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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出镜·李学东

精彩语录

•我们要有文化自信，
要有教育自信，更要有实实
在在的行动，让自信成为骄
傲，让骄傲成为更加持久的
品牌。

•面对新的教育发展形
势，校长必须学会用法治思
维治理学校。

•学校要有学术氛围。
校长既是管理者，更要争当
一名教科研的带头人。

•一名好的教育工作
者，最重要的是要有教育情
怀，这种情怀就是对学生的
爱，而且是对每一名学生无
私的爱。

•学校发展主要在内涵
建设，这需要校长有明确的
办学思想，学校有特色的文
化积淀。

•校园作为育人的场
所，需要安静、干净、敬业的
环境和氛围。

•教育必须坚持德育为
首，学校要实现德育课程
化，而且要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作为德育主要
内容。

•把办学自主权还给学
校，把课堂还给教师和学生。

•真正良好的教育，就
是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既包括文化知识的学习，更
包括学生终身发展与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技
能的培养。

北京市平谷区委
教工委副书记、平谷区
教委主任

教育地理·北京平谷区

拥有悠久人文历史的北京市平谷区，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在北
京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其教育发展成效并不显著。如何打破既有状态，实
现跨越式发展？改革成了平谷教育最热的词，正处在爬坡过坎阶段的平谷
教育，2016年频频放出改革“大招”。伴随着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相继实
施，原本不温不火的平谷教育一下火了起来，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北京平谷：奏响改革“最强音”
□□聂成华 刘云艺

一本厚厚的牛皮封面笔记本，除了写满
密密麻麻的字，还粘贴了不少裁剪的报纸和
纸条；笔记本的纸已经泛黄，装订线也有些松
动——这是北京市平谷区教育“掌门人”李学
东全面执掌平谷教育一年多来学习、工作的
记录本，其中不仅有教育教学理念的文字，也
有关于文化、心理、管理的心得，以及听评课
的记录。

在这个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平谷教育改
革发展的关键路径——面向北京市公开选拔
33位中小学校长，其中近半数为新任；对170
个行政副职岗位进行选聘，对 224 名副职进
行调整；大力调整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着力向
一线教师倾斜，切实改变结构性缺编问题；实
施 4个集团 9个学区管理，促进不同学段、不
同学校抱团发展；着力课程建设，社会大课
堂、校园足球活动、滑雪课程、乐器进课堂等，
全面提升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这一系列措施的相继实施，激活了平谷
区教育生态，奏响了平谷区域教育改革的“最
强音”。

“一把手”工程 选好改革“领头雁”

“要想办好区域教育，必须先从选好‘领
头雁’开始。”平谷区教委主任李学东异常坚
定。他用数学的方式阐述：1365=1，每天改变
一 点 点 ，一 年 就 是 1.01365=37.8，3 年 就 是
1.011095=53939.2。“要实现我们的改革梦想，必
须要从当下和一点点开始。”

于是，平谷区的教育改革从“一把手”开
始。该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
间，“关于振兴平谷区教育事业的议案”作为
第 1 号议案提出，紧接着便成立了以区委书
记为组长的教育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并率先
改革干部任用机制，着力治庸治平。

经过充分酝酿与周密部署，平谷区于今
年 2 月至 5 月，首次大范围公开选拔中小学
校长。首先面向北京市公开选拔 13 位中学
校长。经过笔试、面试、组织考察等环节，最
终确定了校长人选，其中 6 人为新任校长。
紧接着进行了 20 个小学校长岗位的公开选
拔并最终确定人选，其中 8 人为新任校长。
这样的大手笔，在平谷教育史上是开先河
的，不仅锻炼了队伍，提升了素养，也优化了
结构，中小学校长平均年龄分别降低了 2 岁
和4.05岁。

“这一次选拔，让校长们又做了一回‘学
生’，进行了一次人生的‘大考’——笔试的严
格程度不亚于高考啊……打破常规，选贤任
能，我们是下定决心来做的。在最后新任的校
长中，有从学校主任岗位直接上来的，这在之
前是没有可能的。”平谷区副区长徐素芝介绍。

当然，“一把手”工程绝非仅仅体现在聘
任层面，自主权和业务导向是平谷校长办学
的两大导向。

校长变动之后，办学自主权首先体现在
校级副职选聘上。根据相关规定和方案要
求，校长新增一项“权利”——对校级副职任
免有提名权，区教委将校长提名作为重要环
节，在全区最终224名副职调整中，校长提名
的人选 90%以上得到任用。此外，在教师绩
效工资分配中，骨干教师责任奖、班主任责任
奖、学年奖的分配也下放到学校，按校级评价
及管理办法自主进行分配。

