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需要什么样的规划？
“十三五”开局之年，做规划尤

其重要。 什么样的规划既顶天又
立地，真正为学校发展定方向、把
脉搏，考验着校长的才情和智慧，
谈谈您的学校规划，说说您的顶层
谋略。 字数在 2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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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征稿

海南中学的前身是 1923 年创办
的私立琼海中学。 1993 年，海南中学
建校 70 周年之际 ， 将校训定位为
“尚德、睿智、唯实 、创新 ”，并一直沿
用至今。

尚德，意为“崇尚德行”，取自《论
语·宪问 》：“君子哉若人 ！ 尚德哉若
人！ ”学校认为，一个人伟大的志向总
是与不倦的道德追求紧密相连的，“为
人”与 “治学 ”如雄鹰的双翅 ，相伴相
生。 海南中学重视立德树人， 鼓励莘
莘学子以高尚的道德立身，热爱集体、
团结同学、尊敬师长、奉献爱心，做一
个善良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睿智，表示见识卓越，富有远见。
语出《孔子家语·三恕》：“聪明睿智，守
之以愚。 ”虚心好学，假借万物，寻求
真知，提升自我，是谓“睿智”。 学校坚
持以人为本， 营造充满人文情怀的教
育教学氛围，将培养思想自由、学习自
主、 行为自觉的青年才俊作为坚定不
移的教育价值追求， 以此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勉励学生要
以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增进智识。

唯实 ，即为人诚实 、专业扎实 、
工作踏实、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语
出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修学
好古，实事求是。 ”求学与做人，都需
要求真务实的态度 ， 来不得半点浮
华虚假。 颜师古道：“务得事实，每真
是也 。 ”旨在要求学生不唯上 ，不唯
书，只唯实 ，不打虚妄 ，追求真理 ，脚
踏实地干实事 ，以明智充实梦想 ，靠
务实获取荣光。

创新，源自《礼记·大学》“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唯有推陈出新，才能
跟上时代的脚步。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海南中学）

海南中学：
尚德、睿智、唯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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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杨荫榆这个名字，我们往往会
想到鲁迅笔下那个“可恶的人”，在 《纪
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曾称她是“广
有羽翼的女校长”。 其实，杨荫榆作为近
代教育史上较有影响的女校长，她在教
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杨荫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是当
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的六妹。
杨荫榆先在哥哥创办的理化会学习，后
到苏州景海女中上了两年学，再到上海
务本中学读书。 1907 年，杨荫榆获得公
费留学日本的机会，1918 年又被政府公
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
杨荫榆的求学之路无疑被算作“另类”，
但她在学习上又无疑是优秀的。 在杨荫
杭创办的理化研究会里，杨荫榆接触到
近代数理知识。 到日本留学，杨荫榆成
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派女留学生之一。
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对留学生
的要求非常严格， 学生合格率很低，但
杨荫榆不仅顺利毕业， 而且获得奖章。
杨绛回忆姑母时说，“曾见过那枚奖章，
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铜的”。 在
美国留学期间，杨荫榆曾任留美中国学
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并与
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深受大师们的
熏陶。

杨荫榆的确是女性之中的佼佼者。
她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心无旁骛。 38 岁
从美国学成归来时还遗憾没有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连他的哥哥杨荫杭也开玩
笑说：再继续读下去，会“越来越不合时
宜”了。

当然 ， 杨荫榆的前半生不只是阳
光， 还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惊世骇
俗并给她一生留下阴影的大事 ， 那就
是坚决抗拒家里给她所订的婚事 。 时
任 《女子世界》 的主编丁初我如此写
道，此举是“女子不依赖于男子而能自
立之先声也 ”，但同时也承认 “此事闻
之恶浊社会，鲜不骇且怪者”。 这时的
杨荫榆，不过十八九岁。 从此以后 ，杨
荫榆终生独居。

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杨荫榆被聘为
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 （江苏师范前身）

教务主任，为学生教授生物学课程。 次
年，她来到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简称“女高师”）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1924 年 2 月， 受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
杨荫榆进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任校长。

