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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教育家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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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教育与美好生活

一年前初冬的

一 天 ，天 气 骤 然 变

冷。学校决定把教

学楼后台阶上的 80

盆玻璃翠、天竺葵花

全部倒掉。尽管有

些不舍，却又无可奈

何。

“校长，我有个

建 议 ，能 不 能 把 楼

外那些盆花全部搬

到 楼 内 窗 台 上 ，让

它们继续绽放。”张

老师向我提议。“可

是 ，那 些 盆 花 已 经

枝 枯 叶 败 ，还 能 重

新盛开吗？”我疑惑

地 问 道 。“ 我 来 管

理，咱试验一下，万一可行呢？”张

老师还有一年即将退休，他竟能自

告奋勇管理盆花，着实让我感动，

我爽快地答应了。

张 老 师 任 教 综 合 实 践 活 动

学科多年，难道他对这些盆花冬

季 管 理 有 独 到 的 研 究 ？ 我 拭 目

以待。

张老师在每个窗台摆放了两

个盆花，两层楼共摆放了80盆。第

一周，张老师把任教班级学生分成

8 个小组，每组负责 5 个窗台 10 个

盆花。摘掉枯萎的叶片、松土、浇

水，张老师边讲解边示范操作过

程，还喷洒了叶面肥。有的盆花已

凋落成只剩下三两根直挺的花茎；

有的仅留下稀落的几朵花，无精打

采；还有的盆花光秃秃的，仅盆中

间留下一簇簇的花根。

每天，张老师楼上楼下巡视

盆花，不时记着什么。有一天，细

心的学生发现，天竺葵花叶片有

些 淡 黄 ，个 别 叶 片 有 枯 萎 的 迹

象。怎么回事呢？学生七嘴八舌

地议论着。

“同学们，养花是一门技术，

一定要了解花的生长特点，有的

花喜水，有的花却怕水，水浇多了

会烂根，叶片变黄，时间久了会死

掉。”自此，天竺葵每周只浇一次

水。

每周，我都要抽出时间查看一

下那些盆花，向张老师请教一些栽

培技术，他讲得有理有据、绘声绘

色。我鼓励他，多收集材料编写一

本盆花栽培技术校本课程。“校长，

我还有一年退休了，即便编写了也

没有人指导学生了。”张老师神色

黯然地回答。“盆花不会退休的，每

年都会如期绽放。如果我们栽培

成功，每年会节省近千元钱。”我拍

拍他肩膀说。

“张老师，好端端的一盆玻璃

翠为什么全剪掉了？”那天，我突

然发现一盆原本已开放的玻璃翠

竟然整齐地被从根部剪掉了。“我

做个试验，如果成功了，每个盆花

就大有作为了。”张老师冲我嘿嘿

一笑。

大约半个月后，那盆玻璃翠竟

然从根部萌发出嫩黄的幼芽，一簇

簇铺满整个花盆。那些天竺葵花

被张老师剪掉过多的老枝后，同样

发出嫩叶来。

张老师的盆花试验成功了。

春季开学的第一天，那些换了新颜

的盆花再次摆放在窗台上，鲜花竞

相开放，仿佛一张张学生的笑脸。

张老师乐得合不拢嘴。

“张老师，您还有一学期就要

退休了，学校决定成立小园艺师小

组，请您担任辅导教师。”我征求他

的意见。“校长，我愿意！”张老师激

动地握着我的手答道，他戏谑地

说，他也像那些盆花一样“废物再

利用”，不经意间也会创造意想不

到的惊喜。

张老师活跃在楼上楼下盆花

间，指导着小园艺师小组学生整形

剪枝、松土锄草、除害虫等，我时常

为他们拍照，留下美好瞬间。一些

年轻教师也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这

个小组。就这样，盆花成为冬季教

学楼内的一道独特风景。

（作者系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

镇学校校长）

前段时间，两个教师的意外离世

引起了关于教师负担的大讨论。当

前，中小学教师压力的确很大，负担

的确过重。作为在基层工作多年的

教育工作者，我们对此感同身受，深

表认同。

教师的负担过重不单是由学校

造成的，然而学校层面也可以有所作

为。以我校为例，近年来，学校通过

优化管理和评价，做好管理和评价的

“加减法”，为教师减负。

首先，对于政府层面过多、过杂

的非业务性工作，校长要有原则、

有勇气严格把控。学校要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价值观，不

要过于在意外在的荣誉和名头，不

要逢优必争、逢旗必夺，同时要有

敢于说“不”的勇气和智慧，守住底

线和原则。我们学校这些年虽说

少了些锦上添花的荣誉，但内涵建

