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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

程红兵谈赋能中层③

中国有 2000 多个县，容纳了全

国50%以上的学生。“县域教育”是中

国教育的底色，是普通教育的基础，

这些学生的教育状况关乎中国未来

的社会面貌。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

英，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从湖南一所

“县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2018年

左右，她去县里做教师培训，再次走

进县中。相比林小英读书当年，县

域学校的硬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但是，由于被城市里的超级中学和

精英中学“掐尖”，再加上地方政府

对教育规律的认知误区等原因，县

中正在“衰败”——课程和课堂甚至

还不如她上学时。

这种现象让林小英惊讶且困

惑，于是她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开始

到教育一线做调研。

调研中林小英发现，县域教育失

去的不只是生源，当教育改革越来越

以优势地区的优质学校为蓝本时，当

智慧校园、分层走班制、项目式学习等

成为主流话语时，因客观条件限制，县

域教育处在“失语”和“无能”状态。因

此，一些县域教育改革表面上看似繁

荣，但其内核——课程与教学——却

难有实质进步。

面对县中的衰败，地方政府也在

想办法应对。不少地方把学校建得

很漂亮，以此展现政绩。还有不少地

方热衷于办“新贵”高中——建一所

新的学校，给予特殊的招生政策，集

中全县最好的教育资源，想以此来跟

超级中学和城市学校抗衡。这样的

教育发展方式，并没有考虑当地学生

和家长的实际需求，也没有从国家战

略层面考虑县域教育的责任和使

命。相反，这样做不但耗尽了县里的

大部分教育资源，也耗尽了普通老百

姓对教育最基本的信心。

县域教育应该怎样发展？出路

在哪里？

林小英认为，首先要改变的是教

育评价的“一刀切”。县域教育的发展

必须“在地化”“情境化”，让地方官员

去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

略。何为好学校？何为好教师？何为

好课堂？何为好教学？这些标准在县

域内需要重新定义。谁来定义？林小

英说，我们的教育一线不缺少这样有

智慧、有经验、有方法又有情怀的人。

有一次，林小英在陕西某镇调

研，当地十几个校长听说后自发结

伴来找她。校长们说，这个镇上留

守儿童很多，成绩好的学生基本走

了，剩下的孩子需要的教育可能迥

异于“精英教育”，他们可能要学会

面对不能考入高校的现实，要为走

向社会打基础。

“ 您 看 我 们 这 样 想 是 不 是 对

的？这样做行不行？”校长们眼巴巴

地望着林小英。林小英非常赞同他

们的想法、做法及勇气，她说这是

“守土有责”：老师们把心放在这一

片土地上，好好想想这帮孩子到底

需要什么，怎么才能把他们教好，与

这些孩子“相互守望”。

近日，本报记者就县域教育话

题采访了林小英。

□ 本报记者 马朝宏

高效能的管理干部有比较

好的工作习惯。第一，积极主

动。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及未来

的行为负责；第二，以终为始。

拟出愿景和目标，并据此坚定不

移地塑造未来；第三，要事第一；

第四，整体效益。破除二元对

立，实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第

五，不断更新。站在四个基本生

活层面（身体、精神、智力、社会/

情感）不断更新自己。

教育最核心的东西体现
在课堂上

中国教师报：最初，您去调研县域

教育，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林小英：教育改革不能只看最好

的学校，教育不能只关注能考上“一

本”的学生。基于这样的立场，2018年

我到一个县里去做教师培训，就开始

关注这方土地上的教育。

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农村学校的

硬件基本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毫无疑

问，这是伟大的进步。但是，过去 20

年，新课改、改造农村学校硬件、鼓励

大量年轻人到农村任教……这一系列

政策都已经落实以后，有些农村学校

的课堂依然“衰败”。

中国教师报：课堂衰败的表现是

什么？

林小英：教育最核心的东西并不

是体现在学校多漂亮、技术多先进，而

是体现在课堂上。我去学校，一定要

进课堂。我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

象：一个教室里面有三四十个学生，老

师腰里挂着一个小音箱，通过音箱传

出来的声音很刺耳。我们总说，要回

到教育的常识，但上述现象都不需要

教育常识，只需要回到人的常识——

人在这样的噪音环境里，一天听8节课

肯定受不了。

现在我们大力倡导集体备课，但

集体备课也意味着“搭便车”，许多教

师对教材根本就不熟悉；有了互联网

的便利，一些教师拿着现成的资源上

课，大量的科学课实验通过视频进行

了解，似乎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让学生

动手实验。

表面看来，这些地方的教育很繁

荣，但是教育的内核——课程与教学

却是空的。这种空不是通过政策能解

决的——政策是行政的角度，但不是

教育的角度，合乎政策的东西还应该

符合教育规律。

县域教育处于“失语”状态

中国教师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

林小英：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学科，

