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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春日，锦秀校长与我闲暇，捧出编好的《云木千章》，娓娓道来其成

稿经过和喜悦，并盛邀我为其“杰作”立序。鉴于对此书的颇多期待和对“名

师工作室”的一往情深，我欣然应允，意与仁者共勉、与智者分享、与悦者共鸣。

2013年以来，我市先后建立了4个“全国著名教育专家银川工作站”、5个“名

校长工作室”、10 个“特级教师工作室”、14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各县（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也积极建立起本土的“名师工作室”，近千名优秀校长、班主任、

教师成为培养对象。建立“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工作室”是继全市实施“三

名工程”之后，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优质教育扩面提升工程，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打造“教育在银川品牌”的主要抓手，也是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和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长队伍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银

川市“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的重要载体，为促进各梯级教师专

业发展创建了机制、搭建了平台。“名师工作室”的建立，已然成为我市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加速器和造就名师的大学堂。

李克强总理指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不是楼房、不是课桌，而是教师”。

锦秀校长带领银川九中的优秀团队审时度势，以“加强精细化管理、开放内

涵式发展”的办学思路，以“名校长王锦秀工作室”“特级教师卢玉凤工作

室”“名班主任高国君工作室”“名班主任徐书会工作室”为龙头，新建立了“银

千章云木    云木千章



川九中塞上名师工作室”等共 11 个工作室，以培养名师为抓手，以名师工

作室为载体，充分发挥名师的引领作用，充分诠释了银川九中的“五个样子”，

实现了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的双赢。本书以大量纪实照片展示了工作室成立

一年来开展工作的历程，全面展现了工作室成员一年里学习研修的成果与反

思，既有严肃认真的学术论文，又有格调清新的诗歌散文；既有生动活泼的

教学案例，又有深思熟虑的研修总结。读来鲜活生动，其蕴含的教育思想、

办学理念以及教学智慧值得教育同行参考和借鉴。

我们深知，就目前而言，我市教师队伍还存在专任教师数量不足，名师

数量少，学历、职称、学科、年龄等结构还不够合理，教学理念、教学方式、

教学手段等与新课改要求还有一定距离，需要通过名师团队的引领，充分利

用制度化、信息技术等方式，跨县区、跨校区协作 , 培养更多的骨干教师，

培养更多的名师，引领教师提升教育教学素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希望更多的校长、班主任、教师能像银川

九中团队这样有思想、有魄力、干劲十足，努力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云木千章，千章云木。云木者，大树也；千章者，量多也。“千章云木秀而野，

一脉流泉清且甘。”①书名的寓意恰如聚木成林，积水成潭。汇聚优秀人才而

形成一种人才聚合效应，以系统论的观点看，“思路 + 实干 = 发展”，②必将

产生 1+1>2 的系统结果，也必将成为“品牌品质品位”银川教育的新写照。

                                                        银川市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2015 年 2 月

①张大千 . 谷口晴岚 .

②徐广国 . 银川市第十三届党代会报告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人的出身、

成长、职业、个性、意志都会参与到这种价值观的建设之中。要说我作为校

长管理学校所秉承的人才观，那就要追溯到我做教师时的日子。从我走上教

师岗位，带领孩子们用他们清澈纯真的目光拨开知识的面纱，一直到后来成

为教育管理者，虽然角色变了，但不变的是我始终享受着教学、育人的乐趣，

一直感受着教育事业的价值与意义。

这乐趣与意义的来源在于和我相交的每个学生都是那么与众不同，他们

天然独一，无可取代；他们静噪不同，各有优长。不管外在的评价制度、考试

机制如何碾压个性，我相信教师可以创造一个民主、包容的“小环境”，发扬

他们的优点，让他们成人、成才。

1991 年，我在银川九中任教化学并担任班主任。所任课的班里有个学

生，他成绩并不好，理科尤其是弱势，可是这个孩子的字写得很漂亮，对书

法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然的悟性。我想这样的孩子是不能用分数来要求

和评判的，他们的才华已超出了现有的教育评价范畴。我对他说，我的化学

课上你是自由的，想画画写字都行。他听我这样说，脸上先是露出讶异的神情，

接着眼角嘴角漾出了一个喜悦的笑容。我的想法很简单，他已然没有办法听

进去我的化学课，何不放手，让他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情。那次的交谈之

我的人才观



后，他果然在课堂上琢磨起自己的书法和绘画，十分投入，全然不理会讲台

上的我说些什么。有时开班会或其他活动需要写主题标语，我常常不假思索：

任重，你来给咱们写几个字。他很高兴地在黑板上涂抹一阵，写出的字潇洒

又好看。这个叫任重的学生少年成名，后来更是成为了国内非常有名的画家。

我想，他应该是我重新审视并反思自己人才观的一位老师。

及至后来在实验中学工作，见识到了更多的各种“奇葩”学生，我都是

这样的想法——每个孩子都是闪亮的一颗星，他们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实验

中学是一所有艺术特色学生的学校，学生想法行事奇特又古怪，有女生会在

开学第一天穿旗袍来报到。我和女孩就她的着装问题进行了几次谈话。后来

我了解到她也能写会画，便让她听候各班班主任的差遣，有需要绘画写字的

就派她去。这个女生在受到年级同学老师的关注之后，反而放弃了在服装上

的标新立异。这真是个意外又自然的事情。

2013 年 3 月我又一次回到了我教育事业的重要起点——银川九中，担任

校长、党委书记。不久又在上级部门的信任和组织下，成立了名校长兼特级

教师工作室。我思考的仍是怎样才能让这所有着八十七年历史的老牌学校更

有活力和生机，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各得其所，各展优长。

这一年，九中吸纳了很多新人，壮大了师资队伍。有从兄弟学校调入的

两位业已成熟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原来的学校既有教学任务，又从事管理工作。

当时，学校初中部独立，成立了阅海中学，初中部成为银川九中教育共同体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组建初中部管理队伍时，我支持这两位老师分别担

