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张校长相处多年， 深知她是个 “多变的女
人”。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为了学校，一切为了
学生。 今天不说她多变的故事， 只谈谈她颇多的
“另类”故事。

故事一：114 查号台
自从电话在开封市兴起， 张校长就出钱给每

位班主任家装了一部电话。 从此， 她就成了“114
查号台”，要找哪个老师的电话尽管找她，一问一
个准儿，没有错过。 后来，学校大了，师生多了，她
也有手机了， 可是全校近 200 个教师的手机号码
都已经装在她的心里了。有一次，我跟学生们讲她
的“114”故事时，她正好转到教室外，学生非要我
把她请进来证实一下。 张校长笑着走进来：“宋老
师家的座机是 29……123”“对！ ”我笑着回答。 “她
的手机号码是……” 张校长接着说。 我紧张起来
了，我刚换了手机号，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记牢呢。
“宋老师的新手机号码是 159……419。 ”“完全正
确！ ”我激动地大声肯定着。 我佩服张校长的记忆
力，但更佩服她醉心教育，对学校、对师生的深情。

故事二：学生游遍全中国
为了让学生丰富课外知识，开拓视野，在实践

中增长才干， 张校长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多次出去
旅游。 一开始是在开封市，相国寺、包公祠、古城
墙、黄河滩、桃花园……直到都玩遍了，整个开封
没地方可去了。 于是， 张校长带领学生走出了开
封：上海世博三日游、古城汴梁一日游、南京杭州
上海五日游、北京四日游、嵩山二日游、青岛崂山
三日游……甚至东渡韩国。每次大队人马出发时，
她都会说：“从现在开始， 我就开始地狱里的生活
了！”可是，她又笑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在张校长的“地狱生活”中，学生们学会了绘制简
单的旅游地图，学会了在自动售票机上购买车票，
学会了与陌生人沟通交流，学会了小组互助合作，
学会了礼貌宽容谅解， 学会了惦记着给亲人捎点
儿礼物……这些，都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故事三：每天吃鸡蛋、喝牛奶
张校长十分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她在家

长会上公开反对家长每天早上给孩子几块钱，任
其在街上吃油条喝胡辣汤， 要求家长每天必须保
证孩子喝袋牛奶、吃个鸡蛋。 因为这些极易吸收，
能保证一个孩子一天当中起码的营养需求。 在学
校， 她总提醒孩子们多吃水果和蔬菜， 多喝白开
水。 看到学生嘴唇干了，她会说：“看，你的嘴唇都
干了，记得多喝水！ ”看见谁流鼻血了，她就说：“你
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啊！ ”这些小事看似细微末节，
却关乎学生健康，很多连家长都很难考虑到，而细
心的张校长却都想到看到说到了。

故事四：每天洗碗是作业
“每天必须洗一次碗，这是俺们校长布置的家

庭作业。 ”求实的孩子们回到家里，不管家长愿不
愿意，都坚持要洗碗。其实，走读部的孩子很辛苦，
他们一早就离开家到学校，晚上放学才能回家。也
就是说，只有晚上这一顿饭在家里能好好吃饭，还
得洗碗！ 但是，在张校长的要求下，学生都能坚持
每天洗一次碗，自己的房间自己整理，自己的内衣
鞋袜自己洗，自己的事情自己操心去做，自己承诺
的事情要兑现，有责任感，有担当。 张校长一贯注
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习
惯，培养学生孝敬父母长辈的美德，这是陪伴孩子
一生的财富。

故事五：自己出钱给学生买奖品
自己出钱给学生买奖品， 这事儿张校长当年

在公立学校就常干。 那时候工资低、收入薄，过日
子都得小心谨慎，再拿出钱来给学生们买奖品，确
实是一件难得的事儿。她发奖品的理由很多：单科
前 10 名的发，总分前 20 名的发，学习进步的发，
名次提前的发，热爱劳动的发，关心集体的发，乐
于助人的发，运动健将的发，学习标兵的发……总
之，她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优点、特长与进步，
给予肯定，加以奖励。 现在，学校也常常给学生发
奖品发礼品，今年圣诞节，就有不少老师给全班同
学送礼物。有文件夹、有贺卡、有软面抄、有苹果橘
子……都是老师们自己掏的腰包。 这种无私的奉
献精神，源自于张校长的师表作用。是不是有点儿
傻？ 有点儿亏？ 但是，他们都换回了孩子们无限的
爱！ 无私才有大爱！

