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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校长 对彭建平而言，学校管理者的使命与担当，绝不仅仅是给学生一个好的分数、好的大学，而是创生出更为丰

厚、更有活力的学校文化，让生命激扬生命，让三年影响一生。

彭建平：做有文化创生力的校长
□本报记者 白宏太

彭建平，广州中学党委

书记、执行校长，中学高级

教师。广州市基础教育系

统首批专家、广州市名校

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

持人。华南师大硕士研究

生兼职导师。曾获广州市

优秀工作者、广州市”最具

教育智慧”的教师、全国教

育创新”十大杰出”校长称

号。出版《教育，让生命激

扬生命》《校长治校方略》等

著作。

从教30多年，做了20多年校长，在

彭建平身上丝毫感觉不到倦怠或颓唐。

相反，谈起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历程，他的

脸上常常流露出孩子般的笑意。

让彭建平最得意的是学生对他

的喜爱。在学校里，学生们亲热地叫

他“平哥”。他们为“平哥”画了卡通

头像，设计成纪念章，在校园里售卖，

据说相当畅销。

怕“平哥”抗议他们“侵犯肖像

权”，学生事先去跟校长打招呼。彭

建平问：“你们赚了钱干什么用？”“一

部分买文具捐给农村学校贫困儿童，

一部分作为学生会的活动基金。”学

生们说。“哈哈，这主意不错，你们尽

管干吧。”曾获得无数荣誉的彭建平，

把学生的喜爱当成最大的褒奖。

从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走上校长岗

位，彭建平最难能可贵的特质，是他身上

浓郁的人文情怀。对于自己所做的每一

件事，他都有清晰的价值思考。

正如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红所

言：“彭建平校长是一个坚守自己内心

准则的人，所以才有底气把激扬他人的

生命作为自己的教育使命和担当。”

日前，广东省启动新一轮名师名

校长工作室建设，作为少数上一轮优

秀工作室主持人之一，现任广州中学

党委书记、执行校长的彭建平蝉联入

选。借此契机，记者采访了他，走近

他多姿多彩的教育人生。

不抓“分数”的校长

1995年，在家乡湖南益阳做过中

学校长、联校校长的彭建平放下过去

的一切，南下广州，一切从零开始。

广州市89中学是彭建平南下的第

一站，当时的学校地处城乡接合部，是区

里垫底的薄弱学校。当地有一句话就

是，“再不好好干，就把你调到89中去”。

学校接收的是全区末流的生源，学生几

乎没有一天不打架，连老师都敢打。

就是在这样的学校，彭建平从普

通教师做起，教两个班数学，一年时

间，学生的平均成绩奇迹般从38分提

高到82.6分。再过一年，彭建平就被

提拔为学校政教处副主任，几年后一

步一个脚印走上了校长岗位。

在广州市89中，彭建平做了7年

校长，硬是把这所薄弱学校变成了广

东省的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成了令人

称道的好学校。

彭建平到底有什么高招？是加

班加点搞教学、一门心思抓高考？出

人意料的是，彭建平没有这样做，而

是另辟蹊径。

“要让学校带给每个人幸福和希

望！”彭建平说。在当时，这句话听起

来像遥远的“天方夜谭”，但彭建平坚

信不疑。他是国内“幸福教育”最早

的倡导者、实施者之一。“越是这样的

差学校、这样落后的学生，越是要让

他们看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

与长处，也能得到老师的表扬。”

为此，彭建平在学校开展环境教

育和科技教育，指导学生进行环境保

护和科技创新教育实践。成效立竿

见影，许多过去调皮捣蛋的学生爱上

了科技小制作，学校里涌现出一批小

科学家、小发明家，学生在全国科技

创新大赛中获奖，还被保送上大学。

凭着这一发展“支点”，学校成了

被全国表彰的环境教育绿色学校，他

们的环保研究性学习案例成了全省

推广的样板和高中研究性学习课例。

更为重要的变化是，这里的师生

关系变得“绿色”了，每个不一样的学生

都能得到尊重，学生有自信了，教师工

作舒心了；这里的家校关系也变得“绿

色”了，面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的

现状，学校把家长会开到村里，送教上

门，过去穿着背心拖鞋就进校的家长慢

慢变文雅了，注重与学校配合了。

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彭建平看似

从不抓“升学率”，学校生源也没太大

变化，过去能考上一个本科就不错

了，但那几年，学校高考质量却一路

走高，本科上线率达 65%，一时被惊

呼为“89中现象”。

“好学校一定会有好的升学率，

但只有好的升学率不一定就是好学

校。”彭建平的话很耐人寻味，“中学

教育理应站在比考试、分数和升学率

更高的层面，对学生生命成长负责。”

