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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同文
让同文成为教师成就事业的沃土
学在同文
让同文成为学生和谐发展的摇篮



书书书

序 言

樟香飘逸，古韵悠长; 百年同文，盛世荣昌。

教育乃千秋之大计。教育的力量在于德化之感召，文明之传播，思想之光大。一

册好书在手，胸藏万壑千山，风光无限。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

在交谈;臧克家也说过，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位益友。面对此文论集，我像面对一

位扺掌而谈的老朋友一样，甚为欢喜自豪。我于此深切感受到了同文人的诚信而执

着，睿智而深刻。

本文论集以六个板块全方位地展示百年同文办学育人、励志明德、课改科研等诸

方面的做法和思考。“学校管理方略”章，从治校管理和基层建设的层面揭示了同文

中学办学的理念与思想;“德育工作泛论”章，从教书育人和文化传承的层面集中阐释

了同文中学以德治校的策略与举措;“教学经验畅谈”章，从教学实践层面展示了同文

教师求真务实的个性与风采;“课程改革初探”章，从教学改革的层面体现了同文教师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品质和追求;“考试检测研究”章，从教学反馈层面道出了同文

教师潜心钻研、励精图治的思考与探索;“潜心读书心得”章，从自身修养层面闪现了

同文教师喜怒不惊的淡定与智慧。

打开文集，缕缕墨香，扑面而至;篇篇华章，犹如经霜的红叶令人心旷神怡，或素材

鲜活，或描述生动，或见解独特，或情感真挚，或逻辑缜密。这一切都凸显了同文人的

胆识与意念，折射出同文人的睿智与才情，昭示着同文人的追求与幸福。这本文论集

之所以定名为《同文之声》，是颇具深刻意蕴的。

教育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能力。同文以德兴教，科研兴校，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秉着“读好书，做好人”的校风，秉着“教

在同文，让同文成为教师成就事业的沃土;学在同文，让同文成为学生和谐发展的摇

篮”的办学理念，同文人聚焦课堂教学，积极投身课改，精思放胆，求真务实，锐意进

取，不懈求索。涓涓细流汇江海，微微尘土起高山。这本凝聚着同文人辛勤汗水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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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的文论集，便是最好的诠释与证明! 她虽然并非尽善尽美，然而亦有可圈可点之处。

教海无涯，学无止境，跬步至千里，杏坛香满园!

一百四十多年来，同文人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中西

兼容，吞吐万象。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同文人一路坎坷，几番艰辛，终铸今日之辉煌!

在百花齐放，千帆竞发的新时代，我希望同文人能继续发愤图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更希望，通过这本文论集的出版，同文将向

外打开一道门，一扇窗，让自由之风盛吹，让新鲜空气喷涌而入。努力吧，同文人! 让

同文之声真正成为无愧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适逢建党九十周年，同文人以此文论集作为薄礼而面世，实为幸之。

是为序。

胡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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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展中的百年同文

百年同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江南一所知名学校。走进校园，中西合璧、古今辉映

的建筑; 古树参天，鸟鸣晨暮，花香沁人，绿草如茵的美景，无不显现同文中学独有的魅

力。它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富饶的赣鄱大地上。

同文中学占地面积 108． 9 亩( 72527 平方米) ，建筑面积 63000 平方米。国家级、

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楼就有叁栋: ( 建于 1906 年的同文书院、，建于 1907 年的儒励 1 号

楼，建于 1923 年的儒励 2 号楼) 。为了保护好这历史留下的百年古建筑，近年来，学校

不断投入资金对文物楼进行维修，恢复出了夕日的雄姿。

在学校基建工作的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建筑设计院院长、全国十大建

筑设计大师、北京亚运村总设计师熊明校友，依据校园的实际地理、区位、风貌，为母校

绘制了百年同文的校园总体发展规划图。并提出今后母校的所有建筑都可以由他本

人亲自设计与审查，以保持历史建筑群和校园新建筑的风格上协调一致。

近年来，校园内先后建有百年同文独特风貌的教学楼 3 栋 ( 1998 年所建“思齐

楼”、2002 年所建“思贤楼”和 2010 年所建“思飞楼”) 。1996 年建成实验教学大楼，

2003 年建成新的图书馆，2006 年改建行政办公大楼。2008 年至 2010 年间，先后完成

四栋学生公寓楼改建任务，新扩建改造师生食堂两处。2003 年新建了同文文化广场。

2007 年新建了塑胶田径、足球运动场。2011 年改建了塑胶篮球场。目前学校正在争

取政策和资金，规划建设综合大礼堂。

我校历来高度重视校园生态绿化，校园绿化面积为 29153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超

