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您服务
2015 年，中国教师报教师发

展中心特别推出八大服务项目，
为区域课改推进、学校品牌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名优校长培养等，
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欢迎广大
读者及区域管理者垂询。

誗区域样本培植 整体培
训策略引领， 媒体品牌宣传助
力，打造区域改革样本

誗学校品牌打造 改变学
校发展模式， 培育中国新学校
典范

誗新生代班主任培养 搭
建班主任专业研修平台， 探索
班主任专业成长机制

誗学前教育专项培训 提
高办园水平，助推内涵提升

誗国际项目考察与交流
加强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

誗名师成长工程 名家专
业引领，合作加速成长

誗校长领导力提升工程
突破校长管理瓶颈， 提升校长
专业领导力，培育教育家型“新
校长”

誗课改专项培训 量身定
制，专业服务

服务热线：010-82296824

国家有关部门在多方研究、 广泛论证
的基础上，拟订了《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
（草案）》。 就民办教育而言，针对实践中存
在的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不清、 出资人取得
合理回报缺少操作办法， 以及法定的相关
优惠政策无法正常实施等管理难题， 该草
案作出了两大调整： 一是修改 《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中关于举办学校不得以营利
为目的的禁止性规定， 允许营利性民办学
校存在。二是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
对民办学校实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管
理和差别扶持， 落实包括收费定价权在内
的学校办学自主权。可以说，这些修订抓住
了长期制约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
题和主要矛盾， 尤其是对民办学校实施分
类管理所作的专门规定， 切中了民办教育
的要害。

基于对民办教育的多年研究及考察，
同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认为，从
促进我国民办教育更好更快发展的角度
看，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还应重点关注以
下问题。

明确修法的目的和意义， 进一步彰显
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修法重在促

进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民办教育是教
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
的重要力量”。 而且从实际情况看，各级各
类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的占比逐步提
高。因此，建议从立法上对民办教育的地位
和作用给予更大的肯定， 鼓励和激发社会
力量办学，促进民办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秉持公平正义原则， 稳妥推进营利性
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我国民办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投资办学， 对民办学校
实施分类管理， 应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平正
义的原则， 在立法上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优先发展的同时， 不能对营利性民办学
校造成制度性排挤。 除了赋予营利性学校
合法地位外， 也应制定有利于营利性学校
发展的相应规定。

此外，有必要从实际需求出发 ，探索
建立我国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产权制度 ，
在与现行法律规定保持大体一致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扶持与奖励”的作用 ，在民
办学校剩余财产分配问题上 ，恢复 《社会
力量办学条例 》曾有过的表述 ，即可 “原
价或折价返还举办者初始投入部分”。 这

样有利于打消现有举办者的顾虑 ， 推动
分类管理顺利进行。

维护行业秩序， 对各类办学主体的资
格条件及准入领域作出规定。首先，政府应
充分考虑各类教育均具有公益性的特点，
在立法上对包括教育培训机构在内的学校
及教育机构的设立， 统一实行行政审批制
度，并根据业务性质明确相应监管机构。其
次，明确规定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
的学校， 或者以国有资产为主参与举办的
学校及其教育机构， 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
织。再其次，对举办营利性教育实行负面清
单管理， 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转设
为营利性学校需经相关部门核准， 对于其
他学段营利性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应建立有
效的监管制度。

落实平等法律地位 ， 在立法上明确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具体法人类属 。 受
现实因素制约 ， 该草案对非营利性民办
学校的法人类属并未作明确规定 ， 只是
笼统地规定依据有关的法律 、 行政法规
进行法人登记 ， 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即时予以办理。 但是，因现行法律法
规中并无 “非营利性法人 ” 这一专用术

语， 所以实际上这类民办学校的法人类
型是不明确的 ， 除了少数有国资参与的
学校外 ， 大多数此类学校的最终法人类
型可能是维持“民办非企业单位”。 如此，
则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民办学校享有同等
的法律地位 ， 难以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在
社保及养老等方面的待遇 。 政府应认真
审视这一问题，冲破藩篱 ，在此次修法中
明确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为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法人或者民办事业单位。

坚持扶持与规范并举， 重视建立健全
民办学校内部法人治理结构。 政府一要明
确规定党组织负责人成为民办学校决策机
构的当然成员， 发挥政府的监督和保证作
用。二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举办
者及其代表在决策机构所占比例作出一定
的限制， 以便更好地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
科学化。 三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有关私立
教育立法的经验及做法，增加专门条款，就
民办学校常设监督机构———监事会的设立
问题给出具体规定， 进而促进民办教育的
科学发展。