（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求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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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个故事： 一位教育局长带领校长到张建平
的求实中学东校区考察，看到学校异常干净，当了解
到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卫生区， 并且每天要打扫 3
次卫生时，局长很不理解。 他疑惑地询问：“学校的卫
生有必要一天打扫 3 次吗？ ”张建平笑笑说：“卫生的
确没必要一天打扫 3 次，但我的学生需要一天打扫 3
次卫生。 ”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 经典的原因就在于
对学校打扫卫生不同态度背后的理念： 在那位局长
看来，学校干净卫生，师生工作学习生活舒心，能给
来检查指导工作的领导留下好印象，就可以了，根本
没必要让每个学生每天打扫 3 次；在张建平看来，东
校学生主要来自县城，卫生和劳动习惯不太好，卫生
区责任到人且每天打扫， 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卫
生和劳动习惯，目的在于学生的生命成长。

把人当成目的而不是工具，把人的发展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张建平
管理学校的核心理念。长期认真践行这一理念，求实中学才有了独特的文化
魅力。

求实中学的颁奖典礼上，第一个上台领奖的往往是清洁工、食堂师傅、门
卫等最不起眼的学校工作者。

带领成百上千名学生远足拉练，或者到省外大城市开阔视野，这些在很
多校长眼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活动，张建平却年年必做。她虽每每倍受煎
熬但仍然乐此不疲：“一旦有事肯定是我的责任，没人能替我承担责任。有时
想想自己挺傻的，安安生生教你的书，何必担那么大的风险呢？但我知道，让
孩子们多体验不同的生活，感受离开家长、老师独立生活的滋味，让孩子们
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阳光、 同学们之间的纯洁友谊……这是任何课堂都代
替不了的。虽然，每次我都提心吊胆，但是，每年都在搞———因为，学生喜欢，
学生的成长需要！ ”

与很多学校不同的是，求实中学没有考勤制度。张建平始终相信教师不
会无故迟到或早退。 而让很多人最不可思议的是，求实中学教师的工资、奖
金吃“大锅饭”，这被专家称为市场经济环境中学校管理的“世外桃源”。就是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每一位有理想、有激情的教师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实现了自我个性的张扬。在多数教师的眼中，求实中学对他们最大的吸引力
就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这种价值的实现源自于张建平崇尚的 “无为而
治”。

以管理人性化著称的张建平，几年前曾经辞退过一位“好”教师———他
教的初三学科期终考试平均成绩全年级第一。 这样的教师不仅不奖励还要
辞退？！ 在常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张建平倡导教师相互协作，资源共享，同教研组的
教师在学生作业内容的布置、作业量的安排、学习资料的使用等方面都是统
一的。 但这位教师非常“敬业”，非常有“责任心”：偷偷给学生布置作业，偷偷
印卷子让自己班的学生做。 虽然考试成绩全年级第一，但这位教师却没有拿
到新一年的聘书。 这件事在学校震动很大，也让协作的精神和能力成了教职
工的自觉追求。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能成为精神王国的学校，才算真正的学校。 张建平
的求实中学基本达到了这个标准。每到教师节和春节前夕，已经从求实中学
毕业的学生总会自发地回到母校看望老师。他们为老师送去鲜花，和老师一
起吃饭、谈心，很多老师都要接待几十个学生。张建平把这种现象趣称为“吃
大户”。

求实中学的成功启示我们，教育落后的实质是管理落后，真正阻碍一所
学校发展的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张建平的成功也是对“大德者，必得其
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古训的生动诠释。 （作者系《教育时报》记者）

妈妈：
还记得吗，那天您站在讲台上，当着全体学生的

面，把丢在餐厅桌上的半个饺子吃下去的时候，站在
一旁的我有多心疼吗？ 但我知道不能拦您，也拦不住
您，您是要教会孩子们尊重，尊重所有为这个饺子奉
献过的人，从农民到厨师。

