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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我的校长

大鹏展翅高飞

出生在“教师世家”的高校长，家

族三代人至今已走出了8位教师。

我想，身为教师的父母应该希望

他发奋昂扬、朝气蓬勃，于是给他取

名“鹏飞”吧。去年，他从距离县城较

近的学校一下子“飞”到了最偏远的

乡村中学，也不知道算不算大鹏展翅

高飞。

闲暇时，高校长常常和我们这些

新教师聊天，他说想把这所学校办成

“学生向往、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社

会认可”的好学校。

我们学校位于整个白水县海拔

最高处，特产除了知名的“白水苹果”

之外，还有老天爷独赠的“风”。深秋

时节，雨季在狂风的催促下如期到

来，并持续到来年入夏。

学校的教师宿办楼坐北朝南，雨

季如期而至，一连肆虐了5天后，老天

仍没有要放晴的意思。高校长上楼

排查故障，刚上三楼，就被一股斜风

吹了一个趔趄。他有些担忧地说：

“好大的风，都能把人吹倒，我一个大

男人都顶不住，也不知道这些女老师

啥情况？”

高校长没有发现其他大问题，倒

是看到门帘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整

个楼道被斜风吹进的雨水浸满，还有

教师拿着扫把把倒灌进宿办室的水

往外扫——雨季，没有课的教师就会

主动承担扫水的任务。

看到这样的情况，高校长满脸惆

怅。

没几天，施工队便进入学校，楼

道上被雨水冲刷掉的墙漆新换了颜

色，走廊上也多了一层铝合金窗户，

阳光依旧可以照射进来，只是再也不

会出现雨水浸入宿舍的情况。

有一次夜晚值班，高校长发现两

名女教师从校门口走了进来，他有些

惊讶：“这么晚了，怎么还外出啊？”答

曰：“晚自习结束后，我俩一起去外面

洗澡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偏远农

村学校，洗澡是一个“老大难”的问

题。学校建在乡镇外围，要去澡堂得

经过一条长窄黑的巷道，还有一个近

乎荒废的大土坑，教师不想耽误学生

学习，所以只能选择晚自习后出去，

这自然存在安全隐患。

不消几日，学校群里发布了通

知，曾经搁置很久的浴室经过维修可

以正常使用了，还配备了一台公用洗

衣机，既方便了教师洗衣，又节约了

大家的时间。

面对工作，高校长永远激情满

满，好像永远拥有不竭的动力。

翻开高校长的听课本，记录的内

容满满当当。他说，“教师要多听课、

多学习，要善于从经验丰富的老同志

身上汲取知识”。

有一次，两个刚入职的年轻教师

因为教学问题争执了起来，恰好经过

的高校长将二人带进了一位支教教

师的课堂，下课了，两位教师所争执

的问题迎刃而解。

高校长在学校开展了“共读一本

书”活动，要求教师边读书边做笔记，

办公室里营造出浓浓的读书氛围。

“德育为本，智育为重，体育为

基”是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他经常

说：“我们要在活动中育人，在活动中

学习，在活动中思考。”

拔 河 比 赛 让 学 生 增 强 了 凝 聚

力，“学做一道菜”活动让学生体会

到了父母的艰辛，植树节给树木涂

白的活动教会了学生要热爱大自

然……多彩的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

的课余生活，也让这些偏远地区的

农村孩子大开眼界，树立了目标，坚

定了理想。

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但我们学校确实发生了许多变

化。校园里阅读氛围浓厚，各个社团

的学生阳光大方，餐厅里秩序井然、

干净卫生。每到周五放学，校门口最

忙的也是高校长，家长问这问那，他

总是乐此不疲地解答……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白水县北塬

乡初级中学）

□ 常小玲

【创·变】 学校到底应该是什

么样子的？永远没有终极答案。

但这样的追问永远激励着人们探

索未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本栏

目邀请把理想的种子埋进教育土

壤的你，讲述独一无二的学校创变

故事。4000字左右。

【校长观察】 教育过程中，有

一些小事件却能引人深思。校长，

您可以从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

教育事件说起，展现自己对教育本

质的认识和理解，阐述对治校、管

理、育人的想法。1800字左右。

【校长之声】 你是如何成长为

一位优秀校长的？把你的关键经

历和重要心得写下来，分享给大家

吧。1800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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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树

