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羊年早春，刘爱国校长送来了他刚完成的书稿《把分数拉长了看》，要我为

他书写篇序。初看书名，觉得很有意思，而读完书稿后，更觉得这是一本很有

意义的教育专著。虽然书名似乎着眼于“分数”，但全书却是跳出分数谈分数，

跳出分数谈教育，跳出分数谈育人。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社会转型加快，上海进入了创新转

型的历史阶段。上海的基础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种种转型的

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如何看待“分数”上，那就是：尽管保持学生良好的学

业成绩仍然重要，但已经不再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唯一诉求。我们的教育，

正在从关注“冷冰冰的分”向关注“活生生的人”转变，正在从“育分”向“育

人”转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爱国校长开始重新审视长期以来被学生视为“命

根”，被教师当作“法宝”的分数。把分数拉长了看，看什么？怎样看？把分数

放在教育的本原价值下审视，放在学生终身发展的长河中掂量，把分数作为教

学中有价值的信息分析透彻、利用充分，这是刘爱国与他率领的团队的共同追

求。刘爱国校长是这样说的：“牢记育人使命，跳出狭隘的分数观，不仅要关

注学生的学业，更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今

天’，更要关注学生‘明天’的发展。”能够这样看分数，也可以说是把分数看

“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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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刘爱国校长在看待当今教育时，就有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一

定的深度，就有了超越分数、超越校园的“大教育”眼光。例如，他强调聚焦课

堂，致力于有效教学的研究，但始终不忘“小课堂”之外的“大课堂”，引领学

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增才干。在

教育的“国际视野”方面，他并不是一味跟风搞“国际班”，而是探索以国际视

野下的本土优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探索学校的特色建设时，他不但有

思路、有举措，更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用心用情，锲而

不舍，创造性地去做好每一件看似平凡但对学生有益、有用、有利于他们终身

发展的事，往往特色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了。

我很赞同刘爱国校长在书中谈到的“教育既要‘仰望星空’，同时又要‘脚

踏实地’”的说法。的确，教育工作者如果没有一定的“仰望星空”的高度，缺

乏对教育理想和发展趋势的思考和认识，很难有所作为，甚至有可能迷失方

向。然而，作为一校之长，在“仰望星空”的同时，还必须“脚踏实地”，着眼于

当下的教育问题，立足于学校的办学实践，才能切实推进学校办学育人工作不

断发展。在长期从事上海市基础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我欣喜地看到：近年

来，像刘爱国校长这样既有理论层次上的探索与感悟，又有实践操作推进中的

经验与策略，基层学校这样的校长越来越多，这也正是我们上海的基础教育能

够不断在创新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刘爱国校长领导的新中高级中学

秉承“为学生终身奠基，让学生终身怀念”的办学理念，在办学育人方面取得

的优异成绩，以及由此赢得的良好社会声誉，也可以说是上海基础教育不断健

康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变化的速度之快、内涵的多

重性和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处在这样的阶段，教育肩负重任，而作

为引领上海教育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更应汲取当今文明的精华，为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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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设云梯，这也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我衷心希望新中高级中学能在当今

蔚为壮观的教育改革洪流中，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最后，再回到书名中的“分数”说几句。“分数”说到底是学业质量评价的

尺度之一。开展什么样的评价，怎样实施评价，如何对待评价结果，这是学业

质量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的瓶颈问题。在这些问题

上，认识到位，措施有力，评价就能成为内涵建设新的增长点，就能拉动整个

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进而深刻改变教育的整体形象，当然这项改革任重而道

远。刘爱国校长的这本教育专著《把分数拉长了看》，反映了新中高级中学办

学育人的探索中，不仅仅停留在“看”，而且有“想”，进而有“行”，所以他及其

新中高中的办学理念、思路和举措对教育界同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正是

我很高兴为本书写序的原因。

 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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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羊年春节刚过，就迎来了忙忙碌碌的新学期。而我的书稿，也终于完工

了。看着眼前一大摞书稿，回想起近一年来整理、编写书稿的情景，我似乎有

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

“如释重负”之“重”，首先是指编写此书时的种种酸甜苦辣。由于我的工

作性质，编写此书大量的文字工作只能放在夜间、双休日和假期。以前我常常

觉得自己虽然是数学教师，但一直喜欢动笔写写东西，并且能够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从读书写作中得到愉悦和享受，因此对自己的文字能力还一直比较自

信。然而在这次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却常常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也

