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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别开生面的“走进教育现场”

培训活动，刷新了沈阳市乡村校长对

于培训的认知。

这天，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叶茂

台镇中心小学校长刘岩见到了 10 多

位沈阳市教育专家，他激动地说：“因

为加入了沈阳市田冬名优校长工作

坊，才有机会得到这么多真实、宝贵的

良策。今天的培训活动就像及时雨，

给我们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是我市积极探索高质量教育领

军人才培养的全新机制。”沈阳市教育

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部部长郭毓鹏说，

“立足‘幸福教育’发展内涵，以53个名

优校长工作坊主持人为领头雁群，以

471 个名优校长工作坊成员校长为发

展雁群，构建‘双维四机五驱动’高质量

校长队伍雁阵发展生态场。其中‘双

维’是指通过横纵双向维度；‘四机’是

指横向四大机制深度培植，旨在规划校

长高质量雁阵发展愿景图；‘五驱动’是

指纵向五大任务群驱动引领。”

找痛点，抓真问题
一场双向奔赴的教育契约

面对教育强国战略对于高质量教

育领军人才的培养需求，沈阳市教研

部门以打造引领性“教师学习共同体”

品牌为契机，探索群体协作型教师专

业发展新路径。如何由“我”变成“我

们”？诀窍在于找到个体在专业发展

过程中的痛点，将痛点作为专业再发

展的生长点。

以“共同性的发展痛点”为研究主

题，教研部门将学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真

问题——聚焦“双减”改革、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建设、沈阳区域教育痛点等梳理为覆盖校长专业发展

六大领域的53项研究主题，作为53个名优校长工作

坊 5年研究的主要内容，面向全市校长教师“公开招

标”，吸引有相同困惑的校长、教师主动加入，双向奔

赴组建核心研究团队。工作坊成员实行年度动态调

整机制，不合格的成员可以自动退出，想加入的成员

可以再次申请，形成良性互动的高质量教育人才“蓄

水池”。

通过专项培训引领、高效管理协同，各工作坊在

专家团队指导、同伴间互相观摩、基于问题的学校诊

断、自我深度反思与实践改进中，教学相长、诊断互

助、抱团前行。

找方法，解真问题
一个迎难而上的攻坚团队

如何由“我们”变成“团队”？沈阳市教研部门的

方法是，在共同解决真实的实践问题中，形成一个个

敢于突破、勇于解题、高黏合度的研究攻坚团队。

走进真实的教育现场，创新开展“走进教育现

场”的“三环八步”案例解剖式培训。“三环”是指培

训前—培训中—培训后 3 个环节，“八步”是指征集

改进意愿—确定改进学校—提炼改进问题—匹配

领域专家—前置研修清单—走进教育现场—后置

研修反馈—反思与改进等8个实践步骤。

在得知叶茂台镇中心小学的办学困境后，工作

坊专家与刘岩多次沟通后提炼出“乡村学校文化建

设的困境”与“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两个培训

研修主题。数十位沈阳本土教育专家一起参观校

园、深度研讨交流，共同为这所乡村学校的发展出谋

划策，一起守护乡村儿童的烂漫童心。

“走进教育现场”活动还在继续，持续获得高度

好评。

找平台，展真策略
一个享誉区域的教育品牌

如何由点到面？如果说开展“走进教育现场”培

训研修活动是点，那么辐射到的仅仅是个体学校，沈

阳市还积极搭建全市各级各类展示平台，将名优校

长工作坊建设的优质成果与典型案例进行推广和宣

传，积极开展沈阳市名优校长工作坊建设成果巡展、

首届沈阳市校长高峰论坛、沈阳市名优校长工作坊

典型案例展示等活动。

2023年，沈阳市教育局遴选了7个名优校长工作

坊优秀典型，点燃了教育强国背景下沈阳市高质量

校长队伍建设的燎原之势，逐步打造出一个享誉全

省、全市区域教育发展的响亮品牌。

“十四五”以来，沈阳市名优校长工作坊开展活

动近 1500 次，在各级各类媒体发布活动动态 300 余

条，荣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项、第五届中

国质量奖提名奖1项，承担省市培训项目40余项，参

与沈阳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项目 40余项，累计

辐射我市校长教师15万余人次。

名优校长工作坊领军团队培植工作已经成为沈

阳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以此为载体，我们将强化任

务驱动、创新研修模式、打造育人场域，切实促进全

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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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地处省级扶贫“西南岗”

