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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长

关于老吴的三个比方
起初，我觉得老吴是一个陀螺。

老吴是暑假来的，一来就召集初

三班主任开会。那时，我正在外边

“晃悠”，接到电话，心想：暑假开会，

新校长要这么急吗？我一边嘀咕，一

边回答“在外边，赶不上”。

9月开学，见到了老吴，40来岁的

样子，中等个头，微微发福，其貌不

扬，唯两眼甚是有神，在镜片后闪闪

发光。

一两周后，我发现这个老吴有些

不一样，他太喜欢转了，像个陀螺。

三栋教学楼、40 多间教室、一二十个

办公室、食堂、操场，哪儿都有他敦实

的身影。一校之长要这么忙吗？凡

事需要亲力亲为吗？我很是不以为

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境界才

高啊。

爱转你就转吧，我可不陪。大清

早，老吴就站在校门口，等着教师和

学生，每天如此。他脸上带着笑意，

眼中却似乎闪着寒光。老吴这笑脸

和眼神，怎么就让我心中发怵呢？还

是早点来吧。以前我总是踩着点进

教室，为了躲避这可怕的笑脸和眼

神，只得调整生物钟，提前 20分钟起

床了。

可后来，我觉得老吴成了一根鞭

子，打在我身上，很痛。

开学一个月，学校领导都下沉到

初三各个班。毕业生的中考成绩关

系到学校的颜面与发展，家长都瞅着

呢。想不到老吴竟然“沉”到了我们

班，后来听说这是老吴主动要求的，

因为这个班的情况有点……

“你要开好三个会：任课教师会、

家长会、学生会……”老吴的眼睛在

镜片后发着光，嘴皮子动得飞快，“这

些会我都参加，任课教师开完会，一

起吃个便饭，我来请，成绩要想上去，

得靠老师们加油……学生嘛，我挨个

谈话……”

说实话，我是比较推崇“无为而

治”的。在我看来，不必太勉强，想

学习的学生自会认真学习，不想学

习的管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

班上的学生各得其所，各得其乐。

可老吴却大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 气 势 ，硬 是 要 改 变 我 们 班 的 状

态。大会小会开不完，谈话谈心轮

着来，家访一次接一次，辍学的要接

回来，不想读的要做好思想工作，娄

底双峰，城里乡下，一趟两趟，白天

黑夜跑。

老吴真是害苦了我，每次接他电

话我都心惊肉跳，生怕他又给我整出

什么幺蛾子来。老吴真是一根鞭子，

冷不丁就打下来，让我提心吊胆、坐

卧不安。

不过，在老吴强有力的干预下，

我们班的风气还真改观了不少，任课

教师每人负责几个学生，每日“连哄

带骗”“威逼利诱”，读书练习搞个不

停。学生也大多早早赶来学校，一进

教室就扯开嗓门背书，看样子，老吴

还真是“洗脑有术”啊。

再后来，我对老吴的看法又发生

了变化。我觉得他不是一根鞭子，而

是一个齿轮——一个有着巨大能量、

永不停歇的齿轮。在他强有力的推

动下，领导、教师、学生都动了起来，

学校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去年下半年，老吴干了两件大事。

一是国庆文艺演出。这是学校

的常规活动，本不出奇。可这次不一

般，演出不在白天，在晚上；不在学

校，在剧院；可以现场观看，也可以通

过网络观看直播。至于节目的艺术

水准，那就更不用说了，灯光、服装、

道具、艺术指导等都是向专业看齐

的。想一想，这么“高大上”的规格，

这么多人观看，教师、学生能不使尽

浑身解数全力以赴吗？

二 是 举 办 了 田 径 运 动 会 。 这

也本不出奇，哪所学校不搞呢？可

这 次 运 动 会 的 开 幕 式 搞 得 真 不

赖。入场式队伍整齐，步伐矫健，

摆臂一条线，踢腿一条线，侧脸一

条线，口号喊得震天响，颇有些“阅

兵”的架势。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应接不暇，开场鼓舞尤为出色，鼓

手们意气昂扬，动作协调，节奏铿

锵，嘭嘭嘭嘭，密如暴雨倾泻，疏如

空谷足音。这运动会，这开幕式，

怎么说呢，还真有些“沙场秋点兵”

