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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河教育的庄河教育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
□ 本报记者 白宏太

庄河，地处辽宁大连的涉农县区，近年来因为一场全方位的“思想革命”，庄河教
育异军突起，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的“现象级”成功样例。

在辽宁省庄河市，三十中与三十

一中是两所优质初中学校。过去，尽

管三十中的生源更好，不过令人有点

尴尬的是，在教学质量上却一度落后

于三十一中。

这一现象直到这两年才改观。自

从新校长陈玲上任后，三十中的教学

质量一年一个样儿，很快追上并赶超

了三十一中。如今，这两所学校都拼

劲儿十足，在你追我赶中共同提高。

这是怎么回事呢？谈及学校的变

化，校长陈玲笑道：“最关键是教育者的

思想观念有了转变，我们确立了‘生本

教育’理念，课堂上学生的笑容多了，腰

板儿挺直了，回答问题声音响亮了。”

像这样，用教育思想引领学校发

展、变革教育生态的故事，正在庄河市

越来越多的学校上演。

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耳熟

能详的名言：“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

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其次才是行

政领导。”

在庄河，由市教育局局长刘贵元

领衔的一项课题，可谓是这句名言的

实践验证，课题名称就叫“引领校长用

教育思想领导学校的区域推动策略研

究”。名字略长，有点拗口，却准确、质

朴地概括了研究主旨。2017 年底，这

项课题由全国教育规划办批准立项，

成为国家级课题。

作为“区域推动策略”，全市 60 多

所中小学的校长都是课题成员，他们

要共同用实践完成这项课题，“结合学

校的实际形成本校的教育思想，并用

教育思想去领导学校”。

对于这样一项实践研究，作为课

题组主要成员，曾任庄河市教师进修

学校校长的梁传祥深有体会。“过去带

校长去南方考察，当地校长讲起办学

头头是道，庄河的校长就只有听的份

儿，很难跟人家对话。说到底，还是校

长的思想观念滞后。”

在课题的引领下，为了“催生”教育

思想，市教育局将校长组织起来，建立

了多个校长发展团队，为每个团队配备

了指导专家，通过专题研修、集体研讨、

专家引领、教师访谈进行全方位“思想

启蒙”，帮助形成本校的办学理念。

“这几年的确很辛苦，就像一场

‘自我革命’，过程特别艰难。”庄河第

二实验小学校长管秀坤至今记忆犹

新。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管秀坤在灯

下苦思冥想，一字一句地琢磨办学理

念的准确表达。先写出办学理念的初

稿，再和专家、学校管理团队一起，几

经学习、研讨、修改。

当自己的《个性化教育办学理念

释义》通过专家考评，管秀坤如释重

负：“对校长专业发展来说，这真是一

次彻底的精神蜕变。”

而这仅仅是一场漫长的“精神磨

炼”的开始。校长们确立了办学理念

后 ，还 要 接 受 市 教 育 局 的“ 过 堂 审

查”。举行一场主题论坛，邀请教育专

家组成考核小组，校长们逐一登台演

讲，经过专家论证、校长答辩、现场评

定等级，每次仅有三分之一的校长能

通过考评。没有通过的校长，回去继

续打磨办学理念，接受下次考评。

教育思想对学校发展有多重要，

又如何改变一所学校？新华路小学校

长高金香笑称，这个课题“真好用”，她

就是“受益者”。

3年前，高金香被任命为新华路小

学校长，为改变学校落后局面，她审时

度势，走出了一条“寻找办学理念”的

特殊路径。“学校的办学理念，不是专

家给我们的，应该基于学校的优势。

大家都想想，咱们学校有什么优势？”

