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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 正如资深学者资中筠所说，“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 中国的人种都
会退化”。 十年课改，越做越感到不容易，课改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选择。

引领课改 ，服务课改 ，改变中国教育 ，是中国教师报多年来始终坚守的职业信仰 ，但是这远远不够 ，中
国的教育需要更多的卓越教育人敢于走在改革者的前列。

当今的社会急需进入“新启蒙”的转型期，启蒙就是回归常识。课改不简单，是因为人的因素复杂，转变
观念困难 。 课改很简单 ，就是让教育回归常识 ，回到研究 “人 ”的需求上来 。 中国的教育太需要拥有 “新启

蒙”思想的校长冲破传统的观念枷锁，书写“教育即人学”的后现代教育新篇章。 因此，本报酝酿组建中
国先锋校长方阵，用他们学校的领先发展，影响、带动本地区乃至全国学校的共同发展 。 我们与校长们
一同出发，肩负教育的大任。

“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是基于组建先锋校长方阵而实施的奠基工程。 研修班由本报总编辑助理 、
编辑部主任李炳亭担当班主任，携手全国实战派专家，提供为期一年的研修服务。

“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有五大特点：一是小班化授课。 摒弃会议式的招生，每届
研修班实行限额制，学员在 30 人左右，保证导师对每个学员有足够的关注度，保底服
务质量。

二是全年“移动课堂”。 学习地点分别设在课改名校和学员所在的学校 ，让
学员相互分享，相互借鉴，在“游学”中生成，在“游学”中成长。

三是首创当堂作业，班主任点评的“现场直播”式研修方式 。 学员通过参
观案例学校、感受、交流、分享的方式解剖案例，解决问题。

四是高端研修课程 。 我们以打造 “四新 ”（新教师 、新课堂 、新学校 、新学
生 ）为目标的独家品牌课程 ，整合国内最前沿的心理课程 、思维课程 、管理课

程、微课程等课程资源，提升学员专业水平，熔炼学员专业品质。
五是借鉴“MBA”的教学模式，注重专家指导与实践研究相结合、集中

学习与个体研究相结合。 我们传递给学员的理念是，研修不是为了学会了
多少，而是改变了多少。 培训不是包办，是唤醒，是激发 ，只有用新课改的
方式才能培育出新学校。

“先锋校长 ”高端研修班面对的研修对象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校长 、
副校长，同时吸收少量县区教育局局长 、副局长 。 未来我们将不断优化
研修体系，让先锋校长方阵成为课改的先驱阵营 ，我们也期待这个阵营
不断壮大，让中国教育因你的改变而改变。

“出发前局长几次与我们座谈， 称我们一行人为
‘火种’，担当的是‘燎原’重任。 ”这是武汉市洪山区张
同祥校长在《“先锋校长”研修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在
这个班中，一半学员是主动申报来参加研修，另一半学
员是教育局委派培养的“种子”。7 月 17 日开始，两天一
夜，这些学员经历了新形式、高密度的独家精品课程，
在互动、 对话的研修过程中感受了一次精神与内心的
“高峰”体验。 首届 33 名学员和班主任、导师一起在北
京市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图书室中第一次体会了 “移
动课堂”研修带来的感动和收获。

为了体现“先锋”概念的价值观，打造班级文化，我
们精心设计了班徽， 它的主体是林立的高楼中突起一
座高得遥遥领先的塔楼，颜色用了理性而睿智的深蓝。
截止到 2011 年，台北 101 大厦是中国最高的超高层建
筑，借此传达的理念不仅是体现研修班课程的高端，更
希望学员能够高屋建瓴、 高瞻远瞩， 成长为校长中的
“台北 101 大厦”。

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学员

第一天下午，是由发展教育心理学博士、著名青少
年心理行为训练专家石卉带来的心理体验课程。 这次
研修班课程中的一大亮点是， 把参加研修的学员看作
人，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学员，不仅从人的角
色（校长）需求设计课程，还兼顾到人本身的情感、精神
内在状态。 石卉在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心理咨询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功案例，特别难得的是，她的心理
课程与本报倡导的教育理念完全吻合。

课程中， 学员通过角色扮演、 性格色彩测试等方
式，完成一个打开自我内心、认识自己、认识他人的过
程。 本报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教育就是要认识儿童。
而认识他人的前提是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的情绪、困
惑、性格、优势、弱势。 只有能“看清”自己的校长，才能
“看清”教师，“看清”学生，才能更好地开发、利用、发展
师生，基于人的原点，成就优秀的师生。

一个下午的体验， 给学员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投
入与震撼，有的学员始终眼中含泪，有的学员则表示，
“40 多年了，还是第一次这样这真切地看看自己，第一
次这样深入地与内心对话”。

借鉴丹麦创意公益活动

当晚 ，我们进行了一场真人图书沙龙 ，它是借鉴
了起源于丹麦的创意公益活动———真人图书活动 ，
旨在打破隔阂 ，促进多元交流 ，促进人与人的了解 。
简单来说， 真人图书活动就是把纸质书置换成人进
行借阅的现场活动。

《我们的教育学》作者李炳亭，《问道课堂》系列丛
书编者郭瑞，《师道》编者马朝宏作为“真人图书”出场，
基于每本书研究的特点，分别提炼了 3~5 个关键词，学
员根据学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真人图书，提出问题，自
由交流。 真人图书阅读与传统阅读的区别是，阅读真人
图书就像听一场可以随时提问的讲座。 一本书可以同
时被 N 个人借阅，也就是说，在现场，会看到一对 N 的
对谈模式。

