 发 掘 ”（exhume）“ 滋 养 ”

（nourish），表达出我们的教育所要

追求的绿色自然生态。当然，这样

的设计不是校长闷着头在屋里想出

来的，是不断深入学校各项工作、洞

悉教育发展方向、研究教育发展规

律、借鉴优秀校长办学经验后反复

研讨确立的。需要注意的是，顶层

设计并不是越新越好，应该切合学

校发展的脉搏，这样才能带动学校

管理团队、教师确定学校的年度目

标、办学思路、人才培养路径等。

做保护者，全面创设优质的发

展环境。校长就是学校、教师、学生

的“大家长”，要为教师发展、学生成

长扫除障碍，做师生的保护者。一

是定期与家长沟通，让家长与学校

站在同一位置，面向同一方向，发出

同一声音，推出同一举措。创新家

校沟通新载体，建设家校之间的透

明窗，传递教育改革的前沿信息，在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提

升他们综合素质的同时，还能弘扬

家庭传统美德、打造美德家庭、文明

家庭。二是定期组织社区交流，开

展社会体验活动，对校园周边的环

境整治管理，请社区走进来，让孩子

走 出 去 ，强 调 在 社 会 大 课 堂 中 学

习。注重以习惯养成为主线，以研

学旅行的深入推进为龙头项目，搭

建班级-学校-社会的学生实践平

台，让学生在体验中锻炼责任意识，

丰富情感体验，达到知行合一。三

是关注学生校内安全，清除校舍隐

患，抓好安全细节，并协同建设校园

文化，为师生发展创设优质向上的

环境。

做指导者，增强教师发展和学生

成长的内驱力。校长要经常走近教

师，了解教师的思想动向，知道教师

苦什么、难什么、愁什么、怕什么，给

予他们有效指导、刚性制度管理和柔

性关怀。通过开设新教师亮相课、成

立教师发展学校等举措，提升教师的

专业化水平，关注教师的内心情感需

求，让教师真正有幸福感，他们有了

内驱力会更加主动地锻炼自己、充实

自己。校长还要关注学生，坦率真

诚、主动做好学习者，着力提高学生

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促

使学生主动成长。

总之，校长要通过顶层设计与指

导实践相结合，多协调，用心、细心、

巧心、恒心，让各个群体充满激情地

携手前行。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古寨中学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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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经典：流