她跟教师们商量。

教师们说，体育一直是学校的传

统特色。“好啊，那咱们就把体育特色

做大做强。”高金香因势利导说。就这

样，学校很快把校园足球、跳绳、长跑

等确定为校本必修课程。

一段时间后，高金香说：“光有学

校的传统项目还不够，中华民族有那

么多优秀传统呢，咱们也要继承好

啊。”怎么继承呢？教师们经过讨论，

决定引进经典诵读项目。

随着特色项目逐渐多起来，教师

们的心气儿也越来越高，他们说：“校

长，要培养孩子更多能力和素养，还得

开发特色课程。”“这个想法太好了，我

全力支持。”高金香高兴地说。就这

样，从开发校本课程到改革课堂教学，

新华路小学越来越有活力。

两年后，经过全校一致同意，学校

确立了“承启教育”的办学理念。“这个

名字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核心理念就

是‘承传统，启未来’，继承优良传统，真

诚接纳孩子，用心关爱孩子，为他们开

启未来的美好生活。”高金香解释道。

看得出，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关

键在于让学校每一位教师都能够理

解、认同这一思想，并有能力、有意愿

去自觉践行。

“老实说，这件事推进起来相当艰

难，过程很漫长。”梁传祥说。过去作

为培训者，他对此还理解不深。一年

前，他调任庄河市高级中学校长。掌

舵一所百年老校，面对工作中的千头

万绪，他才真切地感到，要把思想落实

到实践中，会遇到重重阻碍。

为此，梁传祥没有大刀阔斧，而是

注重示范引领。他在校内成立了教科

研改革团队，亲自带领一批年轻教师

开展课堂教学改革，与他们一起听课、

评课、磨课。用他的话说，“学校是一

艘大船，不容易调头，我先放一个小舢

板下去，让想改革的人都跳上来，慢慢

就会形成一种导向”。

不“研究”局长，多研究学校

人世间最难的就是改变人的思

想。梁传祥和高金香的办学经历说

明，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慢工

细活”。

庄河教育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

难走的路？

面对这个问题，刘贵元一脸凝重

地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始

终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相关因素可

能很多，但校长绝对是其中无可替代

的核心要素。”

担任市教育局长前，刘贵元先后

做了 20 年校长，又做过教师进修学校

校长，对于校长的重要作用，既有着深

刻的切身体会，也有着长期的观察与

思考。同时，从做教师开始，他就十分

注重教育科研，也从中深感受益。任

市教育局副局长期间，他主持的关于

研究型骨干型教师培养的课题，曾是

辽宁省教育科研重点课题。

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刘贵元走

上局长岗位后，很自然地把“研究校

长”当成了自己的重要课题。

对于他的这项课题，有人一开始

并不理解，曾私下劝他：“你不能这么

干，把校长都弄得灰头土脸的。校长

哪能个个有思想，有几个专家型校长

能做到就不错了，对其他校长别要求

太高了。”

但刘贵元态度坚决，在他看来，用

教育思想领导学校必须做到“区域全

覆盖”，只有每位校长都有自己的教育

思想，才能改变整个庄河的教育生态。

更重要的是，刘贵元理解的“教育

思想”不是贴在校园的标语口号，也不

是挂在嘴边的漂亮话，而是包含了“目

标体系、操作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

系”的一整套实施方案。

“这里的教育思想，是指校长对培

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理性认识。”

刘贵元说，“党的教育方针如何在学校

落地，校长不是被动地上传下达，也不

是简单地看摊守业，而是必须结合学

校实际，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有个性化

的实施方案。”

与课题研究相配套，市教育局出

台了“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的考核评

价方案，由市教育局领导、教育专家、

课题组成员组成考核小组，到各学校

实地考察，对校长践行办学理念的情

况进行评价。

作 为 校 长 发 展 团 队 中 的“第 一

梯队”成员，二实小校长管秀坤对此

感触颇深：“对校长来说，这项课题

实际上是一项在‘做中学’的专业研

修，引领我们用心思考、用心做事、

用心改进。”