这不是一场行为艺术， 我们希望学员把这种国际
流行的创意活动形式带回学校中去， 改变教师和学生
的社团活动和学习方式，改变一个人讲、几百人听的低

效交流模式，发挥每个人的资源效应，让分享、交流变
得多元、高效、可选。

虽然经过上下午的研修， 学员身体有些疲惫，但
是每个人都紧抓提问的机会 ，向编者说出困惑 ，寻求
思想的启迪，直到晚上 9 点半 ，才离开学校回宾馆休
息。

把学校作为培训资源

第一次研修的“移动课堂”选在了学员学校。 人大
附中西山学校成为了第一个供学员们解剖、 研究的案
例，班主任李炳亭当堂布置“作业”，现场点评。 高效课
堂把学生视为最大的资源， 而此次培训把学校作为培
训的宝贵资源，是本届研修班课程最大的创新点。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校长舒大军引导他的同学们参
观学校楼道、教室、活动室、解读学校文化和未来学习项
目。 舒大军的一些观点给人启发：不要怕错，错了没关
系，教育就是让它发生；每个学生是不一样的，每个教师
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包容不一样，才能创造不一样；我
们崇尚“做文化”，什么事情要去做，做和知道差距很大，
但做的前提是相信；思考问题比思考方法更重要，过程
比效果更重要，以什么过程达到效果，值得思考。

河南省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副校长蔡明生颇有感
触， 他在给记者发来的短信上说，“这种培训形式，紧
紧围绕学校发展之‘道’，以实例展示了学校教育的成
功。 没有固定模式，但其中的规律却实实在在，我们不
仅要学习名校的技术，更要领悟支撑名校技术的理论
和文化”。

以“导师精神”点燃“火种”

令学员们感动的是本报专家团队的敬业精神，安
徽省怀远禹王中学校长王梅年与学员说，“咱们班主任
李炳亭有时候常常以一天一个省的节奏讲座， 是个真
正的行者”。 然而，导师杜金山也从来都是马不停蹄。

7 月 17 日，凌晨 1 点，他在首都国际机场接机，把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安排住进宾馆，等
到自己和衣而睡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7 点，闹
铃“尖叫”着把他从梦中叫醒，来不及吃早饭 ，就赶到
研修班现场。 一个上午的讲座和小组建设体验式培训
下来，他已经有了低血糖的感觉 ，眼睁睁地看着 3 个
熟鸡蛋成了小组建设的道具却无法给他添加半分能
量。 快餐午饭后，他被装到车上，拉到另一会场，面对
来自宁夏、甘肃同行孜孜以求的眼睛，又激情澎湃了 3
个小时。 晚上 6 点， 陪女儿的两位导师共进晚餐至 9
点半。

他说，“让我撑下这一天的力量， 除了来自父亲对
女儿的责任和爱， 更多的来自两个培训班学员的出色
表现，特别是‘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的各位校长。 他们
的真诚与投入，他们对课改的执著和经历的艰难困苦，
让我无法不全身心投入，不敢有些许懈怠。 ”

这就是我们的导师精神， 同样反映着中国教师报
专家团队的职业素养。 作为主办方，我们在努力谋求课
程与研修方式的多样化、创新性之外，也在积极地用实
际行动诠释对教育的信仰，并让这些“火种”点燃更多
的教育者。 我们愿做陪伴者，守候“火种”的热烈燃放，
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新鲜“火种”，走进先锋阵营，
释放自身的能量。

李炳亭：
誗教育就是让每个生命都能

散发人性的光芒。
誗每个生命都要学会关注、关

爱、关怀。
誗传统教育最缺失的是使命、

人性、责任、环境。
誗教育首先就是帮助孩子认

识自我。
誗教育一定要体验生命的温

暖。
誗教育就是从儿童出发，研究

人、成就人。
誗尽量少地伤害孩子（心理咨

询的无害原则）。
誗教师的第一使命就是认识

学生。
誗教育是没有围墙的，教育没

有疆域和边界。
誗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也是

施教者，这是伙伴教育。
誗当我们要求教师去思考能

为学生做些什么的时候，校长必须
思考我还能为教师做些什么。我们
整个的教师团队就要思考我们还
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什么。

（作者系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
理、编辑部主任）

杜金山：
誗课改要做到 “道” 之坚定，

“术”之包容。
誗教育是人对人的影响，不能

把对人的培养当作制造机器。
誗学校特色来自于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最大的载体是校本课程
体系。

誗应试课堂将通过高效课堂
达到现代课堂。

誗高效课堂就是把资源做到
最大，把资源转化做到最好。

誗学生学得好并且师生都发
展得好的课才是好课。

誗如果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
任何教育都是驯兽。

誗对于学生来说，教是最好的
学；对于教师来说，学是最好的教。

誗让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充分、
高效互动是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课
堂弊端的出路。
（作者系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石卉：
誗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

是问题。
誗欣赏并接受“过去”，它是我

们管理现在的能力。
誗改变是成长的起点。希望是

改变最重要的成分。
誗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

事件，只能改变这些事件对我们的
影响。

誗每个人都有能力找到内心
的宝藏， 它让我们有能力获得成
功，并且成长。

誗每一个生命都有着独特的
成长脉络，无论旧有的成长模式带
给我们什么样的经历与感受，都值
得尊敬和赞美。

（作者系发展教育心理学博士、
著名青少年心理行为训练专家）

校长中的“台北 101 大厦”
———首届“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第一次研修侧记

□ 本报记者 郭 瑞

导师微语录
首届“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全体学员留影。

当 堂 作 业 环
节， 每个小组对各
自的作业交流 、讨
论，然后进行展示，
班主任逐一点评。

伴随着 人 大 附
中西山学校校长舒
大军的讲解，学员们
参观学校。

学员们游
戏互动 ， 感受
“需要与合作 ”
的心灵体验。

（图文∕郭 瑞）

为
什
么
要
组
建
先
锋
校
长
方
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