设的确有了踏实的发展，只有智慧

性地说“不”，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

和尊重。

其次，校长要均衡教师的工作

量 ，不 可 出 现“忙 闲 两 重 天 ”的 情

况。虽说由于年龄、身体、性格、学

科以及能力等不同，每个教师的工

作量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但要想

办法尽量平衡。比如，班主任肯定

是学校中最累的岗位，学校尽最大

可能提高班主任的待遇和舒心度，

学校绩效工资排在前面的必须是

班主任，职称评定和各种评优评先

必须班主任优先。校领导几乎不

评任何荣誉，但涉及教师尤其是班

主任的荣誉和利益，我们一定会全

力争取。同时尽量优化班主任的

工作，能减的减，能精的精，能分的

分，把一些常规工作分解给学生、

科任教师等。我们学校的每个班

都构建了“自主管理体系”，尽量让

班级管理工作自主化。学校有其

他任务时，尽量以干部和工作量少

的教师为主，尽量少打扰班主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学校

管理要少一些“操控”，多一些“激

活”。在这方面，我校做了许多探索

性改革。

第一，在考勤方面，我校采取的

是“不刷脸、不打卡、不签到，辅以

文化引领和随机抽查”相对宽松的

政策。这一政策已经施行 10 年，没

有出现有些人担心的纪律涣散和

成绩滑坡现象，反倒是有效降低了

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者与被管理

者之间的情绪对立，降低了教师疲

于打卡的焦虑心态，学校的和谐度

和成绩也稳中有升。当然，偶尔会

出现“偷奸耍滑”的个例，但这个比

例低于严格管控的学校，偶尔给人

性中的劣根性留点出口也是一种

管理智慧。当然，这种宽松政策的

目的不是放任，而是让教师自律。

比如学校用信任文化去引领，让教

师 不 愿 意 失 信 ；用 抽 查 制 度 去 约

束，单独要求失信者打卡，让教师

不敢失信。

第二，学校给加班的教师和班

主任设立“弹性假”制度。我校的原

则是：能不加班绝不加班。但由于

工作的特殊性，有些时候不得不加

班，比如课后服务、家长接待、大型

考试等，因此，学校规定在不影响正

常教学及集体性活动的前提下，可

以请弹性假。

第三，精简会议，尽量减少规模

会议的频次和时长。学校的全校性

会议每个月最多召开一次，每次一两

节课，融合了理念沟通、工作部署、师

训及读书分享等多项内容，而且要求

发言领导和教师必须认真准备，严禁

超时，一旦占用了下班时间，学校会

加倍给教师弹性假。

第四，在工作标准上“求实效，不

求完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大事，必作于细”。教育工作庞杂而

琐碎，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

所以一定要深入浅出、化繁为简，把

宏观抽象的理念具化成一件件小事，

并且要力求简单，易于操作，谨防形

式主义，为了表面文章而求全责备，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困难化。毕竟

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如果浪费在这

些表面功夫上，一定会影响教育整体

工作的效率。比如，我校很少要求教

师工作必须留痕，而是更注重过程和

实效；书写教案，不提倡在美观度上

浪费精力，更重视备课内容、实用度

和便利度，对老教师只要求简案，体

现备课痕迹即可。

第五，用表面的“加法”给教师

做“减法”。其实，许多教师的过重

负担并非来自工作本身，而是不会

优化，缺少方法。我们制定了“优加

减”策略，一是在“智”上做加法，以

求在“力”上给教师做减法。比如，

我们每年都会举办“金点子”大赛，

征集师生中的金点子和好方法，并

将其分享给全体师生。二是在“质”

上做加法，以求在“量”上做减法。

比如，我们推行了“五级自主卡”和

惩戒教育听证会制度，所有教师可

以很方便地对学生进行鼓励和惩

戒，虽然做的是加法，但实质是减少

了管理的成本和内耗。

（作者单位均系辽宁省沈阳市浑

南二中）

做好“加减法”，减轻教师负担
□ 许玉平 郭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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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松滋市实验小学现有学

