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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赋

茹经堂位于江苏无锡宝
界桥南堍的琴山之麓，背山面
湖 ，环境幽静 ，是近代著名教
育家唐文治的别墅书院。 室壁
上悬挂 “人生唯有廉节重，世
界须凭骨气撑 ”的对联 ，这是
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唐文治虽在晚清政府为
官十四载，却一直有正心救民
的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时，身
为监督的唐文治与伍廷芳等
一起联合通电，要求清帝宣统
逊位，并在师生中率先剪去辫
子，以示决心。 “九一八”事变
后，更是将“世界龙战，我惧沦
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之匾
挂于食堂中，要求师生效法越
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国耻。

他早年曾到多国考察，对
西方教育的专业化印象深刻，
提出了 “尚实” 的办学思想，
1906 年与官场分道扬镳，选择
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教
育之路，于次年任邮传部上海
高等实业学堂监督。

任职之初，他便停办商科
转向工程教育 ， 接连创设铁
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着力于培养“求实学、务实
业”的人才；重金聘请洋教师，壮大工科教师队伍；选
派学生出国留学， 他任职期间先后派遣出国留学生
200 余人。

他倡导学习西方的“尚实”教育思想，但反对强
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言论，因为“国文敝则精神

亡”。增设国文科，成立了国文
研究会，坚持每年举办国文大
会，并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
印历年国文大会的精华文章，
编成 《南洋公学新国文》2 编
12 册， 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
课本。邹韬奋曾盛赞母校重文
之风：“这个学校注重工科，但
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积极
提倡研究国文，大家对于这个
科目也很重视……倘若不是
这样， 只许我一天到晚在 X、
Y、Z 里面翻筋斗，后来要出行
便很困难了。 ”

唐文治重视国文，遵从古
人的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
基础，学问为屋宇墙垣。 未筑
基础的屋宇墙垣，势必在风雨
飘摇中不能久固”。同时，他还
重视体育， 在学校开展足球、
垒球、武术、技击等运动项目，
比赛时他每每到场坐镇观战，
有时还亲擂战鼓以激励。

1920 年， 唐文治回到无
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他
主持该校 34 年， 始终要求学
生学习应立足 “躬行”：“诸生

既经有志来馆专修， 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
旨。 ”

唐文治从封建时代的士子起步，历晚清、民国，
直至新中国，始终躬行“正人心、救民命”的理念，为
国家培养了众多高素质理工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初，
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尊他为“上海十老”之一。

教育家影像

唐文治的兴学育才路
□ 刘亚文

“这个月你的小梦想是什么？ 你的小梦想实现
了吗？ 你是怎么实现这个小梦想的……”走在湖北
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桥小学的校园里，孩子们口
中念叨的不再是考试分数，而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
小梦想。 在学校“追梦文化”的引领下，学校开展的
“小梦想成就大未来”的德育活动，已深深地扎根到
每个孩子心中。

月初“制定”梦想———内容丰富。每月初，孩子
们都会为自己“制定”一个梦想。 他们可以根据家
长 、教师的要求制定 ，可以对照自己的缺点 、问题
制定，也可以参考同伴的优点、特长制定 。 小梦想
可以是一种良好习惯的培养， 也可以是一种特长
训练的目标；可以是一种美好品质的养成，也可以
是一项学习技能的提高 。 梦想不在于有多么伟
大 ，多么深远 ，只要是孩子真正需要的 ，都可以作
为自己每月的小梦想。 小梦想记在心中 ， 写在纸
上，最后贴在每个班的“梦想墙”上 。 比如，本月把
《魅力女孩 》课外书读完 ，本月单脚踢毽 50 个 ，本
月为同学们做 5 件好事……孩子们一个个小小的
梦想在自己的笔下舞动，在教室的墙上舞动，在孩
子的心中舞动。

