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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做新教育改革实践的领跑者

一所学校的发展，不应该仅仅看它盖了多少高楼大厦，它的学生考了多少

的北大清华，主要应该看看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否能不断地唤起全校教师的教育

激情，看看这个学校的学生是否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因此，一个学校的发

展，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一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二是教师的持续发

展，三是学校的特色创办。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校长必须成为学校的领跑者。

一、领跑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新教育的最终目标。校长的领跑作用就是做好学生健

康成长的顶层设计，创造学生健康成长的宽松环境。首先，校长要立足新教育

的最新理念，跟踪国际教育的最新趋势，把握当地教育的最新动态，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提供最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其次，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宽松环

境。一要在学校营造尊重学生的差异、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

学生的发展过程、尊重学生的人格的氛围;二要做到教育过程的公平，让每位学

生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

二、领跑教师的持续发展

一个学校最大的福利不是校长给教师发多少钱，而是能够为学校的每一位

教师提供发展的平台。学校的制度不是用来管老师的，而是用来保障学生健康

成长、教师专业发展的，校长为老师提供一个持续发展的平台至关重要。校长

要更多地思考自己为教师的发展做了什么，将教师引领到学习型教师、研究型

教师和反思型教师的路上。

三、领跑学校的特色创办

学校特色不等于特色活动，不等于特色学科，不等于特色项目，而是学校整

体的多年来积淀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区别其他学校的办学思路、办学风格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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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念。校长不能把一个活动当成学校特色，搞一些特色活动，不能叫特色学

校。在创建学校特色的时候，一定要立体思考，不仅要盯着学生，还要盯着老师

和家长，一定要从学生层面、教师层面及家长层面立体思考。首先，任何学校特

色必须基于课堂教学，游离于课堂之外的特色是没有生命力的，校长的一些理

念要在课堂教学中有所体现，要突出学校的特色，或者设立校本课程。其次，特

色创建必须符合国家、政府和社区的整体需要，要立足长远。第三，校长必须要

圆自己的教育梦。深化教育，圆一个教育理想，一如既往，一脉相承，要不然学

校就不能形成特色。

自 2001 年我国开始推行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你方唱罢我登场，

基础教育领域几乎每天都在推出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模式。但是，新课程、新理

念、新模式在一些学校的落实和推广过程中，仍然存在“穿新鞋，走老路”“新瓶

装旧酒”的情况。校长如何在喧嚣中有自己冷静和理性的思考，显得十分重要。

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还是有一批这样的校长，他们冷静地思

考着新教育的发展，稳妥地推进新教育的前进。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

的共同特点:具有推动学校发展的能力、具有推行课程改革的能力、具有推进素

质教育的能力。而在这些校长里面，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的刘绍华校长的探索

最能给人启发，让人钦佩。他提出的构建“整体课堂模式”，集“有效教学、实效

德育、教师发展、学生成长”为一体，明确了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

的生态教育理念，使课堂教学向着空间立体发展。他把教学的有效性和德育的

实效性结合起来，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成长，全面而真正地实现了“以人为

本”的新课堂目标。这种思考，是建立在他长期理性思考、扎实实践基础之上的

理论创新，代表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事实上，学校也在他的领跑下，一

路高歌，始终走在新教育实践的前列。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绍华校长将这几年的思考结集出版，这是在 2014

年结束的时候，绍华校长奉献给我们的一道教育大餐。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校

长能够将这样的一种思考贡献出来，献给广大基础教育界的同行。

是为序。

郭福昌( 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国家副总督学)

2014 年 11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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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爱·拼·才·赢: 我的教育理想