让每个生命激扬

2012 年，彭建平调任广州市 47

中，这所学校是天河区最好的中学。

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正如一位熟悉他的朋友所言，“在这

里做得好，让学校有提升，皆大欢

喜。如果做不好，把原来的优势丢掉

了，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一个数据，或许能说明彭建

平的处境。当时全校高级教师有170

多人，占教师队伍的一多半。这个比

例在广州市是最高的。

过去以“治薄专家”出名的彭建

平，面对这样一所优质校，该如何开

局？如何实现学校高位发展？如何

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来到广州市47中，彭建平没有贸

然把过去的“幸福教育”移植过来，而

是从中学教育的本质，深入研究学校

过去的办学实践，一连召开了 6场全

校教师大会，引导教师们深入思考中

学教育”以人为本”的“人是谁”“以人

的什么为本”……

“到最后，不用我说，教师们自己

把这句话讲了出来，那就是‘生命激

扬生命，三年影响一生’。”彭建平笑

道。这句话被写成条幅，挂在校长会

客室里，慢慢成为全校教师的共识。

生命激扬生命，首先意味着教师

要有好的生命状态、高的生命质量，

才能激发和唤醒学生的生命。

如何激扬教师的生命？彭建平

就从改革教师评价开始。“传统的评

优评先只有少数教师受益，很难对大

多数教师起到激励作用。”他认为。

学校推出“月度人物”评选，“官

方”不参与，完全由“民间”推举，可以

是学生联名推，也可是学科组、年级

组推，甚至校友、家长、社区都可推

荐，最后由工会选定，一个校区选出

一位月度人物。

当选月度人物的教师，别提多风

光。颁奖仪式相当隆重，铺上红地毯，

有人致颁奖词，有精心设计的奖状，还

有一大束价格不菲的鲜花。“不要随随

便便买几枝花，一定要买贵一点的，让

老师舍不得扔掉，美滋滋地捧回家

去。”彭建平对工会人员特别强调。

这还不算，月度人物的大幅海报

贴在校园里、社区里，事迹在校报、官

微、网站上一并推送，年终集中印制

成画册留存。

“尽管我们没有奖金，但获得这

样的荣誉，比你给他发多少钱都更激

动、更光彩。”彭建平说。

可彭建平还觉得不过瘾，毕竟能

获得月度人物的教师仍是少数。他又

“如法炮制”，推出“青年才俊”评选、

“魅力班主任”评选，甚至教师们还可

以自主申报奖项。“奖项自己报，名称

自己定，证书学校做。”彭建平解释说。

这每一个奖项的颁奖礼，也都一

如既往，像奥斯卡典礼一样热烈，像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一样催泪。

“你说，我印一万张奖状才多少钱

啊？可教师们的劲头就不一样了，不用

你要求他，他自己就会拼命干。”彭建平

又像孩子似的，狡黠地笑着对记者说。

与校长“约会”