过 50%。校园现有 70 余种树木和花卉，其中百年古香樟 17 棵( 最长树龄为 186 年) ，

百年罗汉松 1 棵( 树龄 135 年) ，百年广玉兰 2 棵( 树龄 120 年) ，百年柏松 2 棵，水杉 8

棵，桂花树 26 棵。最近，市林业局又将 1 棵国家一级树种红豆杉赠送给我校。如今的

校园，古木参天，绿阴如盖，俯仰生姿，芳香泗溢。图书馆、教学楼和运动场都掩映于这

片绿色之中。另外，橘子、柚子、枇杷、葡萄、石榴、红枣等果木，种类繁多，每季都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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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硕的果实。

随着校园生态环境的优化与大面积草坪的种植，在校园里栖息的鸟类已达 22 种

之多，包括别处已不常见的喜鹊、八哥、戴胜、红嘴相思、珠颈斑鸠等等。在同文师生的

共同关爱下，各种鸟类的数量还在逐年增加。每到春秋两季，数千只小鸟在校园里歌

唱、飞翔，为同文校园平添了一道靓丽风景线。正是由于同文人齐心协力的营造，学校

在 2006 年获得省级园林化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如今，同文中学人文荟萃、根深叶茂，正成为莘莘学子心仪向往的求学之地。有文

化底蕴、有办学个性、有严谨教风、有纯朴学风、有完备设施的百年同文正在向成为国

内知名优秀重点中学迈进。

王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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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努力创建同文和谐校园

———九江市同文中学关于创建和谐校园的思考与实践

胡德喜

教在同文，让同文成为教师成就事业的沃土;
学在同文，让同文成为学生和谐发展的摇篮。
现在，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文明时代。
历史进入新的千年之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的关

系日益强烈，充满人文关怀并具有发展眼光和历史智慧的学校纷纷作出了理智判断:
一所学校仅靠传统的资源优势未必能在今天的教育竞争中永远抢得先机、雄居高地，
只有拥有和谐校园的学校才能具有持续不败的竞争优势;如果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
办学模式来构造今天的让人民满意的教育，都将是一种时代的错位。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宏伟目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
谐校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同文中学建设成和谐校园，这是同文广大
师生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也是同文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几年来，同文中学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抓住发展契机，着力创建和谐校园，教
育教学逐步迈上了和谐、健康的康庄大道，办学理念的创新与办学成果的辉煌连续赢
得全社会的赞誉，人民满意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些又为同文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一、同文中学创建和谐校园的思考

放眼 144 年的办学历史，同文从创办、发展，一直到今天，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和谐
发展的历史。道德教育一直是同文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强烈的爱国情操一直是同文
精神的核心内涵，这是同文中学积淀了 144 年的宝贵的校史文化的内核，也是今天同
文和谐校园的精髓所在。且不说呼应“五四”运动，收回外国租界，庆祝九江解放，同
文的旗帜总是率先在浔阳街头猎猎飘扬;也不说日寇铁蹄践踏，同文流离千里，转至重
庆璧山，也不忘坚持办学，坚持传播文化，坚持抗日宣传，坚持民族救亡;石美玉直挂云
帆，方志敏血沃中华，张庆伟箭指苍穹，单婕名满异域……这些优秀的同文学子们无怨
无悔，勇敢承担振兴中华神圣使命，无一不是一首首和谐之歌!