在鞭策着我：无论工作多么繁忙，读书和练笔，应该永远是自己的一种生活方

式和追求。

“如释重负”之“重”，还在于编写此书，其实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参加教育

工作 28 年，尤其是走上学校行政岗位 14 年来工作经历和心路历程的一个小

结。书中既有自己教书育人生涯中的一些收获与感悟，也有自己在追求中不时

遇到的一些困惑与无奈。当我在书中把这一切“一吐为快”的时候，的确也有

一种轻松之感。

当然，说是“如释重负”，其实也有很多“释”不了，“放”不下的东西。回

想自己的教育工作经历，从一名普通教师，如今成长为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的校长，这中间，凝聚着很多前辈、同事和领导的热情关心、支持和帮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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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使我永葆青年人心态和追求的可爱的学生们给我的欣慰和不断进取的

动力。尤其是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区教育局、区教育学院领导给予了我热情

支持、帮助和指导，学校班子其他几位老师不但在成书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和帮

助，他们卓越而辛勤的工作，更是我能完成此书的动力。对此，我一直心存感

激和感恩。这份感激之情、感恩之情，是我永远也忘不了、放不下的。而这种

感激和感恩，也更使我感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如果说文字整理之“重”会随

着书稿的完成而放下，那么，这种教书育人办学使命之“重”、担当之“重”，似

乎反而更加强烈了。

回到这本书来说，之所以把书名定为《把分数拉长了看》，是因为我想时时

勉励自己：始终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要跳出狭隘的分数观，从只关注“冷冰

冰的分”，到全面关注“活生生的人”；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更要关注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的“今天”，更要关注学生的“明天”。

这正是我们学校“为学生终身奠基，让学生终身怀念”办学理念的体现，也正

是我们努力追求和践行的质量观和育人观的体现。

 2015 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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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分数”，不禁想起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老师，说句带

有“戏说”意味的话，对于分数，我已经历了“命根”与“法宝”两个阶段。

由于分数与排名和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倡导素质教育、摒弃应试教

育，而高考还要“以分取人”的情况下，分数似乎就成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

“臭豆腐干”了。有位教育专家在谈到学生的“今天”与“明天”时曾经说道：

“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这句看似“戏说”的话，却形象

地反映了人们在分数问题上的纠结。

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分数的问题了。我想，至少应该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其一，衡量分数的“秤”要准确，即评价标准要科学。其二，获取

分数的方式要对路，即教学过程要科学。其三，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分数，包括

大家都非常重视的高考分数，对学生的人生而言，都不是终点，而只是其中的

一个节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教育工作者，理应清楚，成绩单不能保

证学生的人生，我们绝不能只关注“分”而忽略了“人”，只顾“育分”而忘了

“育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分数拉长了看”，就是要牢记育人使命，跳出狭隘的

分数观，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更要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不仅

要关注学生的“今天”，更要关注学生“明天”的发展。这正是我们学校“为学

生终身奠基，让学生终身怀念”办学理念的体现，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追求和践

行的质量观和育人观的体现。

理念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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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从人生预备到奠基终身

D a o l u n
—— C o n g  R e n s h e n g  Yu b e i  D a o  D i a n j i  Z h o n g S h e n

一所名校，好比参天巨树，树大根深，而后枝繁叶茂。办学，就

是传承与创新文化的过程，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既要尊重

历史，成为一名忠实的学校文化的“薪火传递者”；又要不断汲取现

代先进的教育理念，吸收当代文化的营养，不断构建理想的教育愿

景。“为学生终身奠基，让学生终身怀念”，是我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

上，结合当代学生发展特点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提出的。“为学生

终身奠基”是从当下畅想未来，“让学生终身怀念”则是站在未来的

视角提升当下的教育，二者共同构成了新中的办学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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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奠基终身发展的文化寻根

珍视“传统形成的智慧”，潜心汲取而后损益扬弃，方能绵延我们持续发展

的命脉。2009 年，我肩负使命走进新中。作为新中的校长，不仅要从纵向回顾

新中的昨日辉煌，提炼新中的独有精神，更要全方位立体式地从横向考察国内

外高中教育形势，如此才能破解新中发展面临的问题，勾勒新中腾飞的蓝图，

为学校延续文化命脉，为学生奠基终身发展。

一、 溯源新中精神

回首历史，新中高级中学人才辈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著

名的桥梁专家范立础先生，著名的航天材料专家郭景坤先生，北京天文台首席

科学家傅其骏先生，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范关荣医生，曾担任华东师范大

学副校长的叶澜教授等一众名流均毕业于此。一所学校要发展成为一所真正

的好学校，靠的就是学校代代积淀而成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源于师生，又

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形成能持续释放的强大感染力。

（一） 从钱业到新中

新中高级中学的前身是 1925 年由当时上海钱业公会的有识之士创建的钱

业公学，校址在塘沽路 730 号。其后在历史变幻中，迭经战乱，历经沧桑。新

中国成立后的 1951 年，施伯云先生任钱业中小学校长，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

想教育、革命教育，将革命道路融于教育活动、融于课堂。1955 年，钱业中学

部改名新中中学，意为“学校在新中国迎来了新生”。八年后，新中中学迁入蒙

古路 48 号，开启了另一片天地。

1977 年，学校被评为闸北区区级重点中学。时任校长郭天成先生重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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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的教育，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并逐步确立了“勤奋、守

