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课上，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

铁芳在介绍长沙市明德中学的办学

核心时，谈到一个观点：“好的学校必

须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内在和生

长。”“内在”指的是学校的文化，学校

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探索；“生

长”指的是师生的精神面貌，学校应

该呈现出生机、力量和鲜活感。

我在课堂上向刘教授提问：“您认

为学校文化是‘做’出来的，还是‘种’

出来的？”他确信地回答：“我认为都

是，当然也要分情况来看。从具体内

涵而言，需要‘种’在学校教育实践之

中；从显现方式而言，需要我们用心提

炼，引导生成，需要适当地‘做’。”

借着刘教授的回答，我开始重新

思考关于学校文化的问题。我的感

觉是，现在身边的学校同质化现象非

常严重，千校一面，大同小异，甚至连

小异也逐渐没有了。

今天A学校开展一个什么德育活

动，明天B学校就有了，或者是同时开

展。今天A学校刚刚发布某项工作总

结，没多久就看到B学校、C学校都在

做，甚至可能比 A 学校做得还好。你

很难说，到底是B学校照搬了A学校，

还是C学校抄袭了B学校。每一所学

校虽然都有自己的校训和办学理念，

但是如果相互交换一下，或许别人也

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学校的

行政管理、师生活动、课程教学乃至

学校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可嫁接性，

或者说可复制性。当所有的学校都

趋同化了的时候，老百姓是不是就不

用再纠结名不名校的问题了？那谁

还来做教育创新？如果学校都可以

被无限模仿复制，那我们研究学校管

理还有实际意义吗？

我认为，办学校是一个创造的过

程，尤其是新学校，应当有自己、有特

色，尽管前期的建设过程一定是艰辛

的，甚至是迷茫的、痛苦的，因为新学校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孕育

过程。只有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主

张，才能发展长远。“自己”是什么？特

色又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文化。

学校文化有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

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

学生文化、教师文化和管理文化，有集

团文化和地域文化……它无所不在，无

所不包，反映着一所学校的精神内涵，

是学校教育的灵魂。学校有了文化理

念就够了吗？我看未必。曾经参观过

一所新学校，校长介绍学校时，从育人

理念、校训到学风、教风、校风，照着稿

子念得眉飞色舞。你不能说这样的文

化不好，只是感觉这样的文化像包装盒

上的标签，是刻意贴上去的。

再来思考集团化学校的本校与

分校在文化上的继承关系。二者应

该远不只是冠个名或从本校派一两

名行政管理人员去打理分校这么简

单。分校应该在本校的文化上有传

承、有延续，而且这种文化精髓并不

是普通的搬运。这些精髓能否在分

校的校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要

靠自身的培植和耕耘。

想起之前看过的《名校的那些

“秘密”》这本书，有个观点我深以为

然：名校之“名”，不在于名气、师资、

校舍，而在于教育改革中，身处潮流

漩涡但始终保持理智、清醒；在于改

革前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危机

感和使命感……与其说有“秘密”，不

如说是有魅力、有温情，通过自己的

实践探索，寻找教育未来的方向。归

根结底，这就是学校文化的体现。

好的校园文化，才能滋养出好的

学校。风物长宜放眼量，校园文化可

以“做”，可以复制和模仿，但精心

“种”出来的文化会更有生命力，更有

个性和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雅

礼丁江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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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匡双林

马相伯：一生只为叫醒中国

教师的幸福感不仅来自所教

学生的成功，也来源于学校领导的

理解、尊重和关心。曾与一位老校

长共事多年，他宽厚、亲和的风格，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老校长特别重视教师的“红