在广州市47中，彭建平在学生中

享有很高“人气”的一个原因，是他推

出的一项特别的活动——“共同的梦

想，我们约会吧”。这样的“约会”在

每天的中午或放学后的时间。

彭建平的手机号码和邮箱，全校

没有人不知道。学生们只要有需要，

随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校长预约，

约好时间来校长室聊天。

“他们可以打电话、发短信、写邮

件，包括从门缝里塞条子，我都会接

待，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彭建平说。

他的办公室里放着茶具，但其实他平

时是没有时间品茶的。只有与学生

“约会”时，他会坐下来给孩子们泡

茶。他的柜子里还放着许多糖果和

饼干，都是为约会学生准备的。

学生们果真是有什么问题都来

找彭建平聊天。这不，有一次，一个

高三学生考完“一模”后，急切地要跟

校长聊一聊。“校长，我最近总是不能

静下心学习。”学生苦恼地说。

“那是怎么回事？都到这个节骨

眼儿了。”彭建平问。“我喜欢上了班里

的一个女孩。”学生毫不隐瞒。“啊，那

你很厉害啊，明天把女孩带过来，让我

看看怎么样。”彭建平大大咧咧地说。

第二天，男生果然带着女孩过来

了。彭建平没有板着面孔老生常谈，

而是像大哥哥一样，开诚布公地跟两

个人谈现状、谈未来。谈了三次，两

个学生笑着走了。

“最后两个学生都考得很好。当

然，他们在与我的三次交流中也走出

了那个时间段的困惑。年轻人的事

谁又说得准，不能大惊小怪，平常心

对待就好。”彭建平说。

在教师眼里，彭建平对学生好得

简直有点“纵容”。他干得最“出格”的

事，就是曾给全校家长写过一封公开

信，内容是告诉家长和学生怎样对学校

进行投诉。凡是对学校任何一方面的

工作不满意，随时可以向校长投诉。

“民以食为天”。学生就餐是大

事，也是最容易被人“吐槽”的。彭建平

就把餐厅的监督管理权交给学生。学

校有两个餐厅，互为竞争，物美价廉。

学生会干部每天到餐厅检查卫生、价

格，每天在宣传栏公布检查结果，有了

问题及时与餐厅老板协商解决。

时下，许多学校为学生的手机问

题大伤脑筋，这在彭建平那儿也不是

事儿。怎么管理手机也是学生说了

算，学生会组织学生讨论，制定手机

管理“公约”。一旦违反公约，就要将

手机由学校封存，一定时限后才能取

回，或者写下承诺书，达到一定的学

习目标后才能“解禁”。

“大人都管不好自己的手机，为什

么一定要对学生严管呢？”彭建平说。

曾有人建议，只要在校园内屏蔽 wifi

信号就可以控制学生玩手机。但是，

彭建平最终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这

是对学生基本的尊重和信任。

是不是对学生有点太好了？有

人不理解。“他们哪知道，因为学生天

天来找我，我足不出户就能掌握一线

教育教学的真实情况。我的许多改

革举措，比如第三学期课程、社团活

动创新等，灵感都来自学生的情报。”

彭建平说。

把世界变成课程

彭建平口中所说的“第三学期课

程”，又是他的一项出人意料的创新。

当初来到广州市47中，彭建平觉

得不太满意的是学校的选修课程和

社团活动。课堂教学他当然重视，但

他知道，抓教学抓考试教师们都很在

行，丝毫不用担心。他就从大家不太

在意的地方做文章。

可是，一学年不就两个学期吗，

哪儿来的第三学期？别的且不说，第

三学期的时间从哪儿来？

“周末、节假日、寒暑假，这些零

星时间合并组成的时段，就是我们进

行第三学期学习的时间。”彭建平笑

眯眯地说。

是抓住一切时间，给学生加班加

点补课吗？千万别误会，彭建平不是

这个意思。“第三学期是我们开设校

本选修课的时间，所有课程几乎都与

考试没有直接关联，有的是跨年段选

修课，有的是必修的校本选修课。”

比如，生命安全课就是学校的一

门必修的选修课，人人必须过关。这节

课的内容很实用，教学生自我保护、安

全防火、科学逃生等，很受学生和家长

欢迎。同样受欢迎的还有“荒岛求生

课”，学生们要在一个无人岛上生活72

小时。这门课一推出就被“秒抢”。

诸如此类的课程，开设时间其实

只有一两天。第三学期课程长短不

一，有半天、一天、三五天的，最长的

课程也不过两周左右。

“谁规定一门课必须上一个学

期？你想想，学生时代对我们影响最

大的，可能就是一次讲座、一个活

动。”彭建平说。

因为有了“第三学期”，学校原来

自由无序的选修课程变得系统、丰

富、有目的了，从原来的 20 多门一下

增加到60多门。

问题是，这么多选修课师资从哪

里来？彭建平的想法依旧很天马行

空：“我们在网上发出课程招募信息，

我们的毕业生、学生家长以及曾在这

里任教过的教师，只要有意愿都可以

申报，学校考评后给他们发聘书，安

排好时间就可以来上课。”