月中追逐梦想———舞台广阔。 学校每月都为学
生搭建广阔的追梦舞台。

毽球考级赛。 毽球是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人
人有毽球，人人踢毽球，人人毽球考级。每月月末的
毽球考级最精彩，操场上，彩毽飞舞，人毽合一，有
的学生竟然能踢七八种花样，还有的学生能一口气
踢上千下。读书大展示，每周升旗仪式上，班级轮流
展示诵读 ，10 分钟的诵读要求人人参加 ， 个个体

验。
绘本大看台。学校的校本课程是绘本画，学生人

手一本，在上面画上自己梦想的校园、梦想的老师、
梦想的课堂、梦想的家园，辅以优美的文字描述。

寻找追梦英雄。 每个学生通过所读、所看寻找
自己的追梦英雄，撰写英雄的追梦故事，演讲英雄
的追梦精神，传唱英雄的追梦歌曲。 法国的居里夫
人、中国的袁隆平，古代的后羿、当今的林书豪，家
里的亲人、学校的同伴，他们都是学生心中的英雄，
都成了学生追梦的榜样。 学校根据学生梦想，提供
各种舞台让他们体验，让学生在体验中享受追梦的
快乐。

月末实现梦想———快乐无比。 每月的最后一周
是孩子们最期盼的一周，因为这一周的班会要自评
“我的圆梦星”了。 评比不需要大家举手推荐，也不
需要教师列举条件 ，每个人走到 ”梦想墙 ”前想一
想，实现了梦想的就会把“圆梦之星”贴在墙上，没
有实现的就写下自己的反思作为当天的日记上交
老师，请求老师帮助实现。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实
现小梦想，学校广开圆梦之路，让学生自己、家长、
老师、同伴、社会都加入进来，用圆梦搭起一座爱之
彩桥。学生自我努力圆梦、教师关爱圆梦、家长帮助
圆梦、社会资助圆梦，四大圆梦体系让更多的孩子
享受圆梦的幸福。

一个月 ，两个月 ，月月如此 ，孩子们养成了习
惯，梦想在心中生了根，发了芽，开了花，他们不再
以“分数”为唯一生活动力，他们在梦想的摇篮里吮
吸学校生活的多姿多彩，感受自我潜能开发的快乐
和幸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桥小学）

小梦想 大未来

校长须有“关键”智慧

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徐吉志

镇西随笔 50

2010 年底，《中国教师报》邀请我开专栏，高兴
之余也倍感压力。 因为这意味着我要每周写一篇
专稿，且不说我没那么多时间，就算有时间，哪有
那么多可写的呢。 后来我突发灵感：可以写我校的
教师啊！ 每次写一位教师，也够我写几年的了。

曾有人问我 ：“您这么忙 ， 用什么时间写作
呢？ ”我的确很忙，但是我会挤时间呀！ 比如我在飞
机上可以写，在汽车上也可以写。 专栏的好多文章
都成于旅途。 还有人问我：“您作为校长， 主要是
‘抓宏观’， 怎么会那么细致地了解每个教师的故
事呢？ ”这我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校长“抓宏观”
就不能了解教师呢？ 作为校长，了解教师是我的常
规工作之一，每次和他们聊天，都能从他们口中得
知许多小故事，这样一来，我写作的素材自然源源
不断。 另外，我还经常到教室里和学生聊天，从他
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教师的感人故事。 除了自己“采
访”，我也会发动一些老师给我提供线索，我经过
了解后再整理成文， 最近的一篇写陶杨梅老师的
文章，就是由蒋长玲老师帮我搜集的素材，我再找
陶杨梅聊天，最终整理完成的。

我始终认为，学校不应该只突出校长，更应推
崇教师、学生和其他员工。 所以在我校，你看不到
我或者我陪同领导参观校园的照片， 而是可以看
到许多教师和学生的照片。 在我校教学楼上，挂着
两张巨幅照片， 两张照片的主角都是我校的教师
和学生。 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为我校的
优秀教师建造塑像或者浮雕， 为普通教师树碑立
传。