杨荫榆上任之后，满怀热情地投入
到教育事业中。 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
响，杨荫榆注重学生的学风品行，要求
“今日女子教育，道德与知识并重”。 她
不能容忍学生的“率意任情之举”，并要
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
运动。 由于信奉“学校犹家庭”的理念，
杨荫榆认为，维护师长的尊严和师生之
间的上下秩序是保证良好校风的关键。

杨荫榆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
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
母”。 所以，杨荫榆被学生称为“国民之
母之母之婆”。

杨荫榆万万没想到， 她的热情、她
的抱负、她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 1925
年 1 月，女子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
递交了要求她去职的宣言，并派代表到
教育部申述杨荫榆任校长以来的种种
情况，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5 月 7 日，
杨荫榆以“国耻纪念日”的名义举行演
讲会，她作为主席登台，却被全场学生
的嘘声赶走。 在“五卅运动”爆发时，女
子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这与杨
荫榆的办学理念严重相违。 因为怕爆发
学生骚乱，7 月底，警察要求学生搬出学
校，并要校方解散入学预科甲、乙两部
等 4 个班。 8 月 10 日，教育部下令停办
女子师大，另成立国立女子大学。 坚守
女子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
13 人因与政府当局发生冲撞，被拖出校
门。 杨荫榆在学潮问题上“逆流而动”，
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事业前程。 女子师大
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校
长职务。

杨荫榆是不合时宜的。 她是一个理
想主义的教育家， 坚持自己的原则；但
又缺乏变通技巧，在反对学生行为的同
时缺少同情式理解； 而且与前辈相比，
资历尚浅。 杨荫榆所奉行的“学校犹如
家庭”的理念，被周作人批评为“师生关
系变成了高压与顺从的关系”， 被鲁迅
讽刺为“实施寡妇主义教育”，将学生视
为童养媳。 由于师生之间无法进行有效
的妥协与沟通， 导致大家互不让步，再
加之北洋政府的凶残以及低能的危机
处理能力 ，其后果是局面失控，一发不
可收拾。

杨荫榆热爱教育，不改初衷，即使在
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从她后来回苏州女
子师范学校任教、 以自己私资创办二乐
女子学术研究社就能窥见一斑。

这位不合时宜的女校长， 一直凭着
良心干着认为应当干的事业， 在历史上
自有评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杨荫榆：
“不合时宜”的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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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影像

苹果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
去世前曾提出一个深刻的质疑：“为什么
IT 改变了几乎所有的领域， 却唯独对教
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 ”而更早时，微
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我们总是
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 却低估未来十年
的变化。 ”

10 年前，PPT 在高中教学中的运用
还未成为普遍的常态；现在，高中课程不
用 PPT 教学的学校已经少之又少。 随着
教育信息化进程的加快， 智慧教育正以
更深刻的方式启发和影响我们。

所谓智慧教育，就是指依托物联网、
云计算、 无线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所
打造的物联化、智能化、感知化、泛在化
的教育信息生态系统。 它对现有数字教
育系统的智慧化水平有所提升， 有助于
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主流业务的深度融
合，从而更好地培养现代智慧型人才。

智慧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为我们解
决当前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提供了重要
途径。 譬如，通过班级授课制下的差异化
教学，解决人才培养中“规模”与“个性”
的对立问题 ；借助 “互联网+”的移动学
习， 实现与当前社会生活特征相适应的
学习方式变革；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提
升教育决策的科学性； 通过利用先进信
息技术构建智能环境， 让师生能够施展
灵巧的教与学， 从而为学习提供最适宜

的个性化服务： 建立面向学生的适应性
学习项目和学习档案袋； 拥有大量面向
教师和学生的协同技术与数字学习内
容；拥有学习者所需的更优的信息；占有
学习者随处可用的在线学习资源。

从教师的角度看， 智慧教育将帮助
教师实现“精准教学”，并最终达到教学
质量的全面提升。 从学生的角度看，智慧
教育将使学习更便捷、更高效、更具个性
化。 从学校的角度看，将有利于实施基于
大数据的科学决策和管理。