（作者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法律事务
部部长、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

□董圣足

让法律为民办教育发展护航

决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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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推进校园足球成为各区域的共同
选择， 如何才能实现校园足球的教育功
能和社会价值？ 河南省洛阳市教育局以
课改的视角谋划校园足球建设， 实施校
园足球发展的“133 工程”，形成“教育统
筹、多元参与，立足校园、教会学生，辐射
家庭、动力更足，社会参与、活力更强”的
校园足球推进经验。

行政驱动，促进校园足球快速发展。
洛阳市是 “省级校园足球 ”城市 ，已有
102 所学校被教育部命名为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专业指导教师 232 人 ，全年
各级联赛达 6000 余场。 而全市校园足
球工作的快速发展，强有力的行政推进
是保障。

洛阳市成立了校园足球领导小组，确
保人、财、物到位，有专门办公地点，专人
负责校园足球工作；成立了校园足球专家
委员会，定期召开由专家、校长、指导员、
教练员、裁判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及时发
现并解决问题。 洛阳市还出台多项措施，
从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更新观念、加强组
织领导、推进队伍建设、坚持教体结合、丰
富足球活动、塑造足球文化、提供经费保
障、 强化考核评价等 9 个方面指导落实，
使推进校园足球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此外， 为了让校园足球深入教育教
学之中，洛阳市实行了“三挂钩”制度，即
校园足球课程与学校特色建设挂钩、足
球教学与教学考评挂钩、 校级联赛与相
关教师业绩考核挂钩。 同时，开展优秀
指导教师、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校
园足球与课改、教学优化等评比活动，将
校园足球课程的开发、设计、实施纳入优
质课赛讲体系之中。

多元参与，确保校园足球常态运行。
抓好校园足球的普及工作是发展校园足
球的重要内容， 开展校园足球联赛则是
发展校园足球的催化剂。

为确保校园足球常态运行， 洛阳市
要求所有足球特色学校要做到 “十个
一”，即一个专业足球教练，一套校园足
球校本教材，一个学生一个足球，一天一
次足球活动，一班一支足球队，一周一次
足球技能课，一月一次校级足球公开课，
一学期一次“校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一
学期一次“市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一年
一次校园足球文化节。

今年， 洛阳市八县一市九区全面启
动“县（市、区）长杯校园足球”比赛。 截至
目前，联赛共进行了 780 场比赛，参与学
生 6000 余人。 “县（市、区）长杯”共进行
了 1800 余场比赛， 参与学生 2 万余人；
2015 年全市共组织中小学“校长杯”联赛
近 8000 场，全市超过一半的学生参与其
中， 使校园足球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有了
大幅提升。 同时，各试点学校每周组织相
关活动， 市教育局每年举办全市青少年
校园足球节和足球嘉年华， 形式多种多
样，有足球知识竞赛、足球手抄报比赛、
校园足球摄影评比、足球小明星评选等，
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

嵌入课程，优化校园足球教学工作。
高质量推行校园足球， 必须走课程化之
路。 基于这一认识， 洛阳市从教师队伍
建设、课程要素有效嵌入和教学链条有
效连接等方面着手， 将校园足球嵌入学
校课程之中。

其一，建设三支队伍。 对校长队伍、
指导教师队伍、 裁判员队伍进行培训，

确保校园足球课程化后可以有效运行。
邀请我国女足原教练王海鸣、国家女足
前运动员范运杰等专家对三支队伍进
行专业技能培训。 同时，组织校长到外
进行培训学习，考察省内外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

其二， 课程要素的有效嵌入。 洛阳
市深挖校园足球的教育功能、 社会价值
和文化内涵，增加足球教育的内容，提升
足球教育的内涵，探索融足球技能课、大
课间、联赛等要素于一体的课程结构，定
期组织沙龙与论坛， 专题研讨课程与教
学，坚定地走校园足球课程化之路。

其三， 教学链条的有效连接。 为了
优化校园足球的教学工作， 洛阳市进行
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例如对大课间足球
技能操的优化，减少学生的手部动作，设
计了“足球动人也动”的技能训练动作，
以及足球技能训练操。