任政教和教务的副主任，这样的意向遭到了很多争议，连几位副校长都直摇头。

或许是我比较固执吧，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老师们普遍认为他们刚来九

中不久，炕都没焐热呢，就被委以重任、指点江山，这不符合规矩。可是我

要说，学校发展要打破门户之见，要有包容之姿态，要集结所有的才智与力

量。他们既已来到九中，就是九中人，无论是谁只要有能力肯为学校发展助力，



我愿意支持。

成立并主持“名校长工作室”是在市委组织部和市教育局的组织下进行的。

作为银川市人才战略工作的组成部分，上级从三区两县一市选拔了一批优秀

的初中校长，加入全市共 5 个“名校长工作室”。我的工作室是其中之一，获

知这项举措，我欣喜之余也略有几分忐忑，一方面感受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埋

首于教育事业得到了肯定与信任；另一方面各个校长来自初中学校，学段不同，

校情亦不同，在开展工作方面怕自己力量有限，指导不够。但不管怎样，还

是要为这项工作的展开做通盘的考虑。初高中学校面对的学生情况不同，各

市县区的教育环境也有差异，但不管差异如何，我们都走在教育的路上，教

育的对象都是成长中的“人”，教育的思想是相通的。一年来，“名校长工作

室”开展了实地考察、交流访谈、调研调查、报告总结等活动，我和工作室

的成员们就学校制度建设、文化建设、教育教学等问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交流。

我期望能和各位校长们一起高扬教育理想的旗帜，探索教育的宝藏，用自己

的激情和思想去带动更多的人。

借筹备“名校长工作室”之机，我还面向全体九中年轻教师招收“特级

教师工作室”成员，两个工作室合并一处，以期能既有高位引领，又有具体指导，

希望工作室能“建之于有形，作用于无形”，给有教育热情和职业期许的年轻

教师以指引。先后有 10 位年轻教师正式拜师，成为工作室成员。10 位老师

来自不同学科，各有所长。我也希望“特级教师工作室”的工作开展能够打

破学科壁垒，在教育综合素质方面给徒弟们以帮助，让他们及早成长。

我一向认为，只要肯上进，不怕起点低；只要有能力，路会越走越宽。校

长不应该仅仅是高高端坐在办公楼内的管理者，更应该是培育一方苗圃的园

丁之一，是引路人，是教育家；是严肃的，也是亲切的。我希望成为一个受学

生爱戴的校长；希望自己能练就一双慧眼，去发现学生与众不同的特质，去感

受他们的可爱。对于辛勤的老师们，我希望亦是如此。



这本书集两个工作室的成果为一处。书名拟为《云木千章》。“千章”即

千株，它向我们展示出树木叠翠、葱茏如云的自然胜景，它丰富、博大、富

有生命力。宋词有“千章云木，长见密叶翠光流”的句子；而写出过“我劝天

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还写道：“谁肯栽培

木一章”，以栽树喻指培育人才。教育事业应该是各路人才、精英的集合地，

也应该培育出济济人才，如云木般蓬勃丰富、流光溢彩。

                                                                         银川九中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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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师简介

王锦秀，女，汉族，宁夏石嘴山人，1963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82

年 6 月毕业于宁夏大学化学系，2008 年 12 月香港公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学化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国家级化学骨干教师、自

治区“313”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银川市第九中学党委

书记、校长。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大武口基建一中、银川九中、

广东省汕头市林百欣中学、银川市实验中学工作。曾被广东汕头市委、市政

府评选为“优秀拔尖人才”；被银川市委、市政府评选为“优秀拔尖人才”，

荣获过“银川市十大模范教师”、银川市十大杰出女性；自治区“中小学课堂

教学质量工程”市级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

全国“百名卓越校长”、全国优秀科研型校长、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先进个人

等一系列荣誉称号，是自治区十一届党代会代表，银川市王锦秀“名校长工

作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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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川市王锦秀“名校长工作室”简介

工作室简介

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培养和孵化一批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

骨干校长，发挥“三名工程”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银川市教育局《银川市“名

校长工作室”实施方案的通知》（银教发〔2013〕243 号）文件，银川市王

锦秀“名校长工作室”于 2013 年 10 月成立。工作室现有成员七人，导师

为银川九中党委书记、校长王锦秀，成员有来自贺兰四中的陈福校长，来自

银川十五中的马晓农校长，来自永宁望远中学的阮正义校长，来自金凤区丰

登回民中学的史永进校长，来自银川八中的郑金海校长，以及来自灵武四中

的王荣副校长。在为期一年的研修、学习、交流过程中，工作室的导师与成员、

成员与成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4 年 5 月在银川九中行政楼大厅工作室全体成员合影
（从左至右：史永进、马晓农、郑金海、锦秀导师、阮正义、陈福、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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