中学教育，多年来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一年一度的高考更是牵动亿万

人心的“盛举”:政府的兴师动众，学校的如临大敌，家长师生的魂萦梦牵，新闻

媒体的推波助澜，众多商家的大肆炒作……成为华夏大地上一场无声的“风

暴”。尽管对现行教育考试制度的口诛笔伐从未断绝，结果却并不令人乐观。

作为一个被卷在这个漩涡之中无法摆脱的普通中学的校长，我一直在苦苦寻找

着突围之路。2008 年，对山东教育界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省委、省政府、

省教育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出了从高中开始全面推动素质教育

的决定，回应了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教育为何? 教育的本真为何? 透

过重重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真诚地追寻着自己的教育理想，那就

是“爱·拼·才·赢”的教育。

“爱”的教育

爱是滋养人类生命的琼浆玉液，教育是爱的艺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因

为教师的神圣职责，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干巴巴的书本知识，更在于用爱的

力量滋润学生的整个精神世界，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与和谐的个性，促成学生

个体生命的成长与完善。理想的教育环境，必然高扬“爱”之旗帜，充满融融的

爱意。生命的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会再是痛苦的经历，而是一种幸福的

体验。

爱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生命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意识，关爱生

命，珍惜生命，敬畏生命，让学生认识生命、把握生命、理解生命并提升生命，发

挥个体生命的潜力，实现对自身的超越，用自己的尊严去创造个体生命的价值，

从而扭转长期以来疏离生命意识、生命情感的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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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教育还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卢梭在《爱弥儿》中指出，只有进行以爱

为基础的教育，才会使学生在充满爱的氛围中形成良好的情感，形成自尊和自

信，学会爱自己，爱他人，爱人类社会。爱的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情感教育，

而情感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倡一种“认

同”，即学生对教师言行观念的积极回应。没有“认同”也就没有教育。这种
“认同”的达成，不是靠强制，而是靠师生之间的爱与信任。这种爱与信任要靠

教师用自己的爱和信任去赢得。

在爱的旗帜下，给学生以最真诚的关心和最深入的了解，在行为上严格要

求学生，在人格上尊重信任学生。爱，滋养生命; 爱，造就和谐; 爱，赢得信任;

爱，是教育的起点。一切教育的目的均需在“爱”中达成。

“拼”的教育

“拼”，即“拼搏”，它包含一往无前的精神力和果敢勇决的行动力。人类从

自然界脱颖而出，超越于万物之上，靠的就是拼搏与进取的精神，人本身存在的

意义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教育最有意义最具魅力之事莫过于赋予青年学生

一种拼搏进取的精神。

“拼”的教育首先要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即培养学生对自身的主体地位、

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唯有有着主体意识的人，才能自觉地去认识

和改造外部世界和自身，才会有强烈的创造欲望和个体价值实现的强烈追求，

才能激发出生命蕴藏的无穷潜力，也才能有“拼”的精神和意志。

“拼”的教育还要培养学生面对挫折和困难无所畏惧、永不言败的人生态

度。近年来，存在心理障碍的中学生人数逐年增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来自外

界的学习压力、家庭环境、教育方式等因素;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是缺

乏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通过对学生完美个性的塑造，不断提高学生抗挫折的

能力，让他们理解“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含义，理解苦难、挫折是人生财富的道

理，乐观自信地扬帆远航，向着成功的彼岸进发。

青少年激情昂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向人生理想冲刺的基本素质。

当一种进取的精神和果敢的行动力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体内凝聚成核，那必

然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力量。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必然是一个当代的“普罗米修

斯”，以自己的教育才智盗得“天火”，点燃蕴藏在学生内心的青春激情，让年轻

的生命面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能够无所畏惧，呐喊前行，创造出惊心动魄的生
4



命奇迹。

拼，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 拼，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拼，为民族的伟大

复兴。

“才”的教育

我之所谓“才”，不只停留在知识渊博、技艺高超的层次，我以为，“才”的核

心乃“智慧”。国际未来学研究所儒佛内尔博士说过: “明天的资本，就是智

慧”。“才”的教育，就是启迪智慧的教育，亦即教人“爱智慧”“求智慧”的教育。

古希腊的哲人们倡导摆脱实际需要、探求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通过“爱智”