基于这种想法，我平时很热衷为教师“歌功颂
德”。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你们学校的教师个个都
优秀吗？ ”当然不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优秀
的人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所以，我写每一个教
师时都遵循这样的原则：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蜻
蜓点水，浮光掠影。

所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是说我只写教
师的优点，而且限于篇幅（每篇专稿要求在 1500 字
左右），只能写某一方面的优点，并不涉及其他，但
我写的“这一点”必须是真实的。 所谓“蜻蜓点水，
浮光掠影”，就是说即使只写“一点”，也只能是点
到为止，粗略勾勒，不能长篇大论。

不求最全面，但求最真实，这是我对自己的要
求。 文章不求面面俱到，但所写的那“一点”绝对要
符合实际，哪怕是“合理”的细节虚构也不能有。 每
次写作之前， 我都会对所写故事的每个细节进行
考证。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位老师，完成后把稿子
给她，看看有没有夸张或失实的地方。 当晚她就给
我发来短信：“李校长， 我开始以为你会写得夸张
点，结果写得很平实，实事求是。 ”我当然要真实，
因为文章见报后，学校老师都能看到的，如果我夸
张虚构，他们会怎么看我。

我只写教师的好，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缺点。
我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学会互相
欣赏，看人就要多看他的优点。 每写一位教师，我
就会被感动一次，生活在感动中，我感觉很幸福。

我希望若干年后， 人们想起四川成都武侯实
验中学 ，首先想到的不是 “李镇西 ”，而是 “潘玉
婷”、“孙明槐”、“唐朝霞”、“袁伟”、“李勇军” 等一
批好教师。 这样的文章我会一篇篇地写下去，待时
机成熟便汇集成册，书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每个
老师都是故事》。 这本书，将是为我校教师树立的
一座丰碑。 我要让我校的教师成为学校的名片，我
愿担任这“名片”的制作者。

为教师树碑立传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米德的自我发展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重要他人”的概念，即在个人人格形
成的过程中，对其起过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
人物，如陈垣之于启功。

没有文凭的青年启功能走向成功，关键一点是遇
到了他的“重要他人”———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
若没有陈垣的一再保荐，启功这个可造之材可能就会
被埋没。鉴于此，校长应努力做教师成长路上的“重要
他人”，为教师的成长、成功创造条件。

紧抓“关键时期”
“关键时期”是指关键事件发生的敏感期，也是教

师的快速成长期。英国学者米瑟尔将教师专业发展关
键时期划为三类：内、外关键时期和个人关键时期。

一是外在关键时期， 即由重大历史事件引发的
关键时期。 譬如战争爆发、教育制度调整等。 校长要
善于利用外在关键时期，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譬如
新课程改革为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 校长要引导教师重新确定在新课程背景下的角
色定位，并从传统的角色中走出来，促进教师树立以
人为本、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课
程观。

二是内在关键时期，即在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演
进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期。 譬如教师实习期、入职适应
期等。当教师需要对以后的专业发展作出选择和决策
时，校长要引导青年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倾向，主动

了解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三是个人关键时期， 即由家庭中的突发事件、结

婚、离婚、生老病死等引发的关键时期，这是教师成长
的转折点。校长应认真考虑并协助教师解决好这些问
题，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上，与校领导同心
同德，将学校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制造“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个人会

围绕该事件作决策。许多优秀教师都曾经历过对其职
业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事件。这些事件成为他们发
展的巨大动力，让他们更加自信和努力。

山东潍坊广文中学校长赵桂霞就深谙此道。 为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赵桂霞不断为教师制造“关键
事件”。 “最多借阅图书奖” 鼓励借阅图书最多的教
师；“最多撰写案例奖” 将已经形成自省习惯的教师
推向前台；“最和谐班级的班主任” 激励教师潜心研
究班级管理；“课堂教学研讨月” 更是将目标引向展
示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果……这些奖项和活动的推出
向教师传递了一个信号： 学校鼓励教师通过各种途
径自主发展。