在二实小，管秀坤提出了“和上成

长的节奏，育出强大的心灵”的个性化

教育理念。这是她的办学理念，也是

她的教育理想。如今这一理想正在变

成学校的现实，二实小的校园越来越

有活力。学生人人爱读书，个个想挑

战；师生天天坚持长跑，人人爱运动；

教室内书声琅琅，校园里歌声嘹亮。

傍晚或周末，学校操场上，孩子们在家

长陪伴下快乐地骑行独轮车，在自我

挑战中收获成长。

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每一位教师。“这启示我们要尊

重孩子的成长需求，注意教育方式方

法，培养出‘爱读书，爱合作，爱探究，爱

挑战’的孩子。”班主任宋维义说。今年

已经 55 岁的他仍干劲不减，每天和孩

子一起读书、跑步。乐此不疲的他说，

接下来还要继续做班主任。

看到教师和学生的快乐成长，管

秀坤也充满难以言喻的幸福。让她尤

为感恩的是，做人本分、只知道埋头办

学的她从不会跟领导“走关系”，但按

照考核评价标准，办学成绩优异的她

却备受青睐。今年，在市教育局支持

下，管秀坤接手了一所新建的九年一

贯制学校，成为教育集团的二实小又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对课题的考核评价，就是要

形成一种导向，校长不用去‘研究’局

长的喜好，只管用心研究学校、研究教

育。只要把学校的活儿干好了，奖励

和荣誉自然就有了。”刘贵元笑道。

专家的“旁站式”指导

多年前，在大连市教科所原所长

宋庆泮引荐下，曾任大连市中山区教

育督导室主任的宋学红，退休后来到

庄河，担任这项课题的指导专家、校长

发展团队导师。

宋学红还记得，第一次与校长们开

会正值冬天，台下是一批老校长，深色

衣着，神情木然，看着黑压压一片，气氛

格外沉闷。“在这个农村地区，改革能成

功吗？”她不禁心里有些发怵。

的确，当时的庄河教育就像一片坚

硬的冻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3年前，刘长林调任庄河市第一初

中校长。“刚到学校时，我发现教师们

的表情都是僵硬的，很少露出笑容。”

刘长林说。这所学校环境乱，生源

差。在这儿教书，的确难言幸福！

如何变革学校呢？刘长林请导师

宋学红面授机宜。几年来，宋学红悉

心指导，帮助刘长林制定了学校的发展

规划，从顶层设计入手，从校长到老师，

人人心中有目标，脚下有行动。

如今，刘长林提出了“生命成长教

育”的办学理念，勇敢地喊出了“做区

域教育领跑者”的目标。

“校长，这个目标定得有点高吧。”

教师们提出异议。但在刘长林看来，只

有高远的目标才能激发师生的斗志和

信心。为此，他从“仪式教育”入手，改

革传统的升旗仪式，每周一个班级进行

特色表演，让每个孩子都有登台展示的

机会。每学期的开学仪式和结业仪式，

他都会邀请家长参加，把这些活动变成

励志教育、感恩教育的好契机。

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些过

去很少被关注的孩子，现在有了展示

的舞台，一个个自信满满。学生的神

奇变化，也让教师干劲儿十足，脸上慢

慢有了幸福的笑容。

最不可思议的是，过去因为学生

成绩太差，分配给学校的高中升学指

标都用不完。仅仅两年时间，学校升

入示范性高中的人数大幅提升，刘长

林期待的“做区域教育领跑者”的目标

也不再遥远。

“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在一所薄

弱学校实实在在见到了成效。”刘长林

说，“重要的是，前进的每一步都有专

家的引领和指导。”

对于专家的深度参与，刘贵元有

一个形象的说法，叫“旁站式”指导。

“校长们干事的过程中，始终都有专家

站在身旁，给予陪伴和指导。”刘贵元

解释说，“没有专家的引领，庄河教育

不会有今天，也不会发展这么好。”

像宋学红一样的“旁站式”专家，

还有宋庆泮。这位大连教育的功勋级

专家，被庄河人的教育改革热诚打

动。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他，每月都要

到庄河，带着一支校长发展团队读书

学习、调查研究、深入课堂听评课。他

倡导的“自主发展教育”也被庄河的校

长继承和实践。

“在我们大连，还有一位家喻户晓

的本土教育家冷冉先生，他提出的‘情

知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我们鼓励校

长在办学理念上百花齐放，但更希望

他们立足本土传统，在教育思想上一

脉相承，形成相互兼容、相互沟通的研

讨氛围。”刘贵元介绍说。

因为这一项校长研究课题，大连

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在庄河

得以延续和发展。

回归教育的本真

在庄河三十一中艺术节上，某班

学生要演一个节目，班主任遇到了难

题：班上有一个智力低下的孩子，要不

要让他上台呢？

“当然要了，哪怕给他一句台词

呢。”校长曲万春说。于是，就为了这

一句台词，班主任带着这个孩子反复

练了一节课时间。

正式演出时，看到自己的孩子登

台，家长哭了：“谢谢学校，谢谢老师，

我们做家长的都要放弃了，你们却没

有放弃！”