“求智”来认识自己，使自己趋向绝对的善，从而到达对自我的超越。现代智慧

教育则强调帮助人们建立完整的智慧体系，其宗旨在于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智

慧，协助学生发展、应用、创造自己的智慧，从而铸就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进化、

自我完善、自我构建、自我发展特性的智慧体系。

要实现“才”的教育，首先要摆脱教育功利主义的影响。在教育功利主义严

重的今天，重实利而轻智慧的风气甚嚣尘上，教育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和谋生

手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人

们津津乐道的“经典格言”。学生十年寒窗仅仅是为了考出一个好分数，上一个

好大学，得到一个获利丰厚的职位; 教师也只能是帮助学生实现这个目的的附

庸和工具。至于智慧教育，只好让它见鬼去了!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很

难想象一个丧失了对智慧的追求的人会体验到生活的幸福和乐趣，也很难想象

一个丧失了对智慧的热爱的民族，在人类历史前行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要实现“才”的教育，还要善于构建适应智慧教育的人文化的学校教育管理

系统。这个系统的构建必须从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规律出发，继承人类文化传

统的精华，更新学校教育管理理念，重新定位和构建校园文化，努力提高教师的

人文素质，创造与时俱进、富有特色的适合智慧成长的教育文化环境。现代社

会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人格、创造力和团队精神等方面，这绝非

是仅仅靠科学知识的传授就能解决的问题。在以培育智慧和德行为核心的人

文教育缺席的教育范式中，人格的塑造、创造力的培养、团队精神的形成根本就

无从谈起。

正是智慧引导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柏拉图的智慧凝结成为西方文明

的灵魂之核，孔子的智慧成就了华夏文明几千年的辉煌灿烂。如果智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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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文明的脚步该往何处落脚? 教育又该担负什么责任? 当

教育迷失在功利的森林之时，我们渴望智慧之光照彻人们的心灵。让每一个教

育者成为“爱智者”，让每一座校园成为“爱智乐园”，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唯

有智慧方能引导人们走向未可知的未来。

智慧乃力量之源、智慧乃创造之本。爱智慧，让生命之光璀璨耀眼; 爱智

慧，让心灵沐浴真理的光芒;爱智慧，让人生尽享幸福之甘泉。

“赢”的教育

赢，即成功，赢的教育，即成人、成才、成功的教育。在人生的竞技场上，没

有人愿意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时下颇为流行的用语。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让孩子超越他人，是众多家长孜孜以求的目标。众多的教育者也

以让学生以“赢”为目的，然而，什么是真正的“赢”，什么是真正的“赢”的教育、

成功的教育? 仅仅是让孩子获得一个好的分数，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吗? 众多

的事实已经证明，那距离理想的成功是很遥远的事，也绝不是成功教育的本质。

真正的“赢”的教育———成功教育的本质是让人获得超越自我、超越他人、不断

发展、不断提高，向着永无止境的目标主动迈进的力量和能力。

要实现真正的“赢”的教育，首先要破除教育中“媚俗”的风气。当今的中

学教育过于迎合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过于迎合社会对高考的超常关注。衡

量教育成果的标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是考上名牌大学或拥有硕士、博士

的头衔，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失败的教育。而考上名牌大学或拥有

硕士、博士头衔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此说来，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失

败者”，他们充满了挫折感，面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好多人羞于谈论人生价值，没

有尊严、没有成功的体验。这样的一种教育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
“赢”的教育。我们可以理解好多学生毕业后，不愿回母校的原因了，谁愿意回

到一个使自己充满失败体验的伤心之地呢?

要实现真正的“赢”的教育，关键是以一种民主的精神、平等的视角，构建一

种以培养人的终身发展能力、学习能力、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迅速反应能力、新

知识的及时吸取能力，以及知识的更新和创造能力为宗旨的教育范式。一个学

校培养出更多的名牌大学的学生或硕士、博士，我们固然可以说它有其成功之

处。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名牌大学的学生或硕士、博士之外的大多数排斥在评

价的视野之外。当我们的教育以一种民主的精神，真正以人的发展为中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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