单靠理论或理念很难把课教好，需要

个人经验的参与。所有教师都有了教

师资格证，符合了职业标准，但也很难

说他们的行为就真的符合教育学的

标准。

现在的一些教育改革，对县域的

真实情况采取了“无视”态度。当大

家都在倡导“智慧校园”“分层走班

制”“项目式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想

过县域教育怎么搞？有没有考虑过

现实的条件约束？当把这种教育改

革统一推广到全国，等于把县域教育

“无能化”了，使得农村的师生在教育

改革面前，还没开口都已经不想说话

了。但是，当他们想表达心目中的

“好教育”时，只能选择这些词汇，只

能用这种教育理念和概念系统所制

约的一套话术——不用这套话术，你

说的话没人听，也没人听得懂。这造

成了他们的“失语”状态。

中国教师报：面对这种“无能化”，

县域教育该怎么办？

林小英：有一次，我跟某县中的学

生通过视频互动，他们问了一个问题：

老师，我们跟大城市的学生相比有较

大的差距，请问我们怎样弥补差距？

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作

答。我特别想告诉这些孩子，这样的

差距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来弥补。可他

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什么人给他

们灌输了这种“你要去追赶”的观念？

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教育就是树立

一个榜样让他们效仿，要那么简单就

好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树立一个

榜样，是给他们设定了一个永远够不

着的目标，僭越了他们的常识。

作为教育主政者和办学者，要了

解当地人基本的谋生方式，为他们所

有不同的去向做好准备，这是学校必

须做的事情。教育每一步都要为学生

未来的可能性做准备。

中国教师报：你为什么把有些县

域教育比作一个“赌局”？

林小英：赌局，是我在悲愤之中想

到的比喻。教育领域充满了不确定的

因果逻辑，拿地方的公共资源下赌注，

输赢怎么算？

调研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感

觉到，不少地方拿教育改革做实验，

拿学校做实验，但是没有质询机制和

问责机制。不少地方把教育改革当

“政绩”，我们都知道“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可我们耐不住性子等待结果

的出现。

还有一些地方热衷办学，政府出

地，房地产商出钱盖学校，再找一所名

校挂牌，一所“新贵”高中就诞生了。

新贵高中享受特殊招生政策，集中全

县最好的教育资源，但往往在高考中

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表现。新贵高中不

但耗尽了县里的大部分教育资源，也

耗尽了人们对教育最基本的信心。

教育评价要尊重教师职
业的本质特征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如何来破这

个“赌局”？

林小英：我觉得还是评价标准的

问题。

国家层面在出台政策或者评价地

方政府官员时，应该特别贴合实际，让

政策真正能推动某一项事业的发展。

比如对县域教育的评价，必须“在地

化”“情境化”，让地方官员有动力去制

定一些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

略。何为好的学校？何为好的教师？

何为好的课堂？何为好的教学？我认

为这些标准在县域内需要重新定义。

对于具体的教育教学，政府真的

要减少干预，主要起呵护作用。我觉

得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不要经

常主动指挥一线的校长教师“乡村教

育怎么搞”，在告诉他们之前，至少先

问问他们觉得应该怎么搞。教育一线

不缺少有智慧、有经验、有方法又有情

怀的人，他们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

法其实挺清楚的。

中国教师报：对于评价，您有怎样

具体的建议？

林小英：我认为，一是分层评价，

二是还原被评价主体的自主性。

分层，对于不同层次的教育要有

不同的评价标准。教育可以区分教

学、管理、行政等，相应的对应着教师、

校长、局长等，对他们各自的评价应该

是不一样的。

评价教师评什么呢？其实就是教

书和育人，教书即能不能把知识教好，

而育人应该是每个教师的责任。但是

一些地方的考核标准，学科教师上完

课就走，不是班主任就可以不管“育

人”的事，这是对教师“教书育人”本职

工作的巨大误会。对校长要考核管理

能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源分

配的正义，比如让最好的教师只教一

个所谓重点班，这就是非正义地分配

资源。对地方教育局长的评价，其实

还是资源分配，涉及学校的布局和布

点。再往上的教育官员，应该管的是

教育系统如何与其他系统之间相互兼

容的问题。

尊重职业的本质特征，是有效评

价的基本前提。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

太不一样了，教师的劳动是体力劳动，

也是脑力劳动，还是情绪劳动，情绪不

对的时候是教不好课的。一个教师老

老实实教书，结果没有文章评不了职

称，你还要求教师在讲台上笑逐颜开，

怎么可能？因此，要还原被评价主体

的自主性。我们总是觉得，如果不评

优评奖，不搞绩效，大家都会混日子，

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这里我就不再展

开讲，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分层与

自主：重整中国基础教育事业评价体

系 的 纵 横 逻 辑》，专 门 论 述 过 评 价

问题。

县域教育的教师要与学
生“相互守望”

