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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学校将转型为学习共同体，由
一个个网络学习中心与实体学习中心共
同构成学习社区和具有区域文化与个性
特色的学习机构。”11 月 21 日，以“共话
未来学校”为主题的 2016 新教育国际高
峰论坛在浙江省温州市闭幕，建设未来
学校《温州宣言》同时发布。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800余名国内
外教育工作者汇聚温州翔宇中学，探索
教育创新思路，分享新教育实验成果。
除主题报告外，此次论坛设有三个分论
坛，分别从“未来学校的父母、教师、课
堂”、“未来学校的课程设计”、“‘互联
网+’与未来学校”等三个维度，对未来学
校进行深度发掘探讨。

新教育发起人、民进中央副主席、中
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在主旨发言
中论述了“未来学校”的“15 个变革可
能”：学校成为学习共同体，开学与毕业
无固定时间，学习时间弹性化，教师来源
与角色多样化，政府买单与学习者付费，
学习机构一体化，网络学习更重要，游戏

在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学习内容定制
化与个性化，学习中心小规模化，文凭的
重要性被课程证书取代，考试评价从鉴
别走向诊断，家校合作共育，课程指向生
命与真善美，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他认为：“人性化、选择性、多样化、
个性化，将是我们在迈向未来的过程中
最主要的选择，也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新加坡励志学院院长甘波博士，
Learning Edge Ventures 创始人、首席执
行官唐·伯顿分别以“福流少年：面向未
来的英才教育”“旧式学校，新式学校，理
想学校及教育的未来”为题，分享了他们
在营建未来学校方面的理念及经验。北
京市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北京中学校长
夏青峰就“在创造中学习”做专题发言，
引发共鸣。

“教育不能只是分数和升学，应该让
学生能够面向未来。”教育部教育装备中
心中小学理科教育装备处处长刘强在

《变革和创新——未来学校建设与探索》
中这样指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终身教

授严文蕃的主题演讲《互联网和未来学
校：美国的实践和启示》围绕三个问题展
开，即：未来学校学什么？未来学校怎么
教？我们需要改变什么？归纳了未来学
校四大特色：学习环境——探究型学习
模式，学习内容——跨学科融合，教师角
色——支架式教学理念，学习方法——
基于项目的学习途径。

“未来学校，应该是博物馆的样子。”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以“让学校
成为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为题，阐述了
翔宇基于未来学校的实践与思考：新教
育体验学习中心、翔宇未来学校实验室。

作为国家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温州深耕改革试验田，引进翔宇教育品
牌并落户永嘉。经过几年努力，翔宇中学
的教学质量不仅保持高位发展，还建设了
王羲之书法教育馆、中华灯谜馆、瓯江书
院、昆虫馆、贝壳馆、创客中心等六大校园
博物馆，汇聚了一批学术专才，开设的博物
馆课程缤纷多彩，成为翔宇及周边县市学
生最迷恋的体验学习中心，生动展示了“未

来学校”的一个发展方向。
温州市副市长郑朝阳表示，温州历

来重视教育，近年来紧紧抓住列入国家
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的契机，在按营
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放开民办学
校价格管制、教师保障、融资机制和财
政扶持等方面作出积极探索。他认为，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今天的教育就
是明天的科技和人才，就是后天的生产
力。新教育作为一种拓展传统课题的
教育实验，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发展，已
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温州也有不少
学校在积极践行或吸纳新教育理念并
从中受益，温州翔宇中学和以苍南为代
表的新教育实验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
代表。

由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经过16年的
发展，已经成为覆盖全国32个省份，拥有
67个实验区、3000余所学校、320多万名师
生参与其中的民间教育改革行动，新教育
正依靠充分的民间自觉和有识之士的暖心
扶持，走向更高更远。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学校的兴衰与
校长息息相关；校长是学校的领头羊，决
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一位好校长，一
定会办出孩子们倾心向往、满心喜欢的
学校，一定能办出适合每一个孩子、有良
知有温度的教育。

作为区域教育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
之一，便是发现和培养一批好校长。那
么，什么样的校长才能称得上好校长呢？
在我看来，好校长首先要有大爱情怀。

好校长爱教育。好校长的大爱情
怀，首先体现在爱教育上。好校长应视
教育为终身事业，全心全意去投入，用整
个心去做完整的教育。

我常对校长们说：“其他什么都耽误
得起，但教育耽误不起，孩子耽误不起；
其他什么都折腾得起，但教育折腾不起，
孩子折腾不起；庄稼误了是一季，孩子误
了就是一代人、几代人的事。”

由此可见，校长的责任重大，使命崇
高。一方教育的发展，教师的职业幸福，
孩子的未来人生，成百上千家庭的改变，
全系在校长身上。如果校长没有对教育
深深的爱，就很难做好教育。