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更加呼唤和谐教育。和谐教育是一种以和衷共济、内和外顺，
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模式，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的全面、自由、协
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是学校教育各个系统、各个要素间的协调运转，是学校教育
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合力，是以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为宗
旨的整体效应。和谐校园是一种办学理念，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广
大师生的和谐发展。和谐校园又是一种管理模式，它的内核是人本思想，无论是学校
的管理者、教师，还是学生，都能在人本思想的催化下，发挥最大潜能; 和谐校园还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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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文环境，在诚信友爱、和睦相处、充满活力的人际环境中，广大师生都得到尊重和
呵护，人人都能体验到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逐步形成健康向上、和谐发展、安定有
序、心情舒畅的环境，使得校园的每一寸土地，洒满灿烂的人文之光。我们认为，构建
和谐校园是促进同文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增强同文创新能力的现实需
要，还是实现同文和谐发展的现实需求。

我们认为，建设和谐校园首先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和谐校园建设的根基所在，
尤其在人才培养上，当代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理想和精神风貌，具备什么样的思想道德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兴衰成败，我们必须通过培养良好的习惯养成、传授系统的基础知识和完善社
会实践等途径，使广大学生的才智和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培养和造
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
支持。和谐校园建设还必须彰显办学特色，必须科学合理定位，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发
展的道路，在长江流域、江西全省地域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增强同文
的核心竞争力。在和谐校园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培育先进文化，还应该
推广和传播先进文化，让这些先进文化，转化成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动力。同
文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高素质的人才无不在中学阶段思潮涌动，无不浸染着多元文
化的交融消长，无不从稚嫩走向成熟，直至奠定终身核心价值观。我们还应该根据学
校的具体教育资源，整体规划，有序推进，充分挖掘学校历史传统宝贵资源，大力营造
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的设施与条件，提供浓厚的学术文化环境，营造健康成才的氛围。可以说，和谐教育的
本质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追求是一致的，教育实现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赋
予教育的时代使命，是教育支持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段时间以来，我省重点中学在激烈的竞争中追求高考“亮点”和升学数量。这
种外延式发展模式，缺乏文化积淀、内涵注入与和谐构建，无法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高
素质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至多只是“对镜贴花黄”而已。而且，
当代中学老师与学生的升学压力来源之多、压力之大，已临近“极限”状态，本应和谐
的师生关系仅仅只因为升学矛盾这一点就常常弄得非常紧张，许多老师不堪其累、不
堪其劳，以至一些学校有的老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我们认为，只有“不为浮云遮望
眼”，以人为本，澄清认识，科学定位，明确优势，突出特色，紧扣 办“让人民满意学校”
的发展目标，狠抓班子建设、师资建设、学科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校园建设，努
力创建和谐校园，才能使学校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立
足九江教育实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几年摸索，选择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
的发展道路，实施特色发展战略，通过强化优势，提高质量，带动了学校教学、科研、管
理、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协调发展。

二、同文中学创建和谐校园的实践

1．以人为本，积极促进广大师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教在同文，让同文成为教师成就事业的沃土; 学在同文，让同文成为学生和谐发

展的摇篮。”这是我们在 2006 年重新修订的办学理念。
促进广大师生的全面和谐发展，我们首先要做到以人为本:办学治校以人才为本，

培养人才以学生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必须要做到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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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中尊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校园人文理念，营造和谐气氛，从而调
动和发挥广大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和谐推动学校各项工作的有
序开展。

教职员工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实施者，是创建和谐校园的主体力量，因此，加强
教工队伍建设是保证创建和谐校园目标得以实现的根本。以人为本，学校就是要以教
师发展为本，制订出学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尊重人、激励人、关爱
人、发展人为前提，为每个教师的智慧和才能的发挥创造机会和条件，营造平等友爱、
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创设民主、积极向上的气氛。我们大力提倡同心同德，团结乐群
的协作精神。我们充分发挥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实现向管
理要效率、向管理要质量的现代管理目标，形成健康的用人制度，树立良好的竞争风
尚。我们实行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在教师聘任中引入了评聘分开、择优聘任的竞争机
制，建立和健全公平、规范的评价制度;根据民主公开、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任人唯贤、
择优任用、优化组合、人尽其才的原则，我们实行了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制度，在全校范
围内公开竞聘中层干部。我们加强了“青蓝工程”、“名师工程”建设，对名师、学科带
头人和骨干教师，尊重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对青年教师，关注他们
的成长，为他们创设健康成长的各种平台。作为教育教学一线的教师以课程改革为契
机，促进学科间和谐发展，努力使自己成为构建和谐校园的实践者和生力军。