早在 2006 年 ，新加坡就启动了 “智
慧国 2015”计划。 其中的智慧教育，目的
是使新加坡公民能够运用信息技术手段
随时随地进行个性化学习与终身学习 ，
保持个人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涉及
的相关内容包括： 使用信息技术改变教
学方式，开发全新的学习资源，采用新的
评价方式， 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
化学习空间； 建设国家范围的教育基础
设施， 使所有学校都可以便捷低成本地
接入高速宽带网络， 学习者可以方便获
取需要的数字资源。 其中，10%至 20%的
学校被列为“实验学校”，他们将在教学
中试用最新的应用软件；5%的学校将被
列为 “未来学校”，成为走在资讯科技应
用最前端的学校。 除此之外，韩国、美国
也推出了有关智慧教育的策略， 希望借
助信息技术带来教育系统的全方位 、整

体性变革。
应该说， 智慧教育改变了传统教育

方式和办学模式， 它不仅对各类教育资
源进行重新整合， 而且以更便捷的方式
适应日益增多的数字化时代的学习者。

目前， 华中师大一附中正以智慧校
园为目标， 通过云端一体化和大数据战
略，分步实施、以点带面推进学校教育信
息化建设。 即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
先导， 以教育云平台和大数据中心为依
托，以教师、学生、家长和课程等 4 个数
据库建设为核心， 以智慧管理和智慧教
学为抓手。根据“十三五”规划，第一年以
智慧校园的基础环境和平台建设为主 ；
第三年以面向具体学科的应用系统和资
源建设为重点， 进行大规模和深入的应
用； 第五年将初步实现智慧校园的建设
目标。

在硬件环境建设方面， 学校通过网
络的升级改造，实现有线/无线网络校园
全覆盖，搭建云平台，完成云计算和大数
据基础设施的建设， 设计智慧校园一卡
通和物联网方案。 推动智慧教室建设，尽
快完成云端一体化教室建设， 提供云空
间和云资源， 完成多模式交互教室的构
建，配套智能终端。 推进智慧平台建设，
完成无纸化办公平台、微信互动平台、微
课教学平台以及学情分析平台的构建 。
在软件环境建设方面， 学校改革体制机

制， 通过专门成立信息资源中心和基础
教育研究院等机构，在激励机制、专项资
金、课题立项等方面给予倾斜，保障智慧
校园的建设。 比如，邀请校外专家指导和
论证智慧校园的设计与实践， 吸引校外
专家常驻学校深度参与智慧校园建设 ，
并定期对校内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教师进
行定制化培训。 重视数据文化的建设与
实践，提升全校师生的数据意识，依托大
学专家团队研究数据标准和规范的统一
规划， 强调实际建设过程中的数据规范
工作。 结合学校的特殊校情，量身定制与
开发智慧校园相关的平台及资源， 加快
合作模式的探索。

围绕 “培养学生关键能力 ”，学校目
前正开展以学生能力发展为导向的智慧
教育。 一方面，注重学生学科能力发展，
通过学情分析系统对学生学科能力进行
持续监测、诊断和跟踪，有望量化学生学
科能力的发展与变化。 另一方面，关注科
技创新活动开展， 依托学校的大数据基
础设施和平台， 通过科技活动研究记录
和分析系统， 详细记录学生在科技研究
中的所有过程和成果， 形成计算机可以
识别的量化数据；与此配套，建立 3D 打
印、机器人中心、创客基地、实践操作基
地，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思维和手
段，加强学生特长培养。

（作者系华中师大一附中校长）

□周鹏程

智慧教育的学校应对

智慧教育改变了传统教育方式和办学模
式,正以更深刻的方式影响未来教育，它不仅意
味着对教育资源进行重新整合， 而且以更便捷
的方式适应日益增多的数字化时代的学习者。

治校方略

不能容忍学生的“率意任情之举”，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
治运动。 在那段岁月，这位校长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每天都关注微信朋友圈， 发现有一
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些家长认为，孩子
的教育就是学校的事、教师的事，父母只
需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就可以了。 但我
认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学校教
育之外，家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且好的教育需要学校与家庭有机配
合。 所以，有效地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
必须调整家长的教育理念， 改变和优化
孩子的学习方式。