生 4400 余人，教职工 230 人，是县城

体量最大的一所学校，还是分属两个

不同学段建制管理的“一校两区”模

式。在庞大的体量下，如何为管理松

绑、为教师减负，一直是学校治理的

一个重要导向。

现行治理体制下，大调整不现

实，微变革则可有作为。近年来，我

们从细小之处着手破除机制“弊病”，

以“柔性+底线”管理为切口，以“至

简+务实”为导向，努力营造相对宽

松的小环境，更加期待通过刚中之

“柔”和管理求“简”实现学校内部治

理的减负目标。

弹性坐班给空间。学校“以人育

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管理不能

简单照搬行政事业单位的治理模

式。不能简单地把“上课量”作为衡

量教师工作的标准，备课、批改、辅

导、管理学生、家校沟通等都

可能是上课之外

“看不见”的重

要工作量。教

学和育人，更

需要相对

宽松的自

主空间。我们连续多年不对教师考

勤打卡做严格要求，实施弹性坐班制

度。对每天的上课、集体活动的学生

管理和每周的集体备课、专题会议、

升旗仪式等 5 个关键环节进行“严

管”，把上课迟到早退和旷课视为最

大“教学事故”，这就是“底线”。我们

还把过去一贯要求的“班主任提前到

岗”调整为“师生同到”，不刻意拔高

对班主任的要求。我们将临时性请

假权下放到年级组，实施报备制，充

分相信教师，不超出一天的请假分类

管理，教师向年级组报备，干部向分

管领导报备。这一系列变革，让教师

处在一种相对自主灵活的空间中，对

教学投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多精力。

变革会议省时间。“会风”看管

理，会议太多不是高品质管理。我们

以“规范、限制、整合、增效”原则变革

会议，倡导“少开会，少开大会；不开

晚会，不开长会；将日常学习融入集

体备课，变工作部署会为故事分享

会；大会讲故事，小会谈要事”。如全

体教师例会每月一次；班主任例会每

月一次；教师例会以一课时为宜，不

超过1个小时；领导讲话一般不超过

8分钟，去套话；每场会议发言人一般

不超过5人；能当面交办的尽量不开

会，能合并的会议尽量合并，并提前

向教师告知会议时长。这样的“底

线”设计，目标就是尽量把教师解放

出来，腾出更多的时间给教学。

优化备课求实效。随着信息化

程度的提升和电子备课的习惯形成，

备课管理需要学校大胆变革和优

化。我们推广“目标制定+任务驱动+

学习设计”的真备课，实施教师备课分

级分类管理，不对教师备课做统一刚

性要求。成熟的教师可以申请选择

在教材上备课，不必使用统一的备课

本，允许以经过个性化改造后的PPT

代替备课。兼任多门课程的教师，以

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为主完成一门

学科的备课要求，其他学科在教材或

教参上备课。不把手写备课字数作

为备课检查的硬性要求。创新编制

统一手写“备课模板”，去烦琐，减字

数，抓要素；规范教材备课的目标、问

题、活动设计。尝试实施备课“契约制

管理”“公示制”等。实施“微理论学

习+微话题探讨+微课堂打磨”模式的

集体备课，强化对集体备课的严格管

理。这就是“备课底线”。

淡化材料留干货。少谈认识，多

谋工作，把“计划”变成“清单”，让工

作看得见。简化和降低对一般性总

结材料的要求，倡导教师变“总结”为

故事，从“过程”中提炼“经验”。学校

各项常规工作交流按照“提纲准备+

对话分享+经验提炼”流程实施，材

料不成熟或没有价值则不需要教师

撰写为正式文稿。班主任总结既可

以是故事，也可以是“照片”。通过论

坛、故事会等平台，有主题、有针对性

地推进各类工作岗位上的教师总结

交流经验和心得，不搞没有实效性和

价值感的“人人汇报”。学校将教师

尤其是行政干部从频繁而低层次的

“文山”中解放出来，给出更多空间让

他们去实实在在“做”且“做好”。

理性留痕做减法。填表、记录、

拍照留痕是过程管理的一种常见方

式，但不必事事留痕、人人留痕。一要

理性，二要智慧。重要的信息、必需的

佐证，加上简化的操作，这就是理性留

痕。凡涉及大量人群和反复操作的，

设计者一定要认真思考必要性、科学

性和操作性。理性就是管理“智慧”。

对于参与面广涉及人多的工作和活

动实行“代表性见证”。

系统设计重融创。面对上层和

外界派发的非教学工作任务，怎么

办？关键要把握“政策性”“现实性”

“育人性”“实效性”的统一。把政策

性强又现实急需的非教学工作统筹

到育人工作中，进行整合、融创、建

构，才能被教师所认同并积极参与，

实现工作的目标性。由于教育行为

的关联度高，由此进行的检查、考评、

竞赛、创建都不会少，都有“理由”和

依据，每一项“对上”都不容轻视。如

何把上级的统一要求变成学校的工

作设计，这是学校执行者的一种智

慧，也是工作的必要环节。理解意

图，化繁为简，贴近实际，指向育人，

寻找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就是

学校在贯彻落实非教学任务时的“底

线”。当然，面对纯粹的“形式工作”，

学校也需要“拒绝”。

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理解“人

性”，从“人”出发，学校治理的“人

性”，首先是教师立场。学校治理既

要有制度和规范保障，又要注入“柔

性”举措。相信人，只有从“底线管

理”出发，才能给予教师时间和空间，

避免坠入“形式主义”的死角。

当然，形式≠形式主义，常规管

理中的必要“形式”，并非就是“负

担”。只有当某些工作形式超过其应

有的“度”，或者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

发展，成为工作的“束缚”时，才是“形

式主义”。

（作者系湖北省松滋

市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

“柔性+底线”管理为教师“松绑”
□ 黄华斌

“教师减负”
的校本表达

最近一段时期，教师工作负担问题成为热点议

题。教师的负担过重不单单是由学校造成的，然而，

学校层面也可以通过优化管理，切实为教师减负。

思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