白”事儿。每逢老师结婚办喜事，

老校长往往会用方言铿锵有力地

发表一段演讲，给两位新人送上美

好的祝福。每次遇到这样的集体

活动，教师都密切合作、尽心尽力，

大家感觉就像一家人。遇到老师

家人去世，老校长也会亲自吊唁

……这些看似与教育教学无关的

事情，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感

情，增强了单位的凝聚力，转化为

教师工作的动力。

老校长还有一个“爷爷”的身

份。每次学校送走客人后，那些原

封未动的水果，他常常会分给学生

吃，有时还会逗学生玩，孩子们都

亲切地叫他“爷爷”。对待学生，老

校长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宽以

待人的胸襟，让老师也深受教育。

一次雪天的课间活动，学生在操场

打雪仗 ，老校长经过时不幸“中

弹”。“肇事”的学生很紧张，然而老

校长只是拍拍身上的雪花，叮嘱那

个学生玩的时候注意安全。一些

班主任看到老校长被雪球打中，担

心挨批评，纷纷把学生喊回教室。

老校长又说：“学生爱打雪仗没错，

这是一种童趣，是学生画画、写作

文的好素材，大家需要做的是让学

生安全玩耍。”

由于老校长很有“人情味”，就

像“暖男”一样，老师干工作也都很

卖力，有困难大家尽量自己克服，

这让老校长很是感动。一次教师

会上，老校长说：“大家都上有老下

有小，家里老人生病确实需要照

料，请假尽孝道也是应该的，孩子

身体不适，需要请假也一样。我认

为教师工作是良心活，只要凭良心

干事，也不会因为请假而耽误学生

学习。相反，大家处理好家庭事

务，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也才

能安心工作。”

老校长还说：“安居才能乐业，

乐业才能敬业。”当时我所在的学

校地处偏远山区，为了给师生创造

相对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老校长

多方奔走，终于为学校建成了教师

宿舍楼和学生宿舍楼，解决了师生

多年的住宿难题。在此基础上，又

建了花坛、草坪，添置了健身器材，

安装了路灯……这些变化，对一所

山区农村中学而言实属不易。

后来，我调到了城区中学，有

缘与老校长再次共事。他知道我

家距离学校很远，中午上班时间很

紧张，便让我到他的办公室休息。

虽然那时他已不再是校长，但依旧

保持着随和、友善的风格，同事之

间常常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事隔多年，每当想起与老校长

共事的日子，心里总有一股暖流涌

动。这让我想到，以人为本其实并

不难，它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而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和关爱，是一