好校长爱教师。好校长的大爱情
怀体现在爱教师上。学校发展，教师为
本，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
领导者，其真正爱教育的情怀应该体现在
爱教师身上。只有爱自己的教师，激发他
们的内在潜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拧成
一股绳，让教师与校长一起扑在教育事业
上，才会让大爱之花浇灌出累累果实。

校长对教师的爱，除了在工作上支
持、在生活上关心、在专业成长上搭台之
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教师立场，要想到自
己曾经是教师，要知道教师的期盼是什
么，要从教师的角度看待问题、思考问题
和处理问题，甚至要带着情感和责任站在
教师的立场去掂量。这样，校长的所有决
策和安排，既能带着美好的“初衷”而落
地，又能在换位思考中赢得教师的拥戴。

《安徒生童话》里有个故事《老头子
总是对的》，说的是从前有一对老夫妻，
过着清贫的生活。老婆子和老头子商量
把家中仅有的一匹马卖掉，去换一些更
有用的东西。换什么呢？老婆子说：老
头子你决定吧，你做事总是不会错。于
是，老头子骑着马到了市场，先后把马换
成母牛，母牛换成羊，羊换成鹅，鹅换成
鸡，最后把鸡换成一袋子烂苹果。

两个有钱人半路听说了这件事，都
认为老头子回家会遭到老婆子打，至少
要痛骂一顿，老头子却坚信自己会得到
一个吻，于是他们以金子做赌注。结果，
在旁人看来老头子这一路越换越廉价的
交易，却每次都让老婆子大加赞赏。

老头子为什么有这种信心呢？显然
是因为老头子做每一个选择，都是诚心
诚意地站在老婆子的立场上。他把老婆
子的需要看得比物品的价值更重要。

故事的结局，两个有钱人赌输了，金
子奖赏给了能够无时无处不站在老婆子
立场上的老头子。相信这个故事对校长
们会有深刻的启示。

好校长爱学生。好校长的大爱情
怀还体现在爱学生上。好的学校是教师
乐教于斯，学生乐学于斯。只有校长俯下
身子深入到学生中，做学生的好朋友，成
为他们的知心人，才会全面掌握他们的所
需所想，才会有的放矢制订学校发展目
标，才会规划出更加适合他们发展的道
路，才能办出学生们喜欢的学校，办出学
生们向往的教育，让学生乐于在学校学
习，这是校长大爱情怀的最高表现。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为了
认识、了解甚至熟悉学校的每一个儿童，
每天早晨站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学
生的到来，很少间断……孩子们把每天
在校门口看到窦校长当成了一种期待。
全校大部分学生的名字她都能叫得出。
在她的带动下，学校的其他教师，甚至学
生、家长义工，每天早晨也会站在路口或
校门口行鞠躬礼、竖大拇指，互相问候与
赞美、击掌与拥抱。

好校长有家国情怀。一个好校长的
大爱，不仅包括爱教师、爱学生、爱学校、
爱教育，更要走出一校之围墙，胸怀祖
国，心系民族，具有家国情怀，与国家、民
族同呼吸、共命运、心相通、情相连。从
某种意义上说，其使命应该远远超出办
好自己的学校本身。

浙江义乌：举办首届

中外学生文化交流节
11 月 21 日，浙江省义乌市

举办首届中外学生文化交流节
活动，就读于义乌各学校的 300
余名中外师生、外商朋友参加
了本次活动。目前，常驻义乌
的境外客商有 1.3 万余人，分别
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外学生融合教育已成为当地中
小学教育的特色名片，多元文
化的种子正在校园的土壤中生
根发芽。图为中外学生在用竹
篾编制“蚱蜢”等手工艺品。

龚献明/摄

校本教研的“在”与“不在”

研训视窗

□□杨伟东杨伟东

特别关注

新教育国际论坛畅想“未来学校”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世文韩世文

伴随新课程的校本教研已开展了十
几年，为什么有些地方口号叫得震天响，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一些学校对
外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在校本教研
的路上，迫切需要澄清认识，走出误区。
我认为，真正的校本教研，不在外边在里
边，不在上头在下头，不在宏观在微观，不
在全面在一点，不在终点在过程，不在教
师的教而在学生的学。

不在外边在里边

学校的变革及发展，最重要的力量
源于学校的内部力量，任何外在的因素
只能是一种催化剂，外因必须通过内因
起作用。因此，不能片面追求形式的热
闹、新颖、有趣、高雅，不能仅仅热衷于到
发达地区、知名学校取经，而应多返观内
视，练好内功，由量变引发质变。要发现
自己的问题，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要有
自己的智慧，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靠
花拳绣腿打不了擂台，靠光说不练的“天
桥把式”难以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