勇担“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 ”是指对教师专业成长产生重大影

响的人。 许多教师都认为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 ，校
长会对他产生较大的影响。 所以，校长是教师专业

成长中的“关键人物”，对教师专业成长具有重要的
影响力。 因而，校长在扮演教师的“关键人物”时，既
要发挥其权力性影响力 ，为教师提供支持 ，也要发
挥其非权力性影响力 ，努力成为教师的楷模 ，促进
教师的专业成长。

校长不仅要对教师进行学术上的引导，也要对其
进行人格上的感召。 一方面，校长需要不断地汲取教
育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提升自
己的专业水平、教育指导能力以及管理能力；另一方
面，校长也需要加强个人人格魅力的修炼，争做一个
工作踏实、不断学习、为人正直的校长，在赢得教师尊
敬的同时，成为教师学习的榜样，激励全体教师共同
成长。 校长还要充当教师发展的引导者、支持者，积极
为教师发展创造条件，细心观察和了解每位教师的发
展状况，及时给予教师专业上的引导和建议，以及情
感上的鼓励与支持， 解决教师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
为教师的进一步发展创设条件。

有教师说，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一位知人善
任的校长，校长所给予的适合教师个人发展的引导和
支持，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发挥教
师的个人价值。作为校长，就要让教师在其发展的“关
键时期”，经历“关键事件”，当好“关键人物”，激发教
师向上的决心和信心，为后期的专业化成长奠定坚实
的基础，获得学校发展的核心能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胶南市滨海街道办事处中心
小学）

东临巍巍之鱼山，南抵滔滔之大河，西接广袤
之中原，北连逶迤之徒骇。 承孔孟之儒风，袭子建
之文采。 人杰地灵，古晏子所辖地；物华天宝，今阿
胶福寿乡。 时维戊寅，岁在虎年，始建实高，累积于
今，十年有四。 忆往昔蛮荒之地，芦蒿四野，虫蛙鸣
噪。 叹今朝启诲圣土，集聚贤才，兴举痒序。

环境唯美。 灵秀校园，芳草萋萋，鸟鸣嘤嘤，松
柏矗立，鳞次栉比。 红花似火而芳香沁脾，绿树如
伞而青翠欲滴。林阴之下，曲径通幽。若上层楼，凭
栏而望，洛神湖风光旖旎；徜徉小径，信步而游，植
物园果木飘香。 斯是校园，胜似花园。

学习唯真。 莘莘学子，风华正茂，笃志勤勉，学
海弄潮。 演讲大赛，花魁所属；技能比拼，名列前
茅。 尚学之风日盛，乐读之气渐浓，掬书香之芳馨，
纳文采之风韵，博学可期。 为人师者，授业解惑，孜
孜以求，终身为学。 课艺大赛，校长秋点兵，杏坛之
上百家争鸣；青蓝工程，师生齐上阵，课堂内外精
彩纷呈。 学课程改革之精神，悟素质教育之内涵，
小荷已露尖尖角矣。

交往唯善。 善小而为，善之始也，积善成德，德
之愈厚。 为学者，入学则尊师重道，归家则孝敬双
亲。 视师生如挚友，待同窗似手足，人皆谓之尊师
典范。 为师者，与人为善，弘雷锋之精神，扬科学管
理之大旗， 行以人为本之教育， 人皆谓之德艺双
馨。 获“山东省文明单位”之美称，得“师德建设先
进集体”之佳誉，人皆谓之“和谐校园”。

师生携手，披荆斩棘，同谱乐章而热力不减；
校长领航，高瞻远瞩，共创辉煌而豪情陡增。 美哉，
我今日之魅力实高，人才济济，壮哉我明朝之齐鲁
明珠，星光熠熠。

附：山东省东阿实验高中，建于 1998 年，坐落
在风景秀丽的洛神湖畔， 该校始终坚持 “以人为
本，践行素质教育；以质取胜，提高教学质量”的教
育理念，积极构建书香校园和绿色生态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校长“走课”之益
□ 鲁家宝

