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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未来应具备的刚需技能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

主席朱永新在教育局长高峰论坛

（2023）上表示，适应未来社会的人应具

备六大“刚需技能”——

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更加需要具

有创造性的个体。面对科技的快速发

展、全球化的推进、环境问题的加剧等，

我们应更加注重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个

体，让他们在未来社会中发挥更大作

用，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

未来社会的虚拟性更加需要真实

的社会交际和社会情感能力。未来社

会师生可以通过 5G网络等技术进行交

流、学习和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

可以完全忽视真实的社会交际和社会

情感能力。相反，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他

人的情感需求，学会倾听、理解和尊重

他人的观点，以及如何有效表达自己的

想法。

未来社会生活的非组织化更加需

要人的自主规划和自主管理能力。未

来社会生活的非组织化趋势将更加明

显，这意味着人们将面临更多的自主选

择和自我管理的机会。这时候个人的

自主规划和自主管理能力尤为重要。

未来社会生活数字化更加需要人

的数字生存能力。数字技术已经渗透

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必须掌握

一定的数字技术能力，以适应新趋势。

未来社会更加需要具备幸福生活

能力的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生硬

地灌输知识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

果，甚至会扼杀学生的灵性与创造性。

只有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才能

够真正帮助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

环境，追求个人的成长和幸福。

未来社会更加需要培养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虽然我们的学生在学外

语，但并没有真正懂得国际理解。这样

一种和平的精神、人类地球祖国的情

怀，应该在学校里播下种子。

基础教育的两道难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当代教育研究所所长唐江澎在“第

十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上表示，中国基

础教育有两道难题需要破解。第一道难

题是创造性的转化，即把体现国家意志

的课程方案，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在学校里、在课堂上一条条做出来、落

实下去，变成校园生动的现实，变成学

生蓬勃生长的气象。这要求每一个人

必须从根本价值上追问：教育究竟为了

什么？我们只有提高了自身的教育自

觉，才能有更强的定力去面对现实。第

二道难题是把理想做出来，不能让理想

在现实面前栽跟头。学生没有分数，过

不了今天的高考，但是只有分数，恐怕

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一所学校没

有升学率，就没有高考竞争力，但整个

的教育如果只关心升学率，就会失去核

心竞争力。

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应遵循 4个

原则。第一，改革应该朝着正确的方向

前行。第二，要设定有限的目标。未来

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到来，我们所面对的

还是今天的教育现实。我们要一步一

步向前行，而不能跌倒在现实的面前。

第三，要坚持专业的探索，追求科学性，

而不是仅仅凭借经验来行事。第四，要

相信时间的力量，追求长期性。虽然我

们不能够力挽狂澜，但是起码也应该做

到不推波助澜。

（崔斌斌 辑）

2023年12月20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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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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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此看见中，
构建高品质育人生态