在河南，西峡县 10 多年前为改变基
础教育落后状况，曾试图模仿洋思模式，
但遭遇水土不服。杨文普领头的县教研
室团队，自主探索出“三疑三探”课堂教
学模式，在县域内所有小学、初中、高中
逐步推开，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此项
教育创新成果如今已在全国上百个县区
推广普及，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教育改
革和发展，声誉日隆。

不在上头在下头

多年来，中小学作为行政事业单位，
习惯于眼睛向上、服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的领导，迷信盲从大学教授、权威专家，在
教研问题上总是等、靠、要，缺乏探索的主
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其实，教育行政
部门管理者做的是科学决策、政策引导扶
持和督促检查；大学教授地位超脱，提供
的是理念引导、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至
于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如何实现教师
专业发展等问题，还应该是学校校长与广
大教师自主合作探究的课题。因此，基层
学校的校本教研，主动搞好顶层设计、多
方筹措、勇于担当、全民动员、全员参与、
持续开展行动研究以及不断优化组织、改
进行动、提高效益至关重要。

信阳市羊山中学秉持“人人都是管
理者”的理念，先后自发成立了22个专项
工作室；七、八、九三个年级各自设立教
导处（“三横”），学校仅保留办公室、团委
和总务处三个面向全体师生的管理科室

（“三纵”），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纵
三横+专项工作室”管理模式，全校 75%
的教师分担了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调
动了全体教师的积极性。如此，事事有
人做，事事有人管，风清气正，友爱和谐，
学校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不在宏观在微观

教育人常说：“学校无小事，事事有
教育。”教育是百年大计，可谓大事。但
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却常常体现在一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做校本教研切不可
好高骛远，应该研究具体而微观的育人
之道。因为，教育者的工作就是与学生
在一起，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他们学会处
理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每天用自己的
一言一行引导、熏陶孩子的心灵品质。
只有重视每一件小事，多做“微创新”，才

能切实解决具体问题。
济源市济水一中设立教育“微创新”

论坛，倡导和激励全体教职工大胆进行
教育教学与管理方法、手段、途径的改革
创新，充分发掘在教育教学和管理等方
面的原创好经验。特别优秀的教育“微
创新”，学校还给予重奖，并在全校推广。

不在全面在一点

做校本教研不可全线出击、全面开
花。总是追求全面发展，只会造成全面
平庸，乏善可陈；找准切入点，发挥自己
的特长，才会枝繁叶茂。

许昌高级中学教师冯涌在教学中发
现，中学化学教材虽然组织严密、知识系
统，但科学发现的艰难历程被过滤了，逻
辑思维的矛盾冲突没有了，学生难以从
化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化学基本原
理，思维得不到开拓性发展。于是他以
近代化学的重大发现为素材，以重要化
学家的生平事迹为主线，选取10个主题，
于 1991 年开办了十讲高中化学史讲座，
坚持多年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的讲义
在互联网上传播，引起相关出版社的关
注，并最终出版专著《近代化学史风云人
物榜》。现在，冯涌立志开发中学化学史
教程，更为系统地挖掘化学史的教育价
值，让全国更多的学生受益。

不在终点在过程

校本教研不能搞“运动”，不能刮一
阵风，不能朝三暮四，更不能只重结果
不重过程。校本教研应该学做一棵大
树，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向阳、成长，
保持一方水土，奉献累累硕果，成就一

番事业。
许多地方的校本教研，至今仍停留

在如何解题、如何提高考试成绩和升学
率的层面。我认为，即使追求毕业生的
高素质和高升学率，也需要从最终目标
倒推制订计划，把大目标分解成若干具
体可行的小目标，一段一段地完成研究
任务，积小胜为大胜。

要坚持行动研究，每前进一步，就要
反思总结一次。要不断反思追问六个问
题：我要研究什么问题？我为什么要研
究这个问题？我怎样研究这个问题？我
能不能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研究
达到了什么程度？我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改进和完善我的研究？每一次反思追问
都会使自己的思考深入一步，再及时调
整行动策略，从而让我们更加充实、坚定
地迈向成功的彼岸。

不在教师教在学生学

教研，顾名思义是教师对课标、教
材、教学方法、教学实施与评价的研究。
但教是为学服务的，教师的教是为了让
学生学会、会学，教是为了不教。在重视
教师教的基础上，必须更加注重对学生
学的研究，注重学法指导，立足于学生学
习的实际，以学定教，遵循教学规律，构
建先学后教、多学少教、乐学乐教的和谐
课堂。不仅如此，还要研究教的有限性、
知识的可教性问题，研究如何实施“不
教”的问题，“无为而无不为，不教而无所
不教”。在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
生预习、展示、反馈问题上，杜郎口中学
是表率，兹不赘述。

（作者系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
室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

局长专栏

好校长
有大爱情怀

图说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