“业务导向方面，我们要求每位校长必须
带课题，全面提升自身的教科研能力和水
平。同时，严格规范校长考评机制，未来3年
要重点培养出5名以上有影响力的专家型校
长。”李学东介绍。

“任命以来，我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
方面学校是名校办分校而成立的；另一方面，
区教委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社会对我们寄予
高期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校长周
玉江说，“业务比天大，作为校长的我，首先要
懂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同时，还要有统揽
全局的战略思考，要看得高和想得远。”

在平谷区，业务导向不仅是当下改革的
重点，更是每一位平谷教育人心中的方向。

高素质师资 撬动区域均衡发展

“刘家河中学教师王玉梅早已是高级职
称，所任教政治学科抽测年年全区第一，在学
校教师缺编的情况下，她主动请缨担任班主
任，教10个班的政治课和一个班的数学课。”
李学东谈到此事，眼角有些湿润，“教师队伍
建设是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学校首先要有
教师，而且要有高素质的教师，才可以实现素
质教育，才可以让我们的改革取得成功。”

“面对这种情况，一个字，改！两个字，改
好！三个字，得根治！”平谷区教育管理者改
革的态度很坚定。

打破学段、地域、校际之间的壁垒，促进
学段间人员均衡，解决学科性缺编，平谷区教
委出台了《关于教育系统 2016—2017学年度
岗位竞聘实施方案》，按照“系统内空缺岗位
竞聘、校内竞聘、集团（学区）内竞聘、系统内
统筹竞聘”的顺序，经“三竞聘一统筹”进行双
向选择、择优竞岗、合理流动，实现了全部师
资的重新配置。最终补充各学校紧缺学科岗
位 134人，实现集团（学区）内竞聘流动 34人
和系统内统筹竞聘流动23人，为营建平谷教
育新生态打下了均衡的基础。

“解决了教师人员问题，接下来就是激发
教师的积极性和提升教师专业素养问题。”李学

东的思路非常清晰，“教师也是人，先解决好生
存问题，然后才有自我实现。所以，平谷区在绩
效工资改革和教师专业提升上双管齐下”。

平谷区教师绩效工资改革主要有两个层
面：一是将按实有人数分配奖励性绩效，调整
为按区教委核定的编制数分配奖励性绩效工
资，体现多劳多得，促进教师流动；二是尽可
能加大向一线教师倾斜力度，任课教师课时
工资（综合奖）小学不低于 85%，初高中不低
于 80%。这样一来，黄松峪中心小学原来一
直缺编无法补充，今年就有 6 人主动申请到
该校竞聘；金海湖学校任教教师综合奖比非
任教教师最高可多拿 2260 多元。全区整体
呈现了“四争”，即争着到一线任教，争着当班
主任，争着要课时，争着到农村、到山区任教
的良好局面。

在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方面，平谷区着力
实现教师的梯次发展：今年暑期对校长、副校
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题培训，重点助推“深
综改”；组织 13 位骨干教师全脱产到史家小
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等优质名校进行体验
式研修；组织全区385名英语教师进行为期3
年的口语培训；对79名45岁以下中青年教师
开展紧缺学科转岗脱产一年培训；组织副校
级以上干部到东北师范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
信息技术与应用培训……

另外，平谷区还着力引进机制的建设，从
借力逐渐走向内涵式提升。2015年成立高中
学科中心备课组，在全市范围选聘 9 名教科
研经验丰富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担任各学
科长，将全区高中校所有年级和学科的 100
多名备课组长纳入中心备课组，通过传、帮、
带方式，提高全区高中教学教研整体水平。

“只有教师素质高了，才能真正培养出高

素质的人才。”李学东强调。

课程全构建 促进教育生态新发展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伴随着琅琅的诵读声，教师在学生的额头轻
点朱砂开启智慧，在宣纸上写下“人”字启蒙
人生……这是今年 9月 2日北京第二实验小
学平谷分校传统文化课程之新生“开笔礼”活
动的场景。60多名一年级新生在这样的仪式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进学习的兴趣。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今年3月正
式落户平谷区，虽然办学只有8个月时间，但
学校已经建立起足球、书法、京剧、舞蹈、游泳
等30多个门类的拓展性课程与发展性课程，
再加上基础性课程，学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乡村课程体系。

“我们正努力建设这样一所学校，校园里
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言一行、一
师一生都是课程，没有任何课程之外的东西，因
为校园里的一切细节都会促进或制约孩子的
成长。”校长周玉江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心目中
理想的学校或者说我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在‘以
爱育爱 爱育美丽’办学理念引领下，让学生健
康快乐，教师幸福成长，家长认可满意，学校持
续发展，办让城市人羡慕的乡村教育！”