一年时间能改变什么？在新校

园、新团队、新中考的“三新”背景下，

湖南省株洲市二中枫溪学校初中部

短短一年时间起步成势，在彼此看见

中构建了高品质育人生态。

在追求中彼此看见

2022年9月，株洲市二中枫溪学

校头顶“株洲二中”这一极具影响力

的集团品牌正式投用，被社会各界寄

予厚望。

如何借助优势发挥自己的特

色？学校秉持“办一所生命激扬的学

校，让每个学生走向最好的自己”教

育理念，开始了这场“追求卓越”的探

索之旅。

我们以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

地成长”为课程开发价值取向，构建

“一体二翼三层六维”激扬生命智慧

课程体系，以“国防教育提升家国情

怀、心理健康守护生命阳光、劳动实

践启发成长、师生共读赋能美好未

来”四项重点工程为依托，开设了一

系列特色校本课程。

学校从课程、活动、教研等多方

面积极推进小初衔接，送课到各小

学，尤其是让二中枫溪小学学子通过

小初衔接创新素养营，落实一个学生

一条发展路径、一个学生一套成长方

案，让学生步入“三年培养、六年规

划”阶梯式成长快车道，以实现生命

的独特价值和全面自由发展。

在“串门”中彼此看见

“‘看见’，没有哪个词比它更能

形容我对这所学校的感受。”家长李

女士在参与过学校的艺术节后动情

地说。

回想起一年前，李女士的心中是

有疑虑的：校园刚刚建成，而且有不

少 新 教 师 ，孩 子 来 到 这 里 究 竟 行

不行？

但在这一年中，学校微信公众

号、视频号等成了她解惑的窗口。

“看到了学生和老师的风采，了

解了学校的办学文化。”李女士走进

学校，一面面“会说话”的文化墙，蕴

含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展示着学生激

扬的生命力。一个个班级故事，诉说

着师生的共同成长，她从中理解了学

校的文化与精神。

今年 8月，新学期还未开学，960

多名新生家长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家

长成长课程。

“学校把门打开了，一些焦虑自

然就没有了。”副校长刘博介绍，一年

多来，学校培育了专业化的家庭教育

指导团队，通过“开门办学”已开展

14 次家长成长课程。同时，通过引

进社会家庭教育系列课程，成立各层

次家长委员会，充分发挥家委会的监

督、配合、传递、聚力的作用。另外，

学校定期邀请各行名家到校讲座、献

计献策，推进专业、多元、高效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汇集家校社力量，形

成了学校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交流中彼此看见

“开会前还有些紧张，聊起来却

根本停不下来。”11月1日，2308班学

生易梓轩和同学走进了一间“神秘办

公室”，里面不仅坐着所有校级行政

干部，还有许多老师。原来，这是一

次“校长面对面”活动。每位学生分

享 时 ，校 长 和 老 师 都 会 认 真 倾 听

记录。

“很喜欢学校里丰富的社团课

程，比如‘五进五节’，既锻炼了我们

各方面的能力，又发现了自己和别人

的长处。”2302班学生龚若涵在分享

时说，自己还要进一步规划好时间，

明确目标，朝着“更好的自己”努力。

在交流对话中，校领导也向学生

详细介绍了学校的课程体系、培养优

势等，寄语学生不仅要学好书本上的

知识，更要在这所学校感受成长，在

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进取中描绘属

于自己的人生蓝图。

除了师生之间的关怀与交流，还

有朋辈间的亲密互动。

10 月 27 日，学校特邀株洲市二

中初中部学长团开展宣讲活动。学

长团就学习习惯、小组和班级建设、

新中考复习策略等分享了他们的

经验。

2204 班学生何紫晗说：“学姐的

分享给了我很多启发。”

学校希望通过创建集团校内学

生“交流合作、全面发展”的平台，引

导全体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共同交流

成长。

在教研中彼此看见

被看见的除了家长和学生，还有

教师。

“学校精心设计的入职仪式，让

我们充满荣誉感、幸福感、归属感。”