初 春 ，校 园 里 的 雪 渐 渐 融 化 。

每天早晨巡视校园时，我都会发现

学生小金驻足在一棵果树旁，有时

测量果树高度，有时拉一下长枝条，

有时数着树上的叶芽。小金对这棵

果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曾指导

他亲手嫁接了 3 种不同的苹果。意

想不到的是，这棵树去年竟然挂果

了，一树三果让小金惊奇不已，我们

将其命名为“三果”树。

“三果”树可谓小金的幸运树。

那 是 小 金 刚 上 初 一 的 第 二 学

期。忽然有一天，班主任向我反映，

小金怎么也不来上学了，连续家访 3

天也无济于事。我猜想，他的家里一

定发生了变故。原来，他的爸妈离婚

了，爸爸在外打工，小金每天和奶奶

一起生活，老人家没太多时间管他，

他经常不完成作业，整天打游戏，后

来总是以各种理由请假不去上学。

他爸爸直言实在管不了，还劝我放

弃。我多次找小金谈心，他表面答应

第二天来上学，结果进了校园却不进

教室，还告诉我，一进教室就脑袋

疼。小金索性就成了一位“自由生”，

几乎天天和体育老师待在一起，帮助

取器材，参加体育课。

那年春天，我倡议学校成立了园

艺小组，聘请职业高中园艺教师和各

村果农能手担任辅导员，指导学校热

爱园艺的学生进行果树剪枝、嫁接，

为职业生涯规划做准备，更为乡村培

养劳动能手后备力量。

我们开始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学

习嫁接方法，不知何时，小金悄悄来

了，聚精会神地听着，“校长，小金不

是园艺小组的”。有学生向我“举

报”，我示意他们，别打扰他听课。

辅导员示范完毕，分组活动时，

小金一会儿到这组看看，一会儿又到

那组瞧瞧，遇到“笨手笨脚”的学生，

他急得直跺脚。

“小金，你愿意参加园艺小组活

动吗？”

“校长，我愿意，我家园子里有许

多果树，都是爸爸嫁接的。”

“那你和我一组吧。”我边说边把

工具递给他，他迫不及待地操作起

来。我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别

伤了手，他点点头。

“小金，你能保证嫁接的都能成

活吗？”他愕然。于是，我再次讲解嫁

接要领及注意事项，强调要找准嫁接

时间。同时告诉他，回家可以通过网

络学习嫁接技术，还可以请教爸爸。

“小金，你知道同一棵树上能嫁

接几种果树吗？”小金摇摇头，睁大了

眼睛。

“走，我们选择一棵山丁子树做

实验，看看能不能嫁接 3 种果树。”我

先示范一下，小金协助嫁接，后来两

个枝条都由他嫁接完成。

“校长，我想再嫁接两个枝条，万

一有的不能成活呢，这样保险！”我夸

奖他想得真周到。嫁接完毕，我特别

提醒他，等到结果时，来年一定要及

时剪枝。我故意说担心忘记，请他务

必提醒我。

自从嫁接完那棵果树，小金破天

荒地按时上学了，早晨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来到果树旁，观察那些嫁接的枝

条是否成活。一个枝条成活了，小金

拉着我去查验一下；又一个枝条成活

了，小金告诉我时乐得合不拢嘴。最

后，成活了 3个，成活率达到 60%。接

下来，小金又盼望着结果，他要见证

一树挂 3 种果的神奇。我告诉他，当

年是不会结果的，只有第二年才会挂

果。我还告诉小金，要多向辅导员请

教果树管理技术，千万不能放任不

管，否则会半途而废。

庆幸的是，去年“三果”树挂果

了。奇怪的是，小金再也没有逃学。

“校长，‘三果’树该剪枝了。”