中国教师报：普通的教师在县域

教育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角色？面对

县中的没落，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接

受命运的安排，还是也可以有所作为？

林小英：对于不少县域中学的教

师来讲，他们的职业成就感主要来自

顶尖的学生。总有教师怪罪自己教

不好是因为好学生都被“掐尖”掐走

了。当这些学生走了之后，他们的元

气似乎就被抽空了。如果一个教师

一直就只盯着好学生来教，那他的教

育观和学生观是有问题的，当好学生

走了之后，连他自己都瞧不起剩下的

学生，同时他自己又被好学校的教师

瞧不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有点

儿“咎由自取”。

是有所作为，还是无奈地接受命

运？我觉得关键在于他们如何做。

中国教师报：对这些教师，您有什

么建议？

林小英：我建议老师们不要焦虑，

应该把心放在这一片土地上，好好想

想这帮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怎么才能

把他们教好。因为，眼前的这些学生，

将来最有可能留在当地生活，那些好

学生更有可能会远走高飞。所以，我

说老师应该与这些孩子相互守望。

中国教师报：在此环境中，如何做

一个优秀的老师？

林小英：不管什么环境，不管遇到

了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首先要了解学

生，练就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本领。不

同阶段的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同。如

果我是小学老师，我会跟他们分享好

吃的，一起去外面玩玩，看一看，走一

走。小孩子就是要玩，在玩的过程中

可以教许多东西，口算、识字游戏、英

语对话交流辩论都可以，教学未必发

生在教室里，到自然中去，农村有天然

的条件。

如果是在中学当老师，一定要教

他们何为规则，因为许多中学生毕业

之后就走向社会了。一个好的中学教

师要树立权威，权威有的时候不需要

教鞭，不需要戒尺，而是来自知识和个

人魅力。一个好教师站到讲台上，如

果是个数学教师，你就代表数学，如果

是个语文教师，你就代表语文。有了

这样的专业水平，学生能不愿意跟着

你学？

当然，简单说说容易，做起来实在

是难。

县域教育应该为谁负责

中国教师报：您对县域学校的校

长有何治校建议？

林小英：治校，首先要搞清楚学校

辐射范围内的事，涉及民情和社情：老

百姓想要干什么？希望在哪里？痛点

在哪里？

其次是了解学生的情况，每学期

都要有一次学情调查。作为一个学校

管理者，不了解学生，就不会知道如何

施教。

还要做教师调查，要对每个教师

的情况了如指掌，谁想生二胎，谁家老

人卧病在床，谁家夫妻分居两地……

校长一定要在学校管理上平衡经济和

情绪这两方面，给老师以庇护。

许多校长会说，没有成绩在当地

很难生存，但我总觉得你只要把这些

孩子教得挺好，哪怕他们成绩不是特

别理想，家长也是认可的。有时候，我

们用升学率、成绩掩盖了学校本身存

在的问题，成绩也让教师和学校丧失

了反思的可能。

中国教师报：对于县域教育的现

状和未来，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林小英：教育发展，国家有统一规

划没错，但是一个地方教育事业的发

展，一定要“在地化”和“情境化”——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定要守好自

己的“责任田”。

我们既然是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

管理体制，那一个县域的教育管理、所

有学校就要为当地的老百姓负责——