以人为本，就是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育人为己任，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
线，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引导、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教育是充满爱的阳光事业，我们要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和谐，
给学生以关爱，始终贯彻“平等、尊重、合作、发展”为基本内涵的人本思想，以诚待人，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我们引导学生自主管理，建设和谐班级和年级。我校坚持以政
治思想工作为先导，以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学风建设为核心，加强了日常行为管理和社
团活动的管理，积极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科技、文化、体育等素质教育，注重学生
心理健康，组织编写了校本课程，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引导和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和谐校园应当十分关注学生的校园生活幸福体验: 有没有拥有令人敬佩的教师、
有没有结成促膝谈心的朋友、有没有开展乐此不疲的活动项目、有没有找到废寝忘食
爱读的书……“和谐校园”建设，我们力求让每一个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获得巅峰体
验，在交往生活中获得归属体验，在休闲生活中获得审美体验。

形成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实施和谐教育的前提。只有在充分和谐的校园环境
和学习环境中，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
会做人做事。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建立起以民主、平等、和谐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师生
关系，积极创建民主、和谐的学习氛围和精神氛围。师生之间应该是相互交流、相互启
发、相互补充，教师和学生要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与观
念，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教师要以健康的情感去感染、教育、鞭策和激励学生，
与学生平等、友好地相处，化解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创建安全稳定、健康
和谐的成长环境，改变重智轻德，单一追求智育的现状，在增长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
通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如升旗、军训、竞赛、演讲、辩论、讲座、观摩、报告会、故事会、
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和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家校互动等等，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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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技能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都能和谐共进，使学生在活动中互相学习，
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形成和谐的同学关系。

以人为本，创建和谐校园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一办学理念应该变成全校师生的
共同追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动。

2．以人为本，不断丰富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内容
校园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和谐校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文中学是一所具有 144

年历史的名校，“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办学思想与风格，让同文积淀了丰富的和
谐的文化财富。2009 年，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我赞成这一讲
法: 同文建校以来，道德教育一直是同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强烈爱国精神一直是同文精
神的核心。”他还说，“我认同这么一个看法: 同文培养一种气质，承担责任，厚德报国;
演绎一种气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凝炼一种气息，文理相融，中西贯通; 彰显一种气
魄，敢为人先，守正创新。”中共十六、十七届中央委员张庆伟，中国优秀集团董事长、
同文年香奖学金创立者徐春龙，赣基商用混凝土有限公司董事长、旭进奖学金创立者
张超纲，旅加科学家、发明家、实业家单婕等知名校友，他们回到母校看望当年的老师
时，都不约而同的说到，是同文文化构建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我们首先是用直观的手段让同文历史与文化从无形转化为有形，让精神文化引领
学校发展。我们每年都要组织新生参观校史展览馆，每年都要在方志敏塑像前进行清
明祭扫活动;我们把校训碑“读好书，做好人”高高竖立在学校的大门口，我们建造了
富有特色的同文广场，我们制作了几百幅“同文骄子”的宣传画，张挂于教室; 我们把
办学传统“以人为本、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敢为人先”张挂于教室。我们坚持利用升
国旗仪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开展校园运动会等一系列全校性活动;通过年级组、
教研组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艺演出、征文、演讲比赛; 认真组织学生开展军训、
社会调查等活动。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社团的建设，让学生在自己的社团组织中培养能
力，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学生会制度完善，校园广播站深受广大学生的喜爱，同文文
学社的作品为多家刊物所刊载。