的味儿。

确实，无论校园环境、精神风貌，

还是学业成绩，在老吴的带动之下都

有了质的提升，要不怎么说老吴是一

个强有力的齿轮，能把全校都带动起

来呢？

离开老吴已经两年了，我不用躲

避他那发着寒光的眼神了。

可 看 着 学 校 那 蒸 蒸 日 上 的 势

头，我想，跟着老吴应该是累并快乐

着的，就又有些想念他那敦实的身

影了。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涟源市教师

进修学校）

□ 朱无穷

奖惩皆读书
治校方略

睿见

学生喜欢什么样的校长
有位校长说，与一位家长交流

时，家长告诉他，自己的孩子很喜欢

校长，孩子回家讲：校长有一次走到

我们班里，发现当时光线有些暗，顺

手就把灯给打开了。就这样随意的

一件小事情，却被孩子记在心中并赢

得了他的喜欢。

还有一位校长，每天上下学时

都会站在学校门口主动与学生打招

呼。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天天

坚持下去却很不容易。但这确确实

实换来了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有

个学生毕业多年，说起这位校长时

仍交口称赞。

还有一位大学生朋友说，当年高

考入场时自己很紧张，但看到校长早

已等在入场处，挨个与学生击掌，看

到情绪紧张的学生还要说两句鼓励

的话。清脆的击掌声和不时发出的

笑声，让他一下子感觉到很温暖，瞬

间没有了紧张的感觉。他说，这就是

他心目中好校长的样子。

我 曾 经 在 一 所 学 校 的 食 堂 就

餐。当时就餐的高峰时段过去了，

就餐的学生已经很少。这时，一位

学生匆匆走了进来，当他选好自己

的餐品后，发现原本一人一个的苹

果已经发完了。学校的校长马上站

了 起 来 ，拿 起 自 己 的 苹 果 送 给 了

他。从学生脸上惊喜的表情来看，

我相信他会永远记住这个瞬间，并

传递这种善意和爱意。

经常走在校园里你就会发现，有

些事情学生表面看上去一副不在乎的

样子，其实内心是很细腻的。我们的

一言一行都会刻在他们心上。可以这

样说，学生心中都有一杆秤，会“称出”

校长、教师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校

长或是干部、教师都应该尽可能关注

学生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因为你在细

微之处的举动，往往会有不经意的收

获和感动。反之，稍不注意可能就丢

失了迎面而来的育人机会和学生对你

的尊重。

当一位好校长很难，却又很简

单。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拥有一双善

于发现的慧眼，是否做到了一言一行

皆育人、一枝一叶总关情。多走到学

生中间去吧！哪怕只是随手拍拍他们

的肩膀，随口对他们讲两句话，微笑着

对他们点点头，他们就会喜欢你。

新加坡校长委任状上面有这样

一段话：“在你的手中是许许多多正

在成长的生命，每一个都如此不同，

每一个都如此重要，全部对未来充满

了憧憬和梦想。他们都依赖你的指

引、塑造及培育，才能成为最好的个

人和有用的公民。”