2023年新入职教师罗炎顺说。

为了让新教师快速融入集体，

学校组织了为期 10 天的“熔炼行

动”，从校园文化理念到发展愿景，

从办学目标到制度学习，从课堂文

化到小组建设，从案例学习到读书

分享，确保学校的教育理念成为教

师的共识。

校领导还会加入新教师的听课

研讨中，给大家做日常指导。

“从一开始被课程撵着，被时间

推着，到现在能提前思考、主动完成，

我们感受到了学校团队的力量，感受

到了被看见的温暖。”青年教师周英

特说。通过学校系列公开课、师徒帮

扶、外出学习等，她的专业水平突飞

猛进。

除了常规校本研训，学校还搭建

了枫溪大讲堂、关键事件与经验沙

龙、管理微创新沙龙、我的教学思想

分享会等多个平台。学校通过积极

“搭台子”“架梯子”“铺路子”，拓宽教

师多元化成长路径，引领教师走向生

命自觉。

校领导班子还会坚持在学期内

与每一位教师谈心，了解需求、听

取建议，把教师的事放在心上。凡

涉及教师利益的事情，如学校发展

规划、绩效方案、职称竞聘方案和

教师食宿等，大家充分讨论后确定

解决方案。校领导班子始终坚信：

学校把教师放心上，教师就会把学

生放心上。

在正向的支持与激励下，教师参

与校级课题和区级课题研究的人员

达80多人，占全校教师八成以上。

在课堂里彼此看见

12月6日上午，一堂数学课正在

进行：台上的学生在做精彩讲解，旁

边的学生在书写板书。之后，有学生

提出另一种答题思路，教师巡查学情

后，让各小组进入新一轮探究。

类似这样的场景，在学校“一心

六环”智慧课堂上经常能看到。学校

各学科课堂均聚焦深度学习，构建高

效课堂，注重启发、互动、探究，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提问、自主探究，

以培养学生发现、提出、解决问题的

能力。

学生每天还有10分钟专门的“复

盘”时间，大家为彼此的学习生活表

现评价打分，并填写小组成长总结。

翻开各班小组成长手册，能看到

每个孩子成长的足迹。手册中包含

了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每一个小组

就是一个成长共同体。每个成员都

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以

综合素质评价为导向，以小组合作为

抓手，以深度学习为目标，强化育人

导向，改变了以学业成绩为单一指标

的传统评价模式。

在将教育评价权交给学生的同

时，其实也激发了他们自主学习的兴

趣，释放了个性发展的空间。

“不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

静下心来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株

洲市二中枫溪学校初中部始终朝着

这个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二中枫溪

学校初中部校长）

我的校长几年前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

我便一个人在宿舍看书。亚东打来

电话，说他正在校长室看新淘的一本

书。我一听，便放下手中的书，迅速

向校长室奔去。

亚东，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年龄

长我两岁，应该算是我的兄长，不过

我习惯叫他“亚东”。他也没有表示

反对，所以一直就这么叫着。

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随和、易相

处的人。他长得文质彬彬，一副书生

样貌，虽身为一校之长，却没有丝毫

的“官架子”。平时我们（包括其他同

事）之间都是有说有笑，可以拉家常，

可以谈教育，可以谈理想……每次谈

话，必不可少的就是笑声。

他比较爱看心理学方面的书。

他说，一切事情形成皆有它的原

因，而在这原因之中起主导作用的就

是每个人的心理。真是一语中的啊。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认识到，一个

合格的教师首先应研究的不是教材，

而是学生的心理。所谓“打蛇打七

寸”，对于学生来说，“七寸”便是他们

的心理。我们只有去研究、分析学生

的心理，才能找到帮助学生的最佳路

径。比如一个不受其他同学欢迎的

学生，我们该怎么对待？不应该是简

单的说教，或者怪罪于他，而是应该

去分析：其他同学为什么不欢迎他？

他在做不受其他同学欢迎的事时心

里是怎么想的？他这样做想得到什

么……追本溯源后，我们才能给这个

学生“对症下药”。当然，在下药的时

候也要注意，药下多少？少了，起不

到作用，反而会使这个学生愈演愈

烈；多了，大家肯定也会想到后果。

他是我的师友。友，不用再多作

赘述。师，我还是要说一说的。我

“看书”的习惯，就是受他的影响。

记得那是 2007年的事了。我在

他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本周国平的《碎

句与短章》，随手翻了翻，没想到居然

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了，便向他借来，

完完全全读了一遍。在读的过程中，

我有很多疑惑，便与他一起交流，及

至“迂魔”状态，一时在同事间传为

“佳话”。

通过读书，我受益良多。尝到了

甜头之后，我又陆续买了周国平的

《善良丰富高贵》《安静》《各自的朝圣

路》《守望的距离》《风中的纸屑》等。

再后来，我又迷上了季羡林、老舍、梁

实秋、鲁迅、余秋雨。时至今日，我仍

坚持走在读书的路上。

不仅是我受到了亚东的影响，

许多教师也是。亚东做了校长之

后，特别注重教师的专业成长。开

会时，闲聊时，他总会给大家推荐一

些书，而且还向大家承诺：书尽管

买，只要是对个人专业成长有帮助

的，拿来报销。

这两年，他在学校开设了“校长

微讲堂”和“幸福讲堂”。“校长微讲

堂”主要是他向全体教师作读书汇

报。他接收外界信息和新生事物的

能力比较强，也总能从中有所发现。

通过他的分享与指引，学校里掀起了

读书热。在亚东的带领下，学校的

“幸福讲堂”也应运而生。“幸福讲

堂”，主要是学校读书团队的成员向

大家作读书分享、交流，每周分享一

本书。亚东说：“为了不被时代淘汰，

也为了能让自己更好成长，阅读是必

须要做的，而且要坚持做，要相信阅

读的力量！”