在求实， 听别人评价您最多的就是：“张建平太
惯老师了！ ” 而这也是您最反感的一句话，“什么叫
‘惯’？老师们那么辛苦，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一向不
拘言笑的您，只要见到老师，总是满脸笑容，满口赞
扬。 “薇薇，你知道吗，这个老师为了带毕业班，生完
孩子 3 个月就回来上课了 ， 多不容易 ， 我都心疼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求实从不按成绩给老师奖
励，老师们却如此卖力？19 年来，离开学校的老师，掰
着指头就能算过来。 我学到了，妈妈！ 这一课叫做尊
重！

逢年过节 ， 我们家总能迎来一些特殊的客
人———衣衫破旧，满头白发，大包小包，放下就走。 包
里的东西比他们还要朴实，红薯、花生或者大米。 每
年见到他们，我都会喊：“妈，你的好朋友来了！ ”平时
多半躲着家长送礼的您，这时会“嗖”地从里间冲出

来，帮他们从肩上卸下礼物，嘘寒问暖，请他们进来
坐坐。 他们是学校收垃圾的老人，老两口原本在我家
小区拉垃圾车， 您看到两老弯腰曲背的样子， 很心
疼，上去聊两句，知道老人是为了给儿子攒钱结婚到
城里干苦力活，拉一车垃圾才几块钱。 您说：“跟我干
吧，我不会亏待您的！ ”第二天，老人就在求实正式上
岗， 第三天是中秋节， 老两口和求实的正式员工一
样，拎着学校发的福利，一手月饼一手油，满面春风
地回家过节了。 我学到了，妈妈！ 这一课叫做尊重！

每年的毕业典礼，求实都会成为一片泪的海洋，高
兴的泪水、感恩的泪水、不舍的泪水交织在一起。 而每
年典礼的第一个环节，总是妈妈您手捧鲜花走上台，献
给的对象不是辛勤 3 年的班主任， 也不是操劳 3 年的
分校校长，而是默默无闻的后勤人员：清洁工，刷碗工，
餐厅师傅……他们是最不被关注的人， 但您总说他们
默默无闻的付出更值得尊敬。 您是个不善于表达情感
的人， 给我的拥抱都甚少， 而每年您给他们的那个拥
抱，让台下的我看得好温暖！我学到了，妈妈！这一课叫
做尊重！

回想还在五六岁的时候， 您就开始给我上这课。
有一次，我俩在饭馆吃饭，冬天，寒风凛冽，门口有一

位衣衫不整的老人，趁客人推门，挪进了店里避避风
寒，结果服务员冲上去，把他往外赶。 您坐不住了，狠
狠地瞥了服务员一眼，走到柜台前，买了一碗胡辣汤，
四两煎包，然后让走路晃晃悠悠的我端给老爷爷。 妈
妈，还记得吗，这次我们上街为患重病的校友募捐，一
个乞讨的老人将严冬里一天所收到的所有———7 元钱
全部捐给我们，这是最沉重的“巨款”！ 您知道我当时
在想什么，我想这就是好报，我们尊敬他人迎来的好
报！

一个好妈妈是孩子人生最好的老师，妈妈，我学
会了这一课，并且把它分享给了更多的孩子。 我带孩
子们到上海旅游， 自助餐后他们自觉将所有餐具收
走，桌子擦好，再没有人剩下半个饺子，引来服务员
一片啧啧声；年终感恩，孩子们主动抢过食堂阿姨的
抹布、扫帚，让他们好好休息；为了“小悦悦”事件，我
们走上街头，给陌生人一个拥抱，呼唤世界的温暖，
熄灭心中的冷漠。 当看到他们张开双臂，真诚地拥抱
乞讨老人的那一刻，老人笑了，我哭了。

妈妈，感谢您给我上的这一课，让更多孩子感悟
到了这一课！ 我会永远当您的好学生，感悟您带给我
的每一点精神财富。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 王占伟

感动、敬佩、赞叹、传奇、优雅、深情，似乎这
些词都不能够准确地表达我读完张建平校长的
《为女儿办一所学校》的感受。 她的言行完全颠覆
了我对民办学校的印象。

张校长的人格魅力，在字里行间闪烁，在她
和老师、学生、家长的故事中显现。 书中那么多细
节故事令我难忘。 她像敦煌壁画里反弹琵琶的飞
天一样，给我带来太多不一样的感受。

管理：功夫在诗外
作为一名从教二十多年的老师，我真切地感

受到， 很多的职业倦怠不是因为正常的课堂教
学， 而是源于那么多为了应付检查而必须做的
“表面”文章，比如教案的格式、规范……但求实
学校不看教案， 只看课堂教学，“不管白猫黑猫，
捉到老鼠都是好猫”， 张校长要彻底为老师松绑