怎么对最好的学生负责，怎么对中等

的学生负责，怎么对落在后面的学生

负责。

我们无法阻止家长把最优秀的孩

子送到外面读书，但一定要看到，中间

和底层的孩子是走不了的，他们都是

普通人，将来最有可能成为成就中国

“世界工厂”美誉的全世界最优秀的青

壮年劳动力，他们大部分还要回到本

地定居，县域教育要研究怎么对这些

人负责，对他们不负责就等于是对这

个县域的未来不负责。

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

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

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

管理与政策系主任。主要研究领

域：教育政策、质性教育、教师教育、

音乐教育。

工作就是做事，做事其实也有讲

究，也有技术。

首先，做什么事有价值，这涉及干

部的判断力。要做学校整体发展的大

事，如学校的课程改革；也要做“小

事”，如学校的卫生环境；要做学生成

长之事，做教师发展之事。相应的，什

么事不做或者不能做，这也是价值判

断。不做违纪违规之事，不做徒有外

表之事，不做时间失序之事。

其次，怎么做成一件事，这涉及干

部的思考力。所谓做成事情，其过程应

该是一个闭环，有开头，有过程，有结

果。进而言之就是把事做好，做事过程

最优化，事情结果效益最大化。进而言

之就是把事做大，在做完整、做好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事情的影响力，让所

做之事产生积极的意义、影响。

做到这三步，其实不易。作为干

部，事前应该三问：对象合适否？时机

合适否？方案合适否？事后也要三

问：事情做完了吗？问题是什么？怎

么再改进？关键在于事中效率，所谓

提高做事的效率，主要在于减少、消除

矛盾。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有方向矛

盾、主次矛盾、事事矛盾、前后矛盾等。

所谓方向矛盾，即做事与目标相

反，主要原因是部门只站在自己的角

度思考问题，没有考虑学校大的方向，

虽然也曾结合学校规划制订部门计

划，但一遇实际问题就陷入了局部的

泥潭之中，忘记了学校总体的方向。

所谓主次矛盾，即旁逸斜出，横向

干扰。

所谓事事矛盾，即事情之间相互干

扰，事与事的打架。学校事情千头万绪，

干部工作一不小心常常顾东丢西，这就

需要我们学会弹钢琴，十个指头，既要分

工，也要合作，忙而不乱，和谐有致。

所谓前后矛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朝

令夕改，昨天的自己与今天的自己打

架。为了强调某项工作的重要性，反复

强调，甚至与奖励挂钩，与考核挂钩。

但没多久就发生了改变，允许拖延两

天。结果前功尽弃，干部的权威性尽

失，学校工作的秩序也随之全乱了。

所谓里外矛盾，就是学校内部与学

校外部的事情打架。有些干部整天在

外，天马行空，几乎一半时间是在校外开

会或参加培训等，很显然这是不务正业；

还有的干部坐井观天，总以为自己做得

好，自以为是，视野局促，这也是不对

的。正确的做法是以内为主、以外为辅。

上述矛盾，其实都是学校工作中

常见的矛盾。这需要干部主干清晰，

抓住主干，忙而不乱，同时建立“每日

三省吾身”的良好习惯，每天反思，校

正方向，校正思路，校正做法。

高效能的管理干部有比较好的工

作习惯。第一，积极主动。为自己的

过去、现在及未来的行为负责；第二，

以终为始。拟出愿景和目标，并据此

坚定不移地塑造未来；第三，要事第

一。轻重缓急要分清；第四，整体效

益。破除二元对立，实现整体大于局

部之和；第五，不断更新。站在四个基

本生活层面（身体、精神、智力、社会/

情感），不断更新自己。

（作者系上海市金茂学校总校长、

金茂教育研究院院长）

学校干部做事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