水在碰到抵触的地方，才把它的活力

解放。我认为，教师在生活中会经常

遇到抵触，正是迷茫之时，也有活力

绽放的潜质，作为校长，我们应该帮

助他们解决发展的动力源。只有校

长建立了这样的一种价值标准，才能

潜移默化地影响教师。

在广州中学，校长和教师一道共

同探讨未来学校是什么样子，我们到

底要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所学

校将来在这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影

响，与师生一起描绘图景，让他们在

内心建立起学校的价值标准，这也是

学校坚持的文化理念。

教师是一份影响学生的职业，是

一份让世界和人类与自己更加美好

的职业。在广州中学，我们更应该去

影响教师在职业过程中追求成为美

好的人，并努力去创造美好的社会。

一所学校除了校长的影响，要想让办

学的价值理念、价值标准落实到教师

的行动之中，需要有更加全面的影

响，这种全面的影响来自于全面激励

机制的建立。在广州中学，我们有各

种不同的奖励层次去影响教师，比如

通过月度人物、年度人物的评选，让

教师身边的优秀事迹得到传播；在校

园举行颁奖礼，让不同层次、不同岗

位、获得价值认同的教师都能得到赞

扬，让学校的价值标准落实到教师的

全员行动之中。

我觉得，当教师的内心深处洋溢

着生命的琴瑟时，他的脸上才有阳

光，这些阳光才能温暖和照亮学生的

心房。因此，我们要引领每一位教师

寻找内在的发展，让他们从内心深处

想发展，想追求他们所需要的。为

此，学校搭建了许多平台，例如通过

“五山大讲坛”“凤凰大讲坛”，让教师

在平台上分享成就、收获成功、展示

困惑、提出建议；通过优秀教师的教

学研究、学习形式展示，鼓励教师举

办高层次教学沙龙，让每一位教师在

不同的岗位上分享自己的研究所得、

创造性成果，展示成果背后的教育思

想、教育理念和教育行动。

除了这些，我们更应该引领教

师在课程研发中增值。苏霍姆林斯

基曾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

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

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

你就应该引导你的教师走上研究这

条幸福之路上来。这里说的研究，

结合我们学校实际，就是要把教师

引导到课程资源的开发研究上来。

广泛的资源开发、资源研究让教师

站在新的位置去判断自己的价值标

准，丰富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知

识视野，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

为教师的教学不能仅局限在自己所

从事的学科之内，而要在课程资源

的研发中展现更多的能力，带领学

生一起去发现更多未知的自己。在

我们学校，教师一直在陆续开发第三

学期发展课程、研学旅行活动等。初

步统计，学校每学期开发课程近 70

门之多，涵盖不同领域、不同方向，让

教师得到了锻炼，得到了培养，让教

师在新的领域认识了新的自己，这样

的资源开发让他们持续增值，同时引

领学生勇于实践、主动实践。

此外，我们还要引导刚入职、入

校的新教师，让他们知晓和执行学

校价值标准。给他们一个平台，让

他们能在安静、平安的环境中诉说

自己的困惑，道出自己存在的问题，

展示他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

这样的环境，他们才敢于说、敢于

讲。我经常跟教师们闲聊，在宽松

的环境中探讨教育教学、生活问题，

然后慢慢渗透一些学校的价值理

念，让他们从内心愿意遵循这些理

念，并为学校的价值标准赋予新的

内涵，付诸新的行动。

我们知道，任何一所学校的质量

不能只表征为分数，更要体现为师生

生命的质量。我们要在学校价值标

准建立过程中，帮助教师勇敢追求生

命的质量，主动解决我们在生命质量

发展过程中应该共同面对和解决的

问题。

面向教育，我们要关注今天，也

要关注明天；我们要关注学生分数，

更要关注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使命；

我们要让学生茁壮成长，让他们成为

新时代有责任、能担当的优秀人才。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中学执行校长）

任何一所学校的质量不能只表征为分数，更要体现为师生生命的质量。我

们要在学校价值标准建立过程中，帮助教师勇敢去追求生命的质量。
治校方略

□ 彭建平

金陵女子大学于 1915 年正式成

立，是中国第一所本科层次的女子大

学。“厚生”校训确定于 1919 年，这一

年恰巧是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的

毕业季。“厚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

神。后来，吴贻芳执掌金陵女子大学

达23年之久，她对“厚生”校训十分认

同，一直强调忠实厚道，讲求奉献，不

求索取，服务社会，让生命更有意

义。可以说，吴贻芳的一生，就是将

“厚生”理念努力践行并融入生命和

血液之中的一生。

以生为本，为学生发展提供服

务。金陵女子大学几乎设置了当时

欧美大学的各个专业：中文、英文、历

史、社会、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音

乐、体育、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地理、家政、医学预科、护理预科