减负。
求实学校的颁奖活动总是那么另类新颖。 在洗浴中心开颁奖晚会，老师们身

着大裤衩上台领取名目繁多的奖项———“优秀博客奖”、“备课小组合作奖”、“节约
奖”等，人人有份。 我能想象，大家在氤氲的热气下，心中的舒适和感动。 求实的迎
新年家庭联谊会是那么别出心裁：老中青三代教师都携着自己的另一半举行特殊
的集体婚礼。张校长给每位老师发 400 元的礼品津贴，要求必须提前准备礼物，然
后在现场把爱的礼物连同大声说出的“我爱你”一起送给自己的另一半。这样的活
动让我热血沸腾，更别说现场的老师和家属们了。这样的活动，让每一个人的心灵
都得到了净化和升华，能有效地提升老师的幸福指数和对学校的依恋感。

张校长用一系列柔性的管理打造着她的“明师”团队，但柔并不等于纵。 她坦
言每年都有 5%的教师离开求实，很多就是因为受不了求实的快节奏。 比如，她强
制性规定每位教师每年至少订阅 200 元的学习杂志，期末进行验收报销；她要求
每位教师都建立教育博客，每周到阅览室读两小时的教育专著，每月必须有教育
反思的原创文章，奖罚金额非常可观。 这样的“恢恢天网”，可以逼着教师前进，逼
着教师成功。 张校长的底线是———不读书，就没有资格做教师。

育人：从书本到自然
我曾在公交车上听到两个孩子的对话。一个孩子问：“你知道世界上最假的话

是什么吗？ ”没等到伙伴回答，他接着说：“那就是‘开学了，我很开心。 ’”站在一旁
的我，心里五味杂陈，孩子们不喜欢学校一定有原因，而求实的孩子们那么念念不
忘求实，那么热恋求实，也是有原因的。

张校长倡导快乐教育。她认为，学校是学生美丽人生的起点，快乐学习是学生
减负不减分的秘诀。她说，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幸福的珠子，她和她的老师要用真情
的红线把它们串成幸福的项链。而这些红线就是精彩的课堂教学和丰富多彩的社
团活动。

就因为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激动”，张校长承诺孩子们带他们去看世博会。 一
言九鼎，她真的带领 5000 多名孩子完成了从开封到上海的世博之旅。 我能想象，
张校长带领团队的艰辛，更能想象，孩子们一路的惊喜。 求实的孩子们何等幸运，
他们的校长敢于带他们从书本走到自然，爬古城墙、到河边野炊，30 公里远足，15
天的夏令营……这些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定会让孩子们快乐无比，幸福难忘。日本
作家阴山英男，在《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说到他的最大心愿：让孩子们在毕
业若干年后，回忆起学校的生活时，至少要有个美好的瞬间。 我想，求实的孩子们
一定会有很多个美好的瞬间，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怀揣着这些美好和幸福，一路
前行！

掩卷长思，为什么张校长能把一个民办学校办得如此蓬勃，如此辉煌。皆源自
她对教育的挚爱，她的社会担当，她的赤子之心，恰如她的朋友对她的评价一样，
我也引用王昌龄的那句诗“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将是对她最好的诠释。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学教师）

一片冰心在玉壶
□ 王艳芳

读者眼中的她———

妈妈，我一生的好老师
□ 韩薇薇

女儿眼中的她———

记者眼中的她———

“另类”张建平
□ 宋爱馨

同事眼中的她———

招募对象：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课程形式：成功民办学校掌门人智慧分享+名校探访

+案例分析+把脉诊断+绿海沙龙+作业点评
课程设置：领导力修炼、管理创新、团队建设、招生策划

"先锋 1期 "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

电话：010-82296735 18653191950
主办：《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工作委员会
协办：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民办教育协会
承办：少年先锋学校

研修时间：2012 年 3 月 15 日-17 日
特训营实行限额招生，请预约报名
简章备索，欢迎垂询

学员招募中……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顶级实战研修课程
助推民办学校快速健康成长
全国知名实战派专家担纲成长导师

《为女儿办一所学校》
张建平 黄萌生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讲台上的张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