《平谷区振兴教育事业三年行动计划
（2016年9月-2019年8月）》明确指出，“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
教师专业素养为主线，以全面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为中心”。平谷教育人在狠抓质量的同
时，更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尤其是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如今，像北京第二实验
小学平谷分校这样通过课程改革实现迅速崛
起的学校，在平谷区并不少见。

“教育教学改革要想‘有灵魂’，就需要具
备大课程观，进而通过课程观推动教育价值
观。现在我们的教学往往拘泥于教室、束缚于
教材、忠实于学科，这些都会成为制约和羁绊，
需要通过课程变革来解决。”李学东如是说。

平谷教育的课程变革是全面而立体的。
全区在开足开齐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拓展书
法、篆刻、剪纸等地方课程和研究性学习、劳动
技术、社区服务等体验类、实践类、探究类课
程；打破学科壁垒，采取“主题式”、“项目式”实
施学科间整合与融合，并根据实际安排大小
课、长短课；开展社会大课堂、校园足球、冰雪
运动、乐器进课堂、艺术节、科技节、风筝节等；
各学科安排不低于10%的学时用于开设学科
实践活动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推动了
整个区域教育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教育是一条射线，没有终点，但是需要
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当下。未来3年，
平谷教育需要质量，需要不遗余力实现学生
们心中的‘名校梦’，但更需要一个生态绿色
的教育环境。”李学东谈道：“我们从‘一个人
生命发展的高度’构建和实施课程体系，目的
就是让人站在区域和学校发展的最中央。人
的素养提升了，质量自然就有了，我们的教育
理想也就实现了！”

平谷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一
个字——美！

有悠然闲适的大峡谷，有光怪
陆离的大溶洞，有清新舒爽的石林
峡，有碧波荡漾的金海湖，有静谧
安然的湖洞水，有天造万物的老象
峰，有神圣脱俗的丫髻山……美丽
的自然风景让人陶醉。

然而，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这里
还有朴素而且美丽的学校和教育人。

接触过平谷区教委主任李学
东，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位极具思
想和智慧的儒者。在谈话中，观点
独到，大气中自显精微；在区域办
学上，敢于突破，善于作为，在改革
中谋求更大发展。

他对平谷教育充满信心，这种
信心也来自基层学校的精彩。

走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
分校，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巨大的灰
墙，上面有蓝底红字的“建美丽学
校、开美丽课程、做美丽教师、育美
丽少年”，呈现的是学校“美丽教
育”的办学特色。再听校长周玉江
的介绍，育人目标是“做一个美丽
的人”，简单、直接，而又真实。

“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学校连
续4年在平谷区教育质量监测评价
中荣获一等奖。2013年和2015年，
学校分别被授予北京市中小学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和北京市学生金帆艺
术团承办校，这是平谷教育历史上

‘零’的突破。”北京绿谷小香玉艺术
学校校长小香玉的话语中，流露出
对学校、对平谷教育的自豪。

北京实验学校教师张杰用一
个“真”字诠释教育之美：真实面对
自己的得失，做真性情教师，将真
爱公平奉献，用真心感动学生。平
谷中学“傻傻的”李卫东：常常装一
下傻，给学生更多展示的机会，让
他们体会成功的快乐，让他们对自
己充满信心。还有平谷区教育教
研中心的赵亚双，将一位数学成绩
4 分、语文成绩 11 分的孩子培养成
才的故事……

平谷的美，有底蕴，不浮躁；平
谷的美，也充满活力，凸显革新的
勇气——越来越多的好学校发展
起来，“搬”到了百姓的家门口；越
来越紧密的融合中，走向优质均衡
发展。

未来不久，平谷区中小学将会
整合形成4个优质高中引领下的教
育集团和 9 个学区，通过“三个统
筹”，即统筹人力资源、统筹设施设
备资源、统筹教育教学资源，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力度；平谷区还
将全面实施优质资源拉动工程，引
进区外名校，引进高等院校与民办
教育机构，助推中小学发展。

平谷区还将着力于学校文化
和特色学校建设，将打造市级体育
传统项目校10所，艺术教育特色校
6所，科技示范校7所。3年内，实现
人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满意度达
到90％以上。

平谷教育人是有梦和敢于追梦
的教育行者，他们正用坚实的脚步，
丈量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美好道路！

手记

教育之美
□□聂成华

跃动的生命跃动的生命 精彩的时光精彩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