等。吴贻芳认为，要根据学生的需求

设置专业。一次，有位女生选择了海

洋专业。办一个专业谈何容易！可

是，吴贻芳没有放弃，她冲破重重阻

力，坚持设置该专业。后来这位女生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海洋学家。在金

陵女子大学，师资队伍具有“三高”特

点：高比例的外籍教师，当时外籍教

师占到全校教师总数的 30%至 93%；

高师生比，当时的师生比为 1:4.6，按

每 4-5 个学生配一位教师；高学历的

名家学者，学校聘请众多的名家名师

任教，他们来自国内外各个领域。一

流的师资为学校培养一流的学生提

供了重要保障。金陵女子大学定期

为学生体检，每年对学生建立健康档

案。对于体弱的学生，学校定期为他

们免费增加营养餐。

毕业生梅若兰回忆说：“我来自

成都一个困难家庭，进校时体重不达

标，学校下发通知，让我每天上午 10

点到规定地点吃营养餐，直到体重达

标为止。”为了帮助学生达成身心和

谐状态，学校还为学生开设心理学课

程。为了对学生更好地因材施教，学

校设有导师制、姐妹班制、新生周制、

退休制等。导师制要求每位导师指

导学生 7-15 名，及时了解学生的健

康状况、思想状况、心理情况、行为倾

向等。姐妹班制是在新生宿舍里安

排一个高年级的“姐姐”与低年级的

“妹妹”同住一室，指导新生尽快了解

校园环境、学习规章和活动要求等。

这些制度的实施营造了学校如家的

氛围，让学生随时感受到管理的温馨

和温暖。

以素质教育为宗旨，进行“全人

格”培育。吴贻芳在治校中强调主

辅修制和自由选择专业制。在她看

来，主辅修制的实行是为了培养学

生 宽 广 的 知 识 面 ，让 学 生 文 理 相

通。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主修文

科的学生必须选修 4 个学分的自然

科学；主修理科的学生必须选修 1 门

社会科学。实行自由选择专业制是

为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同时，对学

生转换专业几乎不设限制条件，学

生学习一段时间后，如发现专业不

适合自己的兴趣，可向学校申请转

专业。不仅如此，吴贻芳倡导和支

持教师用启发式、问题研讨式教学

法。她觉得教师不必使用单一的教

科书，可以给出专题由学生课后在

图书馆查阅资料，训练学生的学习

力。而且，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十

分重要，为了营造浓郁的学术交流

氛围，吴贻芳聘请了国内外政界、教

育界、学术界的名流到校演讲、作报

告，开阔了学生视野。不仅如此，吴

贻芳还特别重视外语教学和文体活

动。她认为，良好的外语训练是学

生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报效祖

国的基础。就她本人而言，她本科

毕业后也曾在北京女子高师任外语

教师。对于文体活动的重要性，吴

贻芳认为“金陵女子大学要把注意

力放在普遍提高学生体质上”，体育

课是唯一四年必须修的课程，不合

格不能毕业。

以爱国为要，淬炼知行合一的品

格。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东北沦陷。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

成立抗日救国会，在街道开展各种活

动，举行抗议日军侵略示威活动，表现

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1937年抗日

战争爆发后，金陵女子大学一方面组

织师生和安排教学设备转移，另一方

面组织好抗日救国活动。由于战争袭

击，学校历经三次迁校。在日军的狂

轰滥炸中，吴贻芳冒着生命危险鼓励

学生成立农村服务部，支持学生为抗

日军民募捐，照顾伤员等。抗战结束

后，学校很快恢复教学。解放战争结

束后，有人为吴贻芳买好去台湾的飞

机票，她毅然拒绝；在许多优厚的条件

下，吴贻芳没有选择放弃教育，而是为

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余生。

“用奉献服务社会”，也是吴贻

芳在担任校长期间一直高度关注的

办学理念。在她看来，社会服务是

学校精神的一种输出方式。当时，

学校结合家政专业中的幼儿教育，

组织学生成立了农村服务部，培训

妇女如何办幼儿园。抗战期间，农

村服务部开办了妇女班，教妇女识

字、珠算和卫生常识。无论是战争

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校内还

是校外，吴贻芳的“厚生”思想无处

不在，其“厚生”精神对毕业生的成

长终身受用。这位中国第一代获得

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中国第一位

女子大学校长、第一个在《联合国宪

章》上签字的女性，一辈子“嫁”给了

教育，以拳拳的赤子之心，维护了祖

国的尊严；以“厚生”理念造福社会，

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圆了中国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

学院教授）

教育家影像

□ 方海威

吴贻芳（1893-1985 年），

20 世纪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

社会活动家，曾任金陵女子大

学校长 23 年，为近代中国女

子高等教育开辟天地。

教师发展教师发展，，学校的学校的““一号工程一号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