从单纯的知识学习向综合学习转
变。 现在许多孩子的学习仍然是被单纯
的知识、分数、升学所主宰，这种片面的
教育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因为 21 世纪是
强调综合素质的时代， 我们的学习必须
是综合性的。 一方面，要坚持文化学习与
品德修养、艺术修养、身心健康、能力发
展的协调与和谐， 决不能只培养会考试
的书呆子。 另一方面，学科学习也要坚持
从知识立意向价值观立意转化， 从知识
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化，坚持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统一
与协调。 学习的全过程要坚持以人为本，
教育的起点是人，教育的目标也是人，教
育就是要实现人的发展和完善。

从灌输接受式学习向探究发现式学
习转变。 知识经济需要的是创新型人才，
我们必须改变孩子的常规学习方式，注
重探究发现式、合作讨论式学习；改变学
生的学业训练模式， 不能整天是做不完
的作业。 家庭要配合学校教育，增加动手
操作、专题研究、社会调查、实验探究、查
阅资料、 阅读图书等重在培养能力的学
习任务。

从书本学习向应用学习转变。 我们
的教育要引导孩子坚持学与思、学与行、
学与用的结合， 使学习从单个知识点的
学习到系统结构知识体系的学习， 再到
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 拓展
孩子的思维深度，优化孩子的思维品质，
将知识转化为能力与智慧。

从学科学习向跨学科学习转变。 跨
学科学习打破学科界线，强调学科融合，
并以主题或问题为中心。 要实现跨学科
内容资源和方式方法的整合， 如语文与
历史 、地理 、政治学习的整合 ，物理 、化
学、生物学习的整合，学科知识体系与学
生熟悉的社会与生活整合、 主题研究性
学习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的整合等。 跨
学科学习实现学科的融会贯通， 并掌握
知识的共性， 从而使自己成为学习的探
索者，知识的建构者，独立的思考者，最
终成为创新型人才。

在以上理念的指导下， 家长可以在
以下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加强家庭道德建设。 家长在对孩子
的教育引导中， 可以将中华民族传统中
的优秀文化、民族精神、传统美德传承给
孩子，让他们积极向上、向善、向学，坚持
培育孩子的文化气质和精神气节， 让孩
子立志、立德、立人。

增强家庭阅读活动。 “立身以立学为
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孩子的成长史就
是一部阅读史。 家长应有计划地建设书
香家庭，开发家庭阅读课程，养成读书之
风，形成读书习惯，并每周定时开展亲子
共读，定时开展读书分享，并建立读书激
励机制。

注重家庭习惯的养成。 习惯形成性
格，性格决定命运。 培根说，习惯是一种
顽强而巨大的力量， 可以主宰人生。 因
此，家庭应成为培养好习惯的训练场，包
括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合理的饮
食习惯、按时睡觉和作息的习惯等；良好
的交往习惯，比如与人交往要懂礼貌、讲
诚信、对父母孝敬、对长辈尊敬、对同学
友爱等； 良好的学习习惯， 比如阅读习
惯、质疑习惯、提问习惯、积累习惯等。

强化综合实践。 孩子的每个假期都
应至少参加一次社区服务活动， 磨炼意
志， 陶冶情操，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幸福
感。 让孩子多参与社会考察、调查与研究
性学习，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实践动手
能力和综合素质。 鼓励孩子参加小实验、
小制作、小发明、小创意活动，以培养创
新能力、动手能力。 带孩子“游学”，参观
科技馆、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书
写见闻与感悟并开展交流活动。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市东辰国际学校校长）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家庭教
育也要引起重视。因为，教育的起
点是人，教育的目标也是人，家庭
教育要承载育人使命。

家庭教育
要重视育人
□祝启程

校长观察

晒校训

杨荫榆 （1884-1938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
门第家庭。 曾留学异乡，
颇受现代知识的熏陶，学
成归国后，1924 年 2 月受
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进
入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任
校长。

□齐好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