我们还努力通过和谐的行为文化建设来彰显办学品位。道德行为抓活动，“百名
教师进千家”活动是我们每学期的必修课，“师德师风教育月”活动是我们每年的重头
戏; 教学行为抓常态，我们要求教师创新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个人魅力，教学手段要
多元化，教学过程要活动化，积极调动学生们参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给学生们不断带来
新鲜的人生体验。几年来，同文校园文化呈现着百花齐放的灿烂情景，一片明媚的春
光正在同文校园荡漾开来。

2008 年，我们开办了“同文讲坛”，迄今为止，一共开讲了八场。我们把大师请进
同文，请上同文讲坛，因为大师的学识，使同文的眼界更为宽广;大师的追求，使同文更
加富有理想;大师的人格，使同文的个性更加卓异;大师的精神，使同文更加进取，更具
有开创力;大师的关怀，使同文更加关注人的幸福! 我们想通过讲坛这个形式，提高同
文的文化品位的同时，让同文师生高山仰止，见贤思齐，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提高自身的
修养。杨叔子先生以《踏平坎坷，成人成才》为题，作了开坛第一讲。接着，两位同文
毕业生———美国微软公司总部软件开发工程师林弘和英国牛津大学在读博士刘娟、同
文校友王贤才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杨继教授、空军指挥学院研究员、博
导徐邦年教授和同文校友蔡厚淳教授也先后登上了同文讲坛，他们或讲述自己在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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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经历，或解析国学精髓，或传递最新科研信息。迄今八场演讲，场场都是文化盛
宴，他们将“同文讲坛”开办的初衷，演绎得充分而灿烂。

3．以人为本，不断探索教育教学的规律
不断探索教育教学的规律，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这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具体内

容。从 2008 年开始，我省高中学校全面进入课程改革。尽管多年来，我们早就为这次
改革作好了宣传和组织工作，但为适应教育形势的新变化，我们还是一方面让学校的
国家级与省级骨干教师诠释新课程改革的精神与内涵，并带头实施新课程改革方案;
一方面请省里专家来校指导、督促、检查新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同时组织担任新课改
的老师到已经实施了新课程改革方案的地区观摩学习。在目前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严
格执行方案的操作规程，我们创建的校本课程更具特色，充分利用了同文的丰富的各
种资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切合同文实际的校本教材，得到了省里专家的高度肯定与
称赞。虽然新课程改革才实施了三年，但同文用这几年高考的优异成绩说明，同文教
育正在迈入健康、和谐的康庄大道。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给同文带来了高考成绩
新的井喷，连续三年，实现了三次跨越式提升。

在 2009 年的高考中，九江市高考理科应届前 4 名，同文占有 2 人，文科应届前 6
名同文占有 3 人。陈淳同学以 652 分获得江西省高考理科第 65 名、九江市高考理科
应届第 2 名，录取北京大学;万维明同学以 669 分( 含清华大学加分) 获得江西省高考
理科第 12 名，录取清华大学; 魏芸同学以 605 分( 含北京大学加分) 获得江西省高考
文科第 4 名，录取北京大学。文理科合计 600 分以上 12 人; 理科一本上线 67 人，二本
上线 142 人; 文科一本上线 16 人，二本上线 35 人; 艺术体育专业一本、二本上线 84
人。共计二本上线 261 人。

2010 年高考，我校文理科合计一本上线 153 人，二本上线 303 人; 艺术体育专业
一本、二本上线 99 人。共计二本上线 402 人。

2011 年，我校文理科合计一本上线 160 人，二本上线 348 人;艺术体育专业一本、
二本上线 118 人。共计二本上线 466 人。理科 600 分以上 16 人，文科 580 分以上 2
人。欧阳叶田同学以 657 分名列市直理科第 3 名，全省理科第 73 名，录取北京大学;
王祺同学以 653 分名列市直理科第 4 名，全省理科第 96 名，双双获得九江市高考最高
奖———殷氏奖;另有周唯同学以 592 分名列市直文科第 7 名。尤为称道的是王祺和欧
阳叶田的理综分别取得了 287 分和 279 分，分列九江市第 1 名和第 2 名; 张紫微的文
综以 218 分列九江市第 2 名。