作为校长，作为教育管理者，我

们应当经常读一读、想一想这段话，

坦诚率真、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一件

打动学生的小事，让他们喜欢我们，

喜欢这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副

局长、潍坊一中党委书记）

□ 井光进

学校带给学生的不仅有知识，

还有人的成长。校园无小事，事事

皆育人。

今天早早来到学校，天气预报

可真准：昨天还艳阳高照如同初夏，

今天则寒风凛冽行人缩手。变天前

我已安排班主任在家长群里发了

“温馨提示”，提醒家长给孩子添加

衣物。

学生陆续进入教室，我站在一

年级（2）班的门前握了握几个小朋

友的手，多数学生的手心热乎乎的，

但小轩的手冰凉，再看看他穿的那

点衣服。我问他冷不冷，他缩着脖

子说：“冷！”我心里暗暗叹气：这家

长心可真大啊。以前读过知名班主

任管建刚的《一线带班》，他说教师

要常备一样东西——厚点的衣服。

我很受启发，就在办公室里备了一

件冲锋衣，赶紧拿来给小轩穿上，又

联系家长送来棉衣。下课后再摸小

轩的手，已经暖乎乎的了。

我们常说关心孩子、爱孩子，怎

么关心？怎么爱？不是嘴上说说，

而是要心里装着他们。我们学校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逢天气骤变，

教师要摸摸学生的小手，给他们做

一个特别的“体检”，别让他们冻感

冒了；下雨天，要看看学生是否带了

雨具，别淋了雨……

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而好

的关系正是来自教师对孩子无私

的爱。

教育的小事还有许多。

一 年 级 学 生 开 始 练 习 跳 绳 ，

每到课间，操场上绳影飞舞，热闹

非凡。

一天，几个学生跑过来对我说：

“校长，不好了，我的跳绳不小心掉

到操场下水道里了。”我跟过去，通

过下水道的缝隙一看，果然在不同

的位置有 3 根跳绳静悄悄地躺着。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大人用一个铁

丝做成的钩子应该能轻松捞上来，

但对于一年级孩子来说可能就没那

么容易了。

怎么解决呢？孩子们已经想到

求助他人，这是一个办法。我可以

帮他们捞上来，还给他们，我甚至能

想到他们开心的样子。但是他们自

己从中能收获什么呢？这时，一个

想法在我心中萌发。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发现三根

跳绳还寂寞地躺在下水道里，大家

也好像遗忘了这件事。我找到那几

个学生，他们手里有了新的跳绳。

他们都说不要下水道里面的跳绳

了，反正有了新的。听到这样的答

复，我摇了摇头。

第二天的晨会课上，我宣读了

一份“悬赏公告”：“因学生不慎使跳

绳掉进学校操场下水道，现向全体

同学悬赏，能够想办法捞出来的赏

金 5 元，可以自己干，也可以找同学

合作……”学生听到特别兴奋，七嘴

八舌议论起来，有的说用鱼钩钩，有

的说用胶布粘……我说：“不管用什

么办法，只要捞上来就可以，但必须

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动手捞。”

下午上课前，学生小妍和小宇

兴冲冲地跑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拿

着脏兮兮的跳绳兴奋地说：“捞出来

了！”原来，他们是用一根木棍绑上

一个铁丝钩子捞上来的。接着，学

生小辰也带着捞出来的跳绳兴冲冲

地到了，令我忍俊不禁的是：小辰是

直接用小妍和小宇用过的钩子进行

打捞，也算完成了任务。

次日晨会课上，我拿着三张崭

新的 5 元人民币，当着全校师生的

面兑现了我的诺言，并作了现场演

讲：同学们，我们的生活中可能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了问题我

们不能回避，要动脑筋想办法解

决，希望你们都成为有思想、爱动

脑的孩子。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

我们的教育可不能仅仅局限于书

本，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也是

教育契机吗？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一颗对教育保持

敏感的心和一个爱思考的大脑。如

此，处处皆教育，一切皆教育。

（作者系安徽省濉溪县城关中

心校第二小学校长）

教育与美好生活

小事情，大教育
□ 黄 金

教育是一张纸，正面写着赏

识，反面写着惩戒。教育需要更多

的赏识，但适当的惩戒也不可或

缺。奖惩学生大有学问，奖惩得

当，事半功倍；奖惩不当，适得其

反。陶行知先生经典的“四块糖”