校园足球不仅是学校体育教育的组
成部分，也是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力，
需要团队的配合和支持； 校园足球不仅
是一项体育运动， 更是撬动学校课程改
革的有力杠杆。 因此，除人财物必须跟
上外， 还要有专人牵头和主持。 洛阳市
主张校长亲自挂帅，担当校园足球课程
的召集人、总协调人，进而构建完整的校
园足球课程体系。

通过近 3 年的实践， 洛阳市推进校
园足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批学生
因足球走出洛阳，走向全国乃至走出国
门，校园足球也成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
又一张靓丽的“名片”。

（作者单位系洛阳师范学院、河南省
洛阳市教育局体卫艺工作站）

区域观察

洛阳：足球进校彰显教育价值
□张 欣 陈 钢

特别关注

面对教育管理中的 “经验型、 随意
性、碎片化”问题，作为新时期的教育管
理者，我们要打破陈规陋习，抓住深化教
育改革的契机，协调好六大关系，才能在
社会不断变化、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
营造教育发展的新常态。

政策与执行。 基层教育管理者首先
要厘清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站在民
族和国家未来的高度审视教育， 领会教
育政策的精神和实质， 关注教育改革的
新动态， 坚定不移地执行国家教育政策
方针，避免“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现象。同
时，严于修身，恪尽职守，大胆创新，把培
养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的现代人才作
为使命，形成一方教育新气象。

学校与社区。如今，学校不再是社区
中的“象牙塔”，而是越来越广泛地与社
区产生着密切联系。当学校教育社区化、
社区生活教育化时， 学校教育就不能停
留在学校、课堂和书本，而是要挖掘社区
教育资源、利用社区资源，构建开放的教
育体系。这要求教育工作者走出学校、融
入社区， 利用社区资源丰富学校教育的
内容，让学校与社区有机融合，为学生的
终身学习提供条件与环境。

管理与用人。管理工作是一门艺术，
掌握这门艺术的关键是用好人， 教育管
理也不例外， 基层教育管理者要善于发
现人才、用好人才，做到“知人善任，用人
之长”。学生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不允许后退或出现差错，教育管理者
只有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让学生
成长的步伐不断向前。

工作与荣誉。 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
发挥自身才能获得成就感， 进而保持愉
悦的心情，快乐生活，而荣誉只是潜心工
作带来的副产品。理解这一点后，教育管
理者要在实际工作中让荣誉与工作相匹
配，而不是“两张皮”；让荣誉名副其实，
让教育工作者崇尚荣誉， 将荣誉作为动
力，而不是唯一的奋斗目标。

质量与评价。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
为教育质量就是学习成绩和升学率，这
与人们的素养有关， 但也与教育系统长
期坚持“唯分数第一”的理念有关。 教育
是一个促进人精神成长、 陶冶情操的过
程，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分数和升学率来
衡量教育质量。打破这一固有观念，首先
需要教育内部进行转型， 走出检查知识
技能的小路， 走向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
形成的大路；打破唯学业成绩评价师生、
唯升学率评价教育质量的局面， 从学生
综合素养、学校办学质量、教育持续发展
等方面进行评价。完成这些工作，需要教
育管理者建立家庭、 社区等共同参与的
教育评价制度，构建以学论教、以研论校
的发展性评价模式， 让教育真正服务学
生、服务教师、服务教育。

过程与结果。 教育是一项系统的素质
提升工程。 教育工作者要深知教育规律，
回归教育常识，不随波逐流，科学谋划区
域教育的内涵发展。 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领
域，不能只重结果而忽视过程，更不能为
了升学率而牺牲孩子的健康成长，而是将
教育做细、做精，方能彰显教育本色。
（作者系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教育局局长）

做细做精
方显教育本色

□杨 恭

新时期的教育管理者要敢于打破陈
规陋习，抓住深化教育改革的契机，才能
在社会不断变化、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
下，营造教育发展的新常态。

参与运动快乐多
金秋送爽，为满足

学生好动的天性，激发
学生的运动热情，江苏
省东海县将跳 绳 、跳
圈、兔子舞等活动和游
戏融入大课间，让学生
在快乐的运动中健康
成长。 图为东海县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西双湖
校区的孩子们在大课
间时做游戏。

张开虎/摄

图说区事

只 有 政 府 审 时 度
势，冲破藩篱，在此次修
法中明确规定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为自收自支事
业单位法人或者民办事
业单位， 才能从源头上
解决民办学校享有同等
的法律地位， 落实民办
学校教师在社保及养老
等方面的待遇， 促进民
办教育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