从这样的教育小事中，曲万春看

到的是在教育思想引领下学校教育品

质潜移默化的改变。

几年前初到这里时，曲万春在校

园里走了一圈，没有一个学生跟他打

招呼。“不是说学生不懂礼貌，而是不

够阳光自信，校园里缺少自主发展的

空间。”他反思说。

带着困惑与问题，曲万春参加了校

长发展团队，与课题专家一起，开始了

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学校教育变革。

曲万春渐渐明白了，用教育思想

领导学校，不仅是提出办学理念，而是

学校教育的系统设计要有整体发展规

划和师生培养目标，让每一项教育活

动都有意义。经过调研、学习与思考，

他在三十一中提出了“给式教育”的办

学理念。

“所谓‘给式教育’，就是给师生提

供充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给问题、

给实践、给权利、给时间’。”曲万春解

释说。

遵循这一办学理念，曲万春进行

了一系列新尝试。学校设计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读书节、艺术节、诗词大会、

校园好歌声……让每一项活动都成为

学生的成长契机。学校开辟了劳动教

育基地，带着学生亲近自然、认识植

物，开展研究性学习。教学楼走廊变

成了开放阅读空间，让师生随时随地

都有书可读。

几年下来，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显著提升。而曲万春更看重的，是学

校教育内涵的变化：“我们的学生越来

越自信，他们善于表达，乐于合作。教

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了，碰到问题会自

觉地看书学习，在研究中解决。”

看得出，用教育思想领导学校，根

本的意义在于通过教育价值观的改

变，改善学校教育行为，最终改变着教

育中的每一个人。

对此，庄河市实验小学校长于娥

深有同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

中，我们的教师学会了在反思中工作，

最可喜的成果就是‘人’的变化。”

在这所有着优良传统的百年老

校，注重教育传承始终是其鲜明的办

学特色。学校立足本土教育思想传

统，以“自主发展教育”为办学理念，培

养师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自我规

划、自我发展的能力。

“可以明显感觉到，学生真正成了

学习和生活的主人。”教师李俊芳说。

她的女儿在学校读四年级，过去像个

养尊处优的“小公主”，现在学会了自

我管理，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

条。暑假到了，体育是弱项的她自觉

制订了健身计划，每天坚持跳绳，体育

锻炼的兴趣也越来越浓。

虽然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艰难

而缓慢的过程，但这些年来，庄河市的每

一所学校都在慢慢形成自己的办学理

念：庄河第六高中的“励志教育”、大郑中

心小学的“爱心教育”、徐岭中心小学的

“博雅教育”、鞍子山学校的“三美育人”

教育……在不同的教育理念和主张背

后，是一所所学校从理念到实践“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成长变化。

“经过披荆斩棘，我们已经杀开一

条血路，改革阻力越来越小。”刘贵元

笑称，“现在的庄河教育风气越来越

正，一支研究型校长队伍正在形成。”

两年前，一场大连市教育干部培

训会在庄河召开。庄河的校长登台一

发言，满场皆惊。“庄河校长啥时候变

得能说会道了，理念一套一套的！”

大家挺纳闷，纷纷要求去学校看

个究竟。从课堂教学、教师行为到学

生表现，一圈看下来，大家服气了：“庄

河教育不简单，校长说得精彩，干得更

出色。”

面对庄河教育的显著变化，一位

与会的教育专家不吝赞赏，称之为“大

连教育的‘庄河现象’”。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庄河时，刘贵元却很淡定。在他看

来，庄河只是做了一件符合教育规律

的事，做了教育人应该做的事。

“我们国家正走向现代化，要实现

教育现代化，首当其冲的是实现教育

思想的现代化。”刘贵元说，“严格地

说，庄河做的事情不是改革和创新，而

是让教育回归本真。未来的学校就应

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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