真没想到，招募信息一发出，应

者云集。

一对旅美华人夫妇若干年前在这

里任教，看到这个消息激动万分，千里

迢迢从美国赶回来，给学生讲中美文

化差异。一位校友在联合国总部就

职，负责全球环境保护，看到母校的招

募令，拉上男友一起回来，绘声绘色地

给学弟学妹讲了3天课。许多校友激

动地说，学生时代就盼着有这样的课

程，现在总算弥补了遗憾。

既然是课程，就要有考评，但考

评方式既简单又灵活，可以是一篇活

动体会、一幅画、一件小制作、一篇小

论文……“这样的课程不一定要很专

业，它的价值在于为学生打开一扇

窗，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种下一颗理

想的种子。”彭建平说。

多年来，学校的校友已经遍及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当他们心怀感恩地

回母校授课，无形中把整个大千世界

都变成了学校的课程。

每年六月，学校还安排3天时间，组

织高中全体非毕业班学生，一千多人走

进大学、工厂企业、社区、政府机关，进行

职业体验、生涯规划的实践和考察，让

学生亲身体验和感知自己喜欢的职业，

增强学习动机，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彭建平的这些做法，起初也不被理

解，有人觉得他“不务正业”。但同样令

人惊奇的是，尽管彭建平不重“分数”，这

几年47中的高考成绩持续走高。高考

一本率由30%提高到71%，体育艺术和

科技创新获得市级以上奖项120多项。

就在一年前，学校迎来重大“利

好”。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广州市政府

同意以 47 中为基础，成立广州中学。

对学校来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一

年来，政府投入巨资建设了广州中学新

校区——凤凰校区。广州中学正在一

个全新的起点上，用新的教学模式和学

习方式开启新的实践。

正因如此，对于学校的发展彭建

平充满自信。“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关

注人的生命价值，让教育回归本真，

学校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好校长一定是
理想主义者
我一直认为，好校长一定要是一

位理想主义者。从彭建平身上，我再

次坚定了这一判断。

彭建平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似乎

抓升学率“很有一套”。你给他一所垫

底的薄弱学校，他能点石成金，用末流

的生源办出一流的质量。你给他一所

全区最好的学校，他依旧毫不含糊，让

学校的升学率继续“噌噌”走高。

但彭建平并不以此自矜，而是始

终保持清醒。在他去年出版的专著

里，开篇用了相对大的篇幅反思当下

的教育，反思学校对分数和升学率的

过分追求。他说：“中学教育固然要

关注升学考试成绩，但更多要关注孩

子作为一个‘人’的培养”。为此他呼

吁，要站在比分数和升学率更高的地

方审视人的成长。

分数这玩意儿，不能说不重要。

它的重要性，就像毛主席当年说的原

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说

话不算数”。

但很显然，如果只搞原子弹，无

疑是穷兵黩武，走上歧路。办教育何

尝不是这样，校长眼里不能只有分

数，还要有理想、有文化、有“人”，有

诗和远方。

办教育不能没有理想，但时下有

太多校长未免太“务实”。或者是一

门心思抓教学、抓成绩，坚信“升学率

才是硬道理”；或者把改革作为漂亮

的装饰，把学生当作换取名声的工

具，“目中无人”；或者只顾埋头拉车，

从不抬头看路，做了许多事，却从不

思考“为什么”……

没有理想的教育，终究走不远；太

过“务实”的校长，也成不了教育家。

反观彭建平，数学教师出身的他

固然有缜密、理性、精明的一面，但这

并不妨碍他充满人文关怀，成为一个

教育理想主义者。

于是，才有他办学上不“务实”的

另一面。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学校，他

首先会做文化的审视与思考，他在薄

弱学校倡导“幸福教育”，在优质学校

生发出“激扬生命教育”。简言之，他

要让一所学校“有文化”，然后用这样

的文化观和价值理念，省察自己该做

的事。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他都会进

行价值的判断和意义的思考。

彭建平的不“务实”还鲜明地体现

在，他常常“舍近求远”，做一些别人看

来“没用”的事。但最终都证明，他所

做的一切都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我们谁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

把自己提起来，办教育离不开脚下

这片土地，离不开这个时代。作为

校长，当然不可能无视“分数”，但正

如彭建平所言，只有分数的学校不

一定是好学校。或者说，判断一所

好学校的标准，是看你取得分数的

方式，是看分数之外你给学生的东

西，是看学生离开学校后身上还留

存的东西。

作为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可以

不“务实”，又不能太“务虚”，要知道

自己从事的职业价值所在、方向所

在，从而知荣辱、知行止。

如此说来，彭建平的教育实践体

现了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方法论，

也是当下一位好校长的生存智慧。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