近日阅读了四川省广安市教育局钟乐江在
《中国教师报》发表的《校长应该多“走课”》一文，
感触颇深。 “走课”来源于美国，是指在课堂环境
中，校长以不具威胁性的方式观察教师教学和学
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是校长为改善教学质量
而对课程资源、教学策略、教师及学生的课堂行
为等进行频繁、短暂且目标明确的巡视。校长“走
课”能让校长掌握课堂教学的一手资料，对规范
教育教学管理和师生发展等有着重要作用。

其一，校长“走课”，有益于规范教师的行为
举止。 笔者下校视导，经常看见教师上课姿态五
花八门。坐着上课者有之，趴在讲桌上者有之，脚
踩讲桌者有之，更有甚者，借用学生的课本讲课。
这些怪相的产生多与缺乏监督有关，若校长能坚
持“走课”，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甚至杜绝教师
的不良教学行为，让教师养成良好的、规范的教
学习惯。

其二，校长“走课”，有益于课堂教学的常规
管理。许多教师撰写教案时都对“资料”有很强的
依赖，有时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还提前把“资料”照
抄在备课本里。 教师没有自己的思考，讲课时语
无伦次、授课内容重点不明确：原来，提前准备的
教学内容与需讲授的内容相差甚远，还有的教师
不备课就敢上课！ 如果校长坚持“走课”，就能敦
促教师正确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备课，还学生一
个高效、明朗的课堂。

其三，校长“走课”，有益于增强教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 许多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素质参
差不齐， 年龄与知识老化， 教学设计能力低，靠
“一本书，一支粉笔，一张嘴”上课的现象普遍，加
之繁重的教学工作，导致教师缺乏事业心和责任
感。 而校长“走课”具有即时监督评价功能，能促
使教师认真研究教学方法、全面了解学生，形成
自己的教学特色，提高教学效率。 要提高教学效
率，需做到“三要”：目标要明确，容量要饱满，重
点要突出；“三互”：师生互动，三维（知识与技能、
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互举，课堂内外
互延 ；确保学生实现 “三有 ”：课课有得 、课课有
思、课课有悟。

其四，校长“走课”，有益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校长“走课”是课程改革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
要求。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深化课程改革需
要一支教育思想先进、敬业精神饱满、专业技术
精湛的教师队伍。 校长“走课”，可强化教师自我
发展的意识，让他们把学习作为一种需要、一种
责任、一种境界，一种修养。今天的教师已不仅仅
是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还多了一份
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为人师者，只有不
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和专业知识，炼就过硬的教学
技能，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才能实现有效教学
并成功完成自己的专业成长。

其五，校长“走课”，有益于促进学生的和谐
发展。 “走课”考察的重点是学生学到了什么，注
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所以“走课”能敦促教师帮
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构建学习愿望，贯彻自学
结构化、评价多元化、时间效益化和记忆高效化
的行动理念，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中来，放
开学生的手，让他们动起来；调动学生的脑，让他
们活起来，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表面上看来，校长“走课”或许不能像深入课
堂“听课”那样全面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但它能让
校长更清晰地了解课堂教学的“真面目”，所以校
长应利用“走课”得来的信息帮助学生提高学习
效率，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帮助。 “走课”是一
项教学管理制度， 能帮助校长了解教学中的不
足，以便对症下药，解决问题；“走课”是一种监督
行为， 能有效激励教师自主发展的积极性；“走
课”是一种校园文化，能为师生的成长和价值的
实现提供平台。校长应让“走课”成为描绘教师专
业成长蓝图的“彩笔”，成为学生个性自主发展、
综合能力全面提升的“引擎”，从而“走”出积极向
上的师生精神风貌 ，“走 ” 出校园和谐的乐章 ，
“走”出中国教育的一片天。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罗山县教育体育局）

思想接力

□ 周金梅学校创意

唐文治 （1865-1954），字颖侯 ，号蔚
芝，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校长），后创办
无锡国学专修馆， 被誉为中国工科教育
管理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