片区，学生 1200 余人，教职工 56

人，大部分是年过半百的老教

师。我曾与教师交流，几乎所有

教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压

力，1/3的教师身体出现了这样或

那样的疾病。因此，为教师减压

成了摆在我这个校长面前的一项

重要工作。

教师感到负担重，往往是心

理上的负担重。某项工作如果乐

于去做，就不会是负担。所以，只

有进行心理减压，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减负。

近年来，我校从活动、行动、

顺动三个维度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为教师进行心理减负。

活动增效
减轻教师工作压力

我校教师平均每周课时数接

近 20节，加上许多学生是留守儿

童，教师每天不是在处理学生问

题，就是走在处理学生问题的路

上，因此身心疲惫。

为了给教师减轻工作压力，

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小活动，让

教师在紧张的工作中释放自己的

情绪。2023 年秋季学期，我们为

教师举办了盲盒抽奖、风火轮、旋

风绕杆跑、情满加油站、4×60米

接力、沙包投准、筷子夹乒乓球、

吹乒乓球等活动，教师每天生活

在快乐之中，他们的工作效率就

可以得到提高，找到自己的归属

感与幸福感。

行动支持
减轻教师家校压力

教师心理压力的最大源头

来自家校协同育人。因为种种

原因，教师对班里孩子是“碰不

得”“说不得”。只要孩子回家说

自己在学校受委屈了，家长就不

分青红皂白地打 12345 投诉，有

的家长甚至颠倒黑白。这也导

致教师在管理学生时如履薄冰，

最终形成“不敢管、不愿管”的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要站在

教师身后支持他们正确的管理

方式，让他们有尊严地站在学生

和家长面前。

在一节体育课上，教师让一

个辱骂他人的学生到操场边反

省，家长打 12345 投诉教师打学

生，要求教师在全班学生面前给

他家孩子道歉。了解情况之后，

学校立即调取了操场监控，发现

教师并没有家长所描述的恶劣行

为，最后，学校要求家长向教师公

开道歉。

校长只有将教师的尊严放在

第一位，才能让教师享受家校互

动带给他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顺动”关怀
减轻教师生活压力

“顺动”意为顺应事物固有

的规律而运动。我校多数教师

家里都有农田，他们处于一种

半教半农的状态。特别是农忙

时，他们往往是在忙完农活后

匆匆赶到学校上课。有的教师

还处于贫困边缘。校长只有将

关怀他们的家庭生活作为自己

的工作任务之一，才能让他们

安心工作。

学校规定每学期给教师 5

天时间处理校外事务，不算请

假；农忙那几天，学校不考勤，

在保证班里有教师正常上课的

情况下，其他时间可在家忙农

活；当某位教师家庭有困难时，

学校都会帮忙想办法处理，解

除其后顾之忧。校长只有根据

不 同 教 师 家 庭 现 状“ 顺 动 ”关

怀，才能让教师从家庭生活中

享受到幸福感。

当然，不同学校的教师因环

境不同所面临的压力也不同。但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

有减轻教师心理压力，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为教师减负。只有让教

师内心阳光，对职业充满希望，他

们才能感受到职业幸福。

（作者系江苏省泗洪县天岗

湖中心小学校长）

心理减压才是真正的减负
□ 皮大鹏

如何为教师如何为教师““心理减负心理减负””

教师每天面临的事情很多，

事情的累积疲惫了教师的身，也

往往困住了教师的“心”。但我们

相信，只要方式得当，用心操作，

细节落地，教师的减负，特别是心

理减负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小背篓”课程理念聚焦于

“小”“背”“篓”3 个经典汉字，

“小”是指所有的问题、困惑和负

担压力，都是由琐碎的小事累积

起来的，为教师减负，既要建立大

的机制，更要着力解决小的“思想

之窘”；“背”是指减轻教师负担是

常态化工作，学校要把减负工作

纳入“一日规程”，要从解决教师

的心理负担入手，减负工作才更

有效；“篓”是指教师的负担涵盖

方方面面，“减负策略”也要通盘

考虑教师的体力、心理和精神压

力，多头并举。

“动脑”拓展心灵之路

教育这份工作的价值，是最

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苏霍姆林

斯基说：“如果我用了 100种方法

都不能让这个学生改变，我会寻

找第 101种方法。”教师工作生涯

的 1/3时间是在学校这个“家”度

过的，学生成长中最需要“启蒙养

正”的青春年华是在学校这个

“家”度过的。优秀的教师就要用

心谋划好学生成长关键时间的所

有教育教学活动，否则就是失职，

就是“心灵违约”。

通过问卷、研讨等方式，大家

发现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中存在

的问题，并把问题分为 5 种类型

并找到解决对策。一是“井底之

蛙型”，需要常学习、勤反思；二是

“熟视无睹型”，需要增强敏锐性；

三是“处之无措型”，需要提升思

维品质，增强处事能力；四是“虎

头蛇尾型”，需要建立系统思维和

大局观念；五是“重回原点型”，需

要常强调，多督查，防止反弹。

某些问题3个电话办不妥，到

现场一看就明白了；某些问题一两

个人到场解决不了，第三个人到场

就解决了。学校工作和班级工作

千头万绪，但通过以上方式，绝大

部分问题都得以妥善解决。细究

原因，是因为许多“小问题”看似是

小问题，其实是需要级部甚至学校

层面协调解决的，而非一两个教师

能办到。“现场办公”解决问题，高

效而实用，相关教师如释重负。

“读写”提升心灵高度

每天，学校都会专门留出一

节课的时间让教师到图书室选

书。我和教师集体共读《论语》

《大学》，开展“国旗下讲《论语》”