种人性化的温暖。它会激发人的

工作热情，提高人的“幸福指数”，

形成无形的“向心力”，促进团队的

和谐。

与老校长共事多年，也让我对

校长工作有了更多的感悟。某种

程度上而言，校长要以宽广的胸襟

扶植自己的“反对派”，把他们作为

自己工作得失的一面镜子，校长只

有善于“纳谏”，才能群策群力，凝

聚集体智慧，增强师生的主人翁意

识和归属感，使师生和学校在发展

中获得双赢。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天水市麦

积区龙园中学）

我的校长

有人情味的

老校长
□ 雒会龙

公历 1901 年，农历辛丑年，有许

多大事发生。而在上海的土山湾孤

儿院，发生了一件极小的事——34岁

的教育家蔡元培，敲开了隐居在这里

的一位老人家的大门。

此时的蔡元培，是南洋公学的总

教习，他此行的目的是向这位精通多

国语言的老人学习拉丁语。老人说，

你已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

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

24名学生，这一批学生中，有黄炎培、

李叔同、胡敦复、邵力子……

1902 年 11 月，南洋公学发生了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学潮运

动：墨水瓶事件。讲台上有一只被

洗干净的墨水瓶，教师认为这是学

生有意捉弄他，于是严查，最后开除

一个无辜学生乃至整班学生，全校

师生选择集体离开，总教习蔡元培

也愤而辞职，带着一部分学生继续

向这位老人学习。

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老人想：

“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有

书读？”在日本的梁启超听说老人出

山办学，特意写了贺文说：“今乃见我

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

欲狂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能令蔡

元培上门求教，梁启超写文赞颂？他

又办了一所什么学校呢？

这位老人名叫马相伯，此时的他

已是花甲之年。

60 岁之前的马相伯，已经是风

云人物。11 岁由故乡江苏丹阳出发

前往上海徐汇教会学校，苦学法语、

拉丁语、希腊语等 7 国语言，并攻读

哲学、神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

一学将近 20 年。后追随直隶总督李

鸿章，目睹李鸿章签订一个又一个

卖国条约。于是，视之为李鸿章的

“私生子”者有之，或干脆以之为“外

国人”。亲生母亲至死不见马相伯，

母亲死后，他捐献田产 3000 亩，远离

政治，躲进了土山湾孤儿院隐修，意

欲了此残生。

但蔡元培的登门求学，点燃了

这位老人的救国之心。1903 年，老

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

学：震旦学院。创办之初，马相伯提

出了 3 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震旦乃是印度对中国的

称呼，在英语中又有黎明、曙光之

意。第二年，震旦迎来了一位特殊

的学生，因为写诗讽刺当朝太后卖

国遭到通缉，从西安逃往上海，拜在

马相伯门下。他就是 20 世纪最有名

的书法家之一，同时也是教育家的

于右任。

两年后，有部门干涉校政，意欲

驱除创始人校长马相伯。震旦首批

学子多来自“墨水瓶事件”中的南洋

公学，又岂是唯马首是瞻之辈？他们

推举沈步洲为会议主席，沈取出信笺

两卷，一为签留，一为签去，全校 132

名学生，退学者130名。

于是，马相伯带领于右任、邵力

子等震旦爱国师生出走，在吴淞成立

复旦公学。出版名家张元济、商人曾

少卿“助之甚力”，“海内名流辈相赞

助，遂为后来东南学府之重镇”。1917

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卿云烂

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所至今令全中国学子向往的大学，

它的名字就这样出现在历史上了。

马相伯曾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

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

通其外国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

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

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他终于又

有了为国育才的舞台。

复旦公学成立之初，校长马相伯

提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行学

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把自己的全部

财产捐献，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他爱

国之深、报国之切。

可惜的是，马相伯很快就离开了

复旦。老人于 1913 年在北京与英敛

之成立了辅仁社，10多年后改称辅仁

大学。成立辅仁社的第二年，马相伯

的儿子马君远去世，留下一女马玉

章，只有半岁。弟子于右任、邵力子

筹款一万元，用于马玉章的生活费和

教育费，马相伯挪为他用——创办了

启明女校。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日子

里，马相伯问孙女马玉章：“爷爷没有

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

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还没等说

完，马相伯早已泣不成声。

1937 年，卢沟桥一声炮响，北国

古都失守，同年底上海沦陷。马相伯

随家人一直南撤，此时他已 98 岁高

龄，身体极度虚弱。然而，再往南就

要到越南，老人坚决不肯离开故土。

两年时间里，随着战事扩大，家人还

是瞒着他撤离到了越南谅山。1939

年，老人百岁寿诞，全国各地为老人

举办祝寿活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来

贺电：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学生于

右任以力能扛鼎的书法，为恩师写下

了贺寿长文，并手书贺联一副：当全

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

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

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是年 10 月，谅山气候剧变，马相

伯发起高烧，10 月 29 日，有人告知

马相伯湘北大捷，他兴奋不已，当晚

坐起，略进食。11 月 3 日早上，自感

身体不支，召家人近前，含糊说出

“消息……消息……”一语，家人说：

“国事有领袖及诸党主持，全国军民勠

力抗战，不获胜则不止。”老人微微点

头，不再言语。11月4日，溘然长逝。

只是，这位一生为国奔波、“宏开

复旦”的老人，这位自谦为“一条叫了

一百年的狗，还没有叫醒中国”的老

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客死异国他

乡。世事沧桑，风云变幻，老人也没

能亲眼看到一个已经醒了的中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 曾 洁

在校园里“种”出文化

教育家影像

马相伯（1840—1939），

江苏丹阳人，震旦大学、复旦

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创

始人兼首任校长。马相伯的

教育事业不止于创办了影响

深远的学校，他还是培养杰

出教育家的教育家，蔡元培、

于右任、马君武等大家皆出

自其门下。

睿见

走进陕西省柞水中学，你看到的

是布局合理的校园，感受到的是积极

上进的学习氛围。然而，许多人不会

想到，七八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人心涣

散 、学 风 淡 薄 、质 量 低 下 的“ 烂 摊

子”。这一切都得益于一场变革。

柞水中学是建在一片荒滩上的

新学校。投入使用之初，由于资金短

缺、管理粗放，校园里除了几座主体

建筑和几条主干道，其余皆为废墟，

垃圾遍地，荒草丛生……这样的校园

环境显然不行。

为了营造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环

境，近年来学校确立了以“孝义柞水”