一批择校生和定向生在同文中学得到和谐发展:定向生一本上线 22 人，二本上线
77 人;择校生一本上线 5 人，二本上线 18 人。更为可喜的是还有一些在高考中脱颖
而出:定向生于威、胡鹏上 600 分;择校生姚思宇 616 分、吴楠 588 分，陈武阳 543 分。

在实施新课程改革方案过程中，我们在全体教师中提倡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我们
在全体教师中大力弘扬四大精神: 人文精神、敬业精神、合作精神、创新精神。我们变
二元评价为多元评价，创造人才发展的客观、和谐的环境。我们创新课堂教学的模式，
使学生由学会转变为会学，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要。我们确立了“科研兴校、
特色立校”战略，以教育科研带动教育管理改革，以教育科研促进教师成长，以教育科
研推动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把研究性学习作为课程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推
进探究性学习，开设研究性课程，在学科教学中渗透研究性方式。我们继续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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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特色”工程的建设，我们与澳大利亚沃拉尔地区学院结为姊妹学校，与美国 KCD
学校结为友好学校;我们积极引进外籍教师来校任教，我们选派在校学生出国深造。
我校与加拿大爱加信国际学院合作创办的“九江中加友谊学校”今年更是跨入发展的
快车道:两个中加农村班 108 人当中一本上线 65 人，上线率 60． 2% ;二本上线 104 人，
上线率 96． 3%。同文中学多层次办学的全面突破，一定将再一次叙写同文历史新的
篇章，再一次丰富同文文化新的内涵，再一次展示同文教育新的发展方向。

4．以人为本，努力提高领导班子的管理水平
校园和谐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其中，领导班子的和谐是关键中的关键。
古人有云:“和而不同。”经验告诉我们: 有了领导班子的和谐，肯定就有领导与老

师关系的和谐; 有了领导与老师关系的和谐，肯定就有师生关系的和谐。我们首先学
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理念，按照政
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努力做到思想统一、目标一
致、团结协作、职责分明，使学校各级领导班子成为和谐的领导集体，为加快学校建设
与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和思想政治保证。我们从校长室到各个处室、各个年级组与教
研组，全都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分工负责、会议决定的原则，依法治校，完善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不断提高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和治校的自觉性、主动性、前瞻性，提高
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水平。各个部门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充分发挥每名成员
的聪明才智，实现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如果说，领导班子间的和谐贵在尊重和民主，校长室与各个处室关系的和谐贵在
信任和支持，那么，学校领导与广大教师关系的和谐就贵在沟通和理解。为此，我们首
先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如教代会、学术委员会、校务公开栏、定期通报会等。其次
坚持民主管理，学校的各项重大决策严格按照民主管理的程序经过教代会讨论通过，
决定形成前，我们常常通过座谈会或有代表性人物的个别谈心反复征求意见，同时校
长经常到教师中去，倾听教师的心声，了解近段时间内教师中热门话题和所关心的问
题。叶澜教授曾说过:“我一直在努力理解教师、读懂教师教学行为背后的东西。”这
句话说的是何等中肯。

在学校这样的特殊群体中，校长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创建和谐校园的核心。校
长要把教育的战略决策纳入社会整个大系统中，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源、财源、师源、
生源，依靠社会、家长，在继承的基础上，确定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和培养目标，
使学校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强阵地。具体说来，校长的领导主要是靠“信”而不是
靠“威”。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认为: 校长应该将道德权
威置于首位，而非科层权威、心理权威、技术—理论权威。担任同文校长六年来，我对
其他校级领导给予充分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责任到人，分工明确，从不干涉他们
的工作。坚定地支持中层干部的工作，在工作部署中给他们留有空间，让他们充分发
挥其创造性，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要想办法帮助解决，当工作出现问题时，我总是
主动为他们承担责任，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我努力了解教师的
艰辛与快乐、教师的理想与追求、教师的个性与尊严，努力把同文教师队伍打造成一个
特殊的学习共同体，依靠规范、目的、价值观、专业精神、团队精神以及成员间自然而然
的相互依存和对组织的承诺、责任和义务来实现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为了教师在工
作日更加方便和安心，我们为全校教师提供了营养早餐和幸福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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