系列活动，师生同台，从灵魂深

处激发教师。

每名教师每学期至少有两次

外出学习或讲学的机会。我们提

倡教师每次外出学习至少要带回

一本书。学期末，学校举行“评书

会”，全体教师根据推荐书目的阅

读率、受欢迎程度等评选出“优秀

图书”——教师的精神生活和精

神产品得到大家的认可，增加了

工作的成就感。

教育写作是教师心灵成长的

密码，学校重点解决教育写作中

的5类问题。一是因为事务性工

作繁忙导致的“没时间写”；二是

因为读书少带来的“没得写”；三

是因为写作水平所限导致的“写

不了”；四是因为不专业导致的

“不知道咋写”；五是因为对教育

写作长远意义的领会不够深导致

的“瞧不上”。学校对症下药，引

导教师走向专业写作之路。

“动心”调匀心灵之弦

“教师工作是很费力、很烦

琐的事情”，大多数教师特别是

老教师都这样想。而当“信任”

文化理念充盈大脑时，大家会觉

得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平衡，心情

会越来越好。绩效工资，其中

“勤”一项要求教师签到签退。

我们积极尝试并坚持实施无签

到制度，这就体现出对教师的充

分信任。

学生每年都会举行一些隆重

的仪式，其实教师也需要。除了

与学生一起享受的各种节日和仪

式，我们还专门为教师设置了节

日。节日期间，每位教师选择适

合自己的 1—2 个健身项目进行

展示，如扔飞镖、投篮，小小的节

目放松教师的心情。“老师集体跑

操”更是把大家的精气神提升起

来。我们还会不时组织教师外出

集体拓展……特级教师李镇西

说：“教育要有一点浪漫的气息。”

一个能歌善舞、会笑爱闹的教师

一定会给教育带来浪漫的气息。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周村

区东门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小背篓”减负策略
□ 石卫东

为教师减负，除了深化学校

内部治理、减轻教师非教学任

务负担、关爱教师、把教师心理

健康摆在首位等措施，为教师

赋 能 也 是 一 种 有 效 途 径 。 因

为，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赋能

亦是减负，减负与赋能是有机

统一的。

扬美实验学校始终把教师

作为推动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

实施“伙伴计划”，打造教师成长

共同体，为教师赋能，助力教师

成为行家里手，实现举重若轻，

赋能减负。

实施阶梯式培养

学校依据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等实际情况，实施阶梯式

培养。针对新教师实施“启航

计划”，开展入职培训，帮助新

教 师 了 解 学 校 文 化 ，融 入 团

队。入职培训结束后，教师根

据各自实际情况参与相应的提

升培养计划。工作未满 3 年的

青年教师参加“薪火计划”，主

要的培养方式为师徒结对。每

年由课程发展中心、学生发展

中心会同级部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并组织相应考核。同时，面

向全体教师实施“领雁计划”，

对特别优秀的教师开展“头雁”

教 师 自 荐 和 推 选 活 动 ，为“ 头

雁”教师提供全方位的导师、物

资和培训支持，打造“头雁”队

列，由“头雁”领衔开展项目化

研习，打造高、精、尖教师团队。

设立班级首席教师

班级好了，教师负担自然就

轻了不少。班主任是班级的灵

魂，是班级建设的核心力量，扬

美实验学校明确班主任为班级

首席教师，把班主任队伍建设摆

在教师队伍建设首位。学校定

期开展班主任技能大赛、经验交

流分享会、心理健康培训、专家

讲座等培训活动。学校设立“班

科联系”制度，赋予班主任权力

与职责，定期组织班级科任教师

开展班级工作研究，凝聚工作合

力。通过国旗下讲话、公众号、

主题班会等形式，宣传优秀班主

任事迹，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

用。同时，设立“班主任节”，开

展为班主任画一幅画、写一封

信、唱一首歌、录一段心里话等

“四个一”活动，融洽师生关系。

举办班主任及其家属一同参与

的篝火晚会、推送致班主任家

属的一封信等，争取班主任家

属的理解与支持，进一步舒缓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

激励教师自我成长

成长离不开激励。学校制

定了教师年度考评办法、教学常

规考核办法等考评制度，建立了

教师绩效考评系统，教师自主申

报、部门审核，利用大数据实现

评价过程可视化，发挥评价的导

向作用。评价中，既有底线要

求，又有加分激励，有效实现了

“要我这样”向“我要这样”的转

变，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学校坚持质量立校，制订教学质

量奖教方案，每年评选“卓越团

队”“先锋教师”，举行颁奖盛典，

隆重表彰获奖团队和教师。每

年开展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名

师模仿秀等活动。在榜样和团

队的共同引领下，学校教师团队

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学习氛

围，完成了内在的迭代升级、自

我成长。学校建校仅 7 个年头，

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就实现了

脱胎换骨的改变。

教师减负是教师心中长久

以来的痛点，仍然任重道远，需

要各级政府持之以恒动真格，也

需要中小学校变被动为主动，有

所作为。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扬美实验学校副校长）

精耕“伙伴计划”赋内能
□ 甘亚锋

某项工作，如果乐于去做，
就不会是负担。而教师之所以
感到负担重，往往是心理上的
负担重。因此，只有进行心理
减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