教育案例，智慧地把赏识与惩戒相

结合，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在

教育实践中，我们则采取了一种

“奖惩皆读书”的教育方式。

以书为奖。每个人都渴望得

到赏识、尊重、理解和爱。《人性的

弱点》一书作者卡耐基曾说，使人

发挥最大能力的方法，就是赞美和

鼓励。赞美和鼓励包括精神与物

质两个方面。书籍是人类知识的

载体、智慧的结晶、进步的阶梯。

对学生而言，最好的奖品正是书

籍，既是物质奖励，又是精神奖励。

学生作文获奖，我们奖励鲁

迅、托尔斯泰、莫迪亚诺等文学大

家的作品；学生数理化竞赛获奖，

我们奖励《从一到无穷大》《数字化

生存》《时间简史》等经典科普著作

及世界著名数学家、科学家传记；

学生运动会获奖，我们奖励《体育

画报》《体育博览》《当代体育科技》

等体育类杂志、图书。

为了提高读书活动的参与度，

我们鼓励以年级、班级、小组为单

位开展各种课外阅读及分享活动，

根据活动表现定期评选“读书之

星”“阅读达人”等。获奖者得到的

奖品还是书籍。

以书为奖，既是对学生已有成

绩的肯定，更是对学生再上一层楼

的鼓舞。

惩也读书。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犯错是成长的“衍生品”。不

理会学生的过错，是教育者的“渎

职”。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指

出，适当的惩戒不仅是教师的权

利，而且是教师的义务。以爱为前

提，惩之有据，惩之有法，惩之有

度，可起到惩前毖后、小惩大诫的

作用。

读书，可以让人拥有宁静的心

态、从容的心情、理智的头脑、开放

的胸怀。以读书惩戒学生，是一种

奖励的惩罚。

对于违纪玩游戏的学生，我

们罚其阅读《乔布斯传》等有关书

籍，并要求写读书笔记或读后感；

对于不用功学习或上进心不强的

学生，我们罚其阅读《老人与海》

《阿甘正传》等励志性书籍，并要

求其为同学复述故事情节或分

享读书感悟。

我们曾经学习国外有些

图书馆的管理办法，对违

反图书馆、图书角借阅规

定，未如期归还图书的学

生，采取以课余时间定点

阅读时长来抵消“罚款额”

的措施。以书为“罚”，让

犯错学生针对性阅读，可

有 效 实 现“ 正 其 心 、绝 其

行”的惩戒效果。

其中有这样一个真实

的案例。张老师退休后

自 愿 到 红 色 老 区 支

教。他发现学生吸

烟现象严重，部分

学 生 甚 至 已 经 成

瘾。为帮助学生戒烟，张老师想

了许多办法，但最终奏效的是“读

书法”。对违纪吸烟的学生，张老

师让其阅读《吸烟与健康》等书

籍，并制作成 PPT 在班会时间介

绍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在此基础

上，张老师又引导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开展有关香烟历史、吸烟危

害等主题的研究性学习。与此同

时，张老师通过组织系列活动，吸

引、鼓励、要求全班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慢慢地，良好读

书习惯自然而然取代了吸烟等不

良习惯。

奖惩四类书。古人讲“开卷有

益”，但这句话应当辩证看待。在

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年出版的图书

多达数十万种，电子读物更是随时

随地可见，引导学生选择性读书至

关重要。

在指导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与

奖罚学生读书中，我们建议选择经

典、传记、文学、科普等四类书籍。

经典书籍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积

淀下来，可以引导学生明事理，养

性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名人传记让学生与伟大

的人物对话，有助于确立人生榜

样，树立远大理想，不断汲取奋进

力量，激扬责任担当；好的文学作

品是活的哲学，可以让学生感受到

心灵的震撼与启迪，以便更好地认

识世界、认识自我，在潜移默化中

陶冶情操、提升境界。同时，文学

作品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表达和写

作能力；孩子富有好奇心和想象

力，他们通过阅读好的科普著作，

不仅可以学到科学知识、掌握科学

方法，而且有助于领悟科学思想、

培养科学精神。

奖惩学生是一门艺术。奖惩

得当，不仅可教育本人，而且“奖一

人激励百人，罚一人警诫百人”。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人是他

自己食物的产物。从身体发育来

看，吃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从

精神发育来看，人的精神世界很大

程度上由他阅读的图书塑造，读什

么，就会成为什么。奖惩皆读书，

教育者不妨一试。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中学副校长）

□ 薛党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