纪、求实、创新”的校风、“勤学善思、奋发进取”的学风和“严谨治学、敬业爱

生”的教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校围绕“爱自己，讲规范；爱他人，讲服务；爱集

体，讲奉献；爱祖国，讲勤学”，对学生进行爱的系列教育。90 年代中期以后，

学校秉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办学思想，在培养

学生成为“四有”新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创建与一流城市相匹配的一流教育，上海

市人民政府于 1998 年，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十余所现代化的寄宿制高中。新中

易地重建，更名为新中高级中学，并迁入现址原平路 400 号，承担起创办实验

性、示范性现代化寄宿制高级中学的重任。

进入新世纪，新中高级中学开展了长达五年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创建实

践。经市教委严格的初期评审、中期评审和总结性评审，于 2005 年首批入选

“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学校也由此成为市级重点中学，揭开了新中发展

史的新篇章。

如今，新中高级中学已成为闸北区建校历史较悠久，师资力量较雄厚，具

有较高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的学校之一。

（二） 新中精神新中人

新中的精神在一代代“新中人”中传承，更在那挺拔高贵、散发馨香的香樟

树中彰显。在那一排排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中，我们的孩子穿梭其间，或独倚树

干，手捧书本，畅游慧海；或三五成群，嬉戏研讨，把话闲聊。香樟树不仅是孩

子们的“至朋密友”，更寄托了我们学校几代人对学生的关怀与爱护。粗壮而挺

拔的香樟，是我们对学生锤炼强健体魄的期望；滋养香樟的肥沃土壤，是学校

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底蕴；深深扎入泥土的根脉，是我们扎实求学、不断探索求

知的源泉。我们相信，在新中精神的陶冶浸染下，我们的孩子也能像校园中的

香樟树一样，健康而快乐，富有内涵地不断发展成长，香气沁人。

以德立身 香樟的树干茁壮而挺拔，方才撑起了偌大的树冠。新中的立

校之本、新中人的立身之脊，要像香樟的树干一般坚实有韧，充盈其间的唯

有“德”。新中一贯重视德育工作，坚持“以德立校”的办学传统，注重德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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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性，倡行“德育不分学科”，抓住一切机会促进学生良好品行习惯的养成。

如，据谷光辉校友回忆，60 年代初的一堂生物课令其深受教益，原因在于许五

昌老师对有同学在课堂上剪指甲的批评是以“尊重”为导入的，从而使得全班

同学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的道理，更使大家渐渐体会到：千教万教，

教学生学会做人才是第一位的。化简单粗暴的批评为耐心细腻的教导，可说是

新中教师秉持不懈的风范。此外，新中推行“三会”教育，引导学生自觉自主

地“会做人、会读书、会办事”，在培养学生成为“四有”新人方面亦取得了比

较显著的成效。1991 年以来，学校连续多次被评为“文明单位”，并荣获“上海

市行为规范示范学校”、“上海市国防教育先进单位”、“上海市社会实践先进学

校”等称号。一大批学有特长的学生在上海市及全国各类竞赛中脱颖而出，获

得国家和市级奖项的就有 300 多人次。香樟树因其特有的香气，鲜有虫患，且

离开土壤、制成用具后也永葆香气，不易腐朽；流淌于新中人全身的一股德馨

之气，佑护着新中屹立不倒。

以人为本 为打造新中教育教学质量蓬勃常青的态势，学校始终坚持以

教学为中心，视教育质量为学校工作的生命线。新中从以人为本出发，追求质

量，将全校各项工作围绕学生的终身发展而发力。多年来，我们坚持教学方

法改革，取得了诸如“准、实、活、精、清”数学教学五法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成

果。在“必修课创名牌、选修课显特色、活动课出人才”思路的指导下，对课程

建设及教学改革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初、

高中毕业生的优秀率和升学率均名列全区前茅。回顾学校历史，这种常态能持

续绵延，有赖新中人的集体践行。蔡铁华校友至今仍感念当年同学们每天为他

肩背不轻的书包，烈日中为他清除道路上的障碍，雨雪天为他撑起一把雨伞，

这一路走下来的整整三年，一千多天的行程，除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更深层次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傅其骏先生由于自小体弱多病，又加上父亲失业在

家，家中经济困难，他所感念的班主任叶君琰老师、王芸青老师、杨道松老师

给予他极大的关心与爱护，生病时送食品来慰问，学校每学期减免学杂费，给

予甲等助学金援助等往事，则是教师与学校层面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正是以

人为本的精神理念，濡染了新中师生感念幸福的意识，自觉将新中编织成一个

紧密的其爱融融，追求质量，追求卓越的大家庭，使得新中的发展蓬勃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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