为文化背景、以“孝义”为主题的校园

文化，编撰了《敦化庠序 昭兴孝义》

《孝义经典》《语文世界里的传统文

化》等系列丛书，传承家国情怀、尊亲

敬老、自立自强、责任担当等孝义文

化精髓。

校园里，一面面制作精美、内容

丰富的文化墙，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

内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

陶。图文并茂、简洁明了的师生群星

谱，彰显了师生的先进事迹。

此外，学校大力开展校园自然环

境整治，开辟了花园，种植了绿草。

每当春暖花开时节，百花怒放争艳。

另有一片空地，则被开辟成学农基

地，由各班组织学生耕种。成熟时

节，韭菜成畦，辣椒成行，豆角嫩绿，

番茄鲜红……一派旖旎的田园风光。

课余时间，林荫下，小路上，学生

或畅谈人生，神采飞扬，或手捧书卷，

怡然自得。优美的自然环境，浓厚的

人文气息，温馨祥和的画面，使人不

禁欣然。

变革的不仅有校园环境和文化，

还有课堂教学。

2020年，在一场全国性的同课异

构大赛上，柞水中学教师黄明月获得

季军。载誉归来，学校上下一片欢腾。

黄明月是柞水中学课改的实践者

和见证者。2008年刚走上工作岗位的

黄明月，将一腔热血完全倾注在了学

生身上，可是并未换来令人满意的回

报，学生的成绩让她大失所望。一次

谈心时，有学生说：“老师，你在课堂上

讲的我都听懂了，可是一遇到具体问

题我就满头雾水。”学生的话引起了黄

明月的深思：学生既然听懂了，可为什

么还是不能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呢？

有段时间，黄明月正在考驾照，

驾校教练的话让她茅塞顿开。教练

说：“学车其实很简单，要领一讲，人

人明白，但要真正学会开车，还要自

己不断反复练习。学车是自己的事

情，不是教练的事情。”黄明月灵机一

动：学习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黄明月开始重视学校正在普遍

实践的新课改，尝试用新课改的理念

设计自己的教学，想不到受到了学生

的普遍欢迎，她也逐渐在全国赛课的

舞台上放出了光芒。

黄明月的成功是柞水中学课改

成功的缩影。学校正是抓住了教师

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各项措施的落实，

才取得了课改的成功。概括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走出去，请进来，

理念先行；二是抓落实，重练兵，人人

过关；三是多途径，倡交流，提高师

能；四是强校本，明规范，共同成长；

五是勤反思，多提炼，凸显个性；六是

强管理，求精细，提高效益。这些措

施的落实，使学校涌现出一批从理念

到方法都呈现全新姿态的优秀教师，

在各级各类赛教活动中屡获大奖。

近年来，学校的课改也获得了老

百姓的肯定。有家长说：“我们家先

后有两个孩子在柞水中学读书，2014

年毕业的老大没有考上大学，那时的

柞水中学，教师在课堂上讲得多，学

生在课堂上睡觉的多，有的玩手机，

还有的交头接耳，向学之风淡薄，厌

学之风甚浓。老二 2015 年秋季考入

县中，每次回家总是滔滔不绝地给我

们讲学校的变化。诸如教师在课堂

上如何让他们展示、讨论，课堂气氛

活跃，学生学习热情高涨，2018 年孩

子顺利考取西安理工大学，衷心感谢

柞水中学的老师。”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柞水中学的教育改

革，正因为一开始就不是零敲碎打的

小打小闹，而是紧紧抓住了教师教育

理念的更新，学生行为习惯、学习习

惯的养成，校园文化和校园环境建设

的龙头，从课改目标的设定到硬件设

施的完善，从读书竞赛活动的开展到

各种学生社团的建设，从教研、上课

各环节的落实到学生前途理想的树

立和道德素养的提升，都进行了周密

规划和详细部署，制定了详尽的制

度，从而为课改顺利实施提供了保

障。柞水中学的教育质量，亦由改革

前的商洛市末尾上升到全市前列。

如今，柞水中学能够百“花”争相

开放，许多人说正是改革这股清新的

好风吹来的。

（作者系陕西省柞水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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