“小金，谢谢你提醒我。”我和小

金来到了“三果”树下。

“ 你 知 道 果 树 为 什 么 要 剪 枝

吗？”我故意加重“剪枝”的读音，“果

树剪枝就是剪掉弱枝条，留下生长

枝，疏散枝条见阳光，为结果枝提供

充足的养分，保证年年结出丰硕果

实。也正像你如今改掉了许多坏习

惯，未来人生一定会更美好。小金，

祝福你，你终于长大了。”我笑着抚

摸他的头，仿佛收获了一颗沉甸甸

的果实。

这真是一树三果的妙用：剪除厌

学症，嫁接新希望。

（作者系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镇

学校校长）

□ 李 彬

教育同行谈到一所学校时，经常

说这所学校管理一般，或说管理不

行。那么，好的学校管理是如何来

的呢？

如今大多数学校的规章制度比

较齐全，但有些学校的实际管理工作

却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原因在哪里？

以我们学校的几件事为例——

每周四，我轮值。早读时，我和

后勤李主任巡查每个班级的情况，走

到三年级五班时，我发现班级后门缺

了一块玻璃，就让李主任早读后问问

班主任是怎么回事，抓紧让后勤人员

换上。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谁

知隔周又到我轮值时，那块玻璃还是

没有安上。我有些生气，找到了这个

班的班主任。班主任刘老师解释说，

上周已经跟后勤人员反映过了，不知

道具体什么原因。

我又把负责后勤的王主任喊了

过来。他表示，后勤人员少，事一多

就忙不过来了，所以……

我告诉他，别的事先放一放，马

上派人把这个班的玻璃换上。

事情到这里才告一段落。

我想，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

类似的问题呢？后来，学校依托智慧

教育平台，开通设备报修及其

他应用，这样后勤人员每

天登录平台，就能看到报

修情况并及时解决，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我们学校，大部分

学生午餐后会在教室里午

休。低年级值班的教师反

映，午休时学生刚安静下来，楼上经

常会传来高年级学生“吱扭吱扭”挪

凳子的声音，影响了楼下学生休息。

事情虽然不大，但影响不好。

我马上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

首先让相关负责人确认学生的凳子

是否有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给凳子腿

作软包以免挪动时发出声音。其次

是要求各班主任和值班教师负起监

管责任，抓好本班的午休纪律，对违

纪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根据纪律表

现划定分数，并记入班级考核……通

过一系列举措，午休问题很快得到了

有效解决。

再比如，去年每天学生入校时要

排路队，学校规定低年级学生先入

校，然后依次为中高年级。有一次我

在校门口值班，发现低年级学生走得

慢，中高年级学生很不耐烦，导致入

校秩序有些混乱，进校就得花不少时

间。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

新的入校方案：低年级学生年龄小，

行动比较迟缓，建议高年级先入校，

接着是中低年级；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年级

路队展示活动，

对表现好的

班级进行

表扬，计入班级考核。

经过这一调整，学生入校时间缩

短了一半，入校纪律也得到了改善。

从发现问题到安排部署，我们大

概用了两节课的时间。看似细小的

事情，只有去“做”，问题才会迎刃

而解。

通过这几个案例，相信你也能看

出来，好管理其实是“做”出来的。

平时经常开大会小会，但不如真

正“做”会。只有做了，才能有所

改变。

不过，做之前首先要充分考虑如

何去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

的工作方案；其次，具体实施环节事

关成败，要不遗余

力地做到位；再次，

督导环节要跟上，

相关领导或部门要

关注落实的整个过

程，及时发现问题

并指导改进；最后，

相关人员和部门要

对整个工作进行验收，看是否达到了

预期，对未达要求的方面进行整改，

直至达标为止。

学校里发生的往往是一些小事

情，但只要牵扯到师生其实就是大事

情。有的管理者发现了问题，但认为

是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

了，岂不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事

情越积越多，到了某个节点就可能会

爆发出大问题。

好的管理——“做”就成了。

（作者系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怡景小学副校长）

教育家型教师
从教育实践中产生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吴楠、

李孝川在《现代职业教育》撰文，教

育家型教师应该是理论性与实践性

相统一的田野专家。

教育家型教师的理论性主要体

现在两方面。第一，掌握已有教育

理论的输入。已有的教育理论是教

师工作的源泉，而教育家对这些专

业知识已轻车熟路。第二，形成个

人独特理论的输出。进一步研究优

秀的教育家，如陈鹤琴“活教育”等，

他们无一例外地形成了独特风格的

教育理论和话语体系。因此，理论

性不是体现为简单的理论掌握，而

是体现为具有个人特色的理论话语

体系产出。

教育家型教师不是从书本里走

出来的，只能从教育实践中产生。

历代优秀教育者都是教育界的行动

派，他们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如陶

行知创新性地建立了育才学校、山

海工学团等学校，当代“七一勋章”

获得者张桂梅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完

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教育家型教师

往往扎根于一线教学，对存在的教

育问题保持高度敏感，是尝试寻找

解决路径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会收获

硕大的教育果实，这是一个需要反

复论证的漫长过程。情境教育创始

人李吉林曾说：“光摸索做不深也做

不长，只有把学习理论和探索实践

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新的认识。产

生新的认识以后，再去进行新的实

践，如此反复才能进入新的境界。”

为教育家型教师画像

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

王彬武在《教学管理与教育研究》撰

文，如果我们为教育家型教师画像，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教育改革的先行

者、先进理念的传播者、教育问题的

研究者、教育思想的贡献者。

教育改革是将教育理念变为现

实的过程。变革总会存在风险，教

育改革需要有人超越已有经验，大

胆尝试，寻求出路。教育家型教师

会用自己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拥抱改

革，主动与实践中的问题相遇，提供

改革样本，成为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超越自身局限认识教育问题的

人总是有限的。先进的理念要让人

接受，需要有人把抽象的理念变得

让人能够听懂、想通。教育家型教

师需要把高深的理念变成浅显道

理，把抽象的意义变成可以看到结

果的现实，从而影响和改变教师、家

长甚至整个社会。

教育的进步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

的距离，有时还会有很大的鸿沟。

教育家型教师就是教育问题的研究

者，敢于直面教育问题，研究问题根

源，破解观念障碍，寻求方法出路。

教育的实践离不开教育思想

的引领，教育思想的形成又离不开

教育实践的升华。教师不仅是思

想的消费者，还是思想的生产者。

教育家型教师会通过教育教学的

实践落实思想、验证思想、形成思

想，为教育思想的丰富、完善和进

步作出贡献。 （崔斌斌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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