我们班上有个学生特别爱阅

读。有一次，他在课上偷看书被我逮

个正着。一问才知道，他着急要去还

书，所以才这样“加班加点”。我把这

事儿告诉了亚东，他说：“这事好办，

你让那个学生来找我。”该生从校长

室回来后，非常开心地跑来告诉我：

“校长给了我特权，可以延长借书的

时间。”后来，这个学生考取了区里的

重点高中。前不久，他还发来微信让

我转达对校长的“知遇之恩”。

亚东办公室的茶几上堆满了图

书和报刊，作为校长，他平时事务繁

忙，但仍不忘读书，我们又有什么理

由不去读书呢？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区黄集实验小学）

书生校长
□ 常 猛

校长观察初到一所学校担任校长两个月，

从满怀憧憬激情澎湃到逐渐回归理

性，我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同时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意外发生的几

件事，让我有了更强大的前行动力。

主动要求磨课，让我看到了学

校的发展潜力。那天听了年轻教师

王婷的课，因为忙着要处理其他事

情，我并没有评课。没想到，她后来

专门到我办公室让我评课，刚好有

点时间，我就说了说对她那节课的

看法……听完我的建议，王老师表

示会在之后的教学中不断改进，并

邀请我再次走进她的班级听课。同

时，她还请我帮她磨课，“逼”她在教

学中有成长、有突破。接到这样的

“邀请”，我很惊讶，也很高兴。于是

立刻答应了她，并表示一定会搭建

平台，让更多年轻教师有机会得到

指导，快速成长。

即使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依然

很激动，一所学校的年轻教师有这

样的成长需求，让我看到了他们对

自己的高要求，也让我看到了学校

发展的潜力。

这一次，青年教师给我上了一堂

名叫“追求”的课。

不提条件，先做起来，让我感

到了一种担当。一天，总务主任跟

我 说 ，学 校 地 下 室 堆 满 了 各 种 杂

物，需要请工人来帮忙清理。请人

就意味着要花钱，我们最后商议，

这件事不用着急，可以让保洁师傅

慢慢来清理，每天干一点，实在干

不完再找工人来干。其实我内心

也不确定保洁师傅是否会同意，而

且即使同意估计就是简单收拾一

下。没想到，总务主任下午就告诉

我，保洁师傅同意了。一周后，地

下室就已经收拾出来了。走到地

下室时，满眼都是干净有序，我看

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这是给保

洁师傅额外安排的工作，但是 5 位

师傅没有提条件，而且是在最短的

时间干完了活。于是，我从家里装

来 5 兜苹果，让总务主任代表学校

感谢一下。

这一次，保洁师傅给我上了一堂

名叫“担当”的课。

主动思考，优化工作，让我体会

到了教育使命。一天，我高度肯定

了主管学生资助的韩老师的工作，

但她并没有流露出喜悦的笑容，反

而低下头说自己很愧疚，“其实在工

作中还可以对符合资助的学生进行

培训，让他们充分了解资助政策，学

会感恩；也可以对资助学生进行跟

踪式随访和评价，引导学生更好地

成长……还可以做的其实有很多，

但我总是以工作太多为由没有深入

开展。”听完这段话，我对韩老师又

有了新的认识。

这一次，学校中层给我上了一堂

名叫“使命”的课。

作为学校负责人，我经常会给教

师讲述发生在学校的故事，希望一个

个故事会不断给大家传递力量。每

当自己遇到难题疲倦烦躁时，我也总

会想起这几个故事。它们让我看到

了希望，让我感受到了温暖，也让我

体会到使命在肩。

（作者系新疆克拉玛依市第二小

学书记、校长）

几件“意外”的事
□ 周春燕

治校方略

□ 张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