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智讯
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

走进湖南
本报讯 10 月 12 日 ，为

期三天的“先锋 3 期”民办教育
绿海成长营在湖南望城金海双
语实验学校顺利结束。 绿海成
长营的金牌讲师北京国易咨询
总裁康华兰、 北大附中河南分
校外国语小学校长王国平 、浙
江杭州育才中学校长郜晏中等
实战派专家，围绕领导力修炼、
民办学校管理的八大关系等主
题为学员分别作了报告。

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是由
本刊策划发起的为民办学校量
身打造的顶级培训课程。 自今
年 3 月份开班以来， 先后在河
南郑州、江苏昆山、湖南长沙举
办了三期。 民办教育绿海成长
营秉承体验式学习和案例式教
学， 倡导学员带着问题走向导
师， 主张每一个学员本身就是
最大的学习资源， 率先引入企
业培训师授课内容， 致力于为
民办学校发展提供全方位 、系
统化的解决方案。

湖南民办学校
论道班级文化

本报讯 10 月 13 日 ，由
本刊主办的湖南民办学校合作
教研第二期沙龙在湖南益阳赫
山实验学校举行。 来自湖南全
省的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沙
龙， 为期一天的沙龙首先观摩
了益阳赫山实验学校的班级文
化巡展，随后，湖南望城金海双
语实验学校、 湖南株洲景弘中
学、湖南安化江英实验学校、湖
南浏阳新文学校等学校的代表
围绕创意班级文化这一主题进
行了成果展示。

当前， 高效课堂背景下的
班级文化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
象，问题至少基于以下几点：一
是高效课堂改革处于初级阶段
的学校，文化建设需要模仿，尚
未彰显自己的个性； 二是班级
文化建设缺乏专家的点拨 、提
升，陷于浅表化；三是班级文化
的建设没有真正发生在学生身
上， 存在教师或班主任的包办
替代现象。 就像学习一定要发
生在学生身上才有意义一样 ，
文化建设也必须发生在学生身
上， 只有学生真正参与的文化
才是多元的 、个性的 、灵动的 。
基于此， 本刊发起组织了此次
合作教研活动。 合作教研活动
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好评 ，
认为这样的沙龙让校内教研从
封闭走向了开放， 实现了校际
间的合作与共享， 有利于教研
活动的深化。

（褚清源）

民办教育，一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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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中国民办教育大幕开启的时期，许多人不会忘记，正是在这时期改革开放的浪潮助推之下，一批教育工作者为了心中的梦想与
激情，放弃了优渥的工作条件，开始了民办教育阵营中的“寻梦”生涯。 时至今日，30 年过去了，这段“痛并快乐着”的历史依然还在书写中，今天，那些活跃
在民办教育界的翘楚，依然不乏当年那批先行者的身影。 本期开始，让我们一起去探访“第一代职业民办教育人”，从他们的漫漫征途中，读懂民办教育人
的情结与胸怀。

□ 包 祥

如今，虽然办教育的环境较宽松，但环视四周的民办学
校，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发展势头好，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
民办学校实在屈指可数。 究其原因，也许有多方面，但作为
民办学校的领导与教师， 应该对目前甚至未来的教育有清
醒的认识。如何实现从“民”校到“名”校的华丽转身？我认为
以下几点必须引起足够关注。

理念践行
何为理念？理念就是理性化的思维活动。思想是行动的

指针，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发展。 优秀的教育自然需要
先进的理念。环顾四周，我们发现身边的学校教育并不缺少
理念，恰恰缺少的是对理念的执着与践行。 作为一校之长，
你想把学校办成什么样，你想培养什么样的教师与学生？回
答这个问题，需要冷静、需要理性、需要智慧，更需要实践。
校长的水平并不在于你多么能说会道， 而在于你是否脚踏
实地，用心办学，敢于将全校师生讨论认可的办学理念不折
不扣地加以践行。

作为民办学校，有无生源，办学质量如何，将直接影响
其生存与发展。如何定位符合本校实际的办学理念，怎样始
终不渝地践行， 也许这些才是办好民办学校的基本前提与
根本出路。但凡成绩突出的民办学校，走进他们的校园看一

看，透过一些很小的细节，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们并没有将
理念挂在嘴边，而是认真抓在手里，落在脚上。殊不知，再好
的理念只有落实在“行”上，才有可能真正彰显其实践价值。

课程抓手
课程是包括学校教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

划的教育活动。 有人说，未来学校之间的竞争主要是课程的
竞争，尤其是校本课程的竞争。谁拥有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的
校本课程体系，谁就有可能赢得未来，占领教育制高点。这不
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教育发展的必然。

如何适应每一位学生的需要？怎样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兴
趣？ 如何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原有基础上进步与发展？ 这是
摆在每一位教育者尤其民办学校教育者面前不可回避的大
问题。谁能很好地解决，谁就有可能赢得生源。而课程尤其校
本课程的设置便是其最有效的抓手。倘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与集体智慧，引导每位教师开发出一门校本课程，并且以学
生选择数量作为能否开设的主要指标，同时配以适当的激励
考核机制，也许课程设置工作会更加务实有效。

试想，当你把琳琅满目、活泼生动的课程资源呈现在学
生面前时，他又怎么能不为之心动？ 此时，“总有一款适合你”
的自信与从容也必然会引领学生朝着你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针对本校实际，开发符合学生认知特点与社会发展需
要的校本课程资源才是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实现向名校华丽
转身的最有效抓手。

队伍保证
这也许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却不能绕过去。干任

何工作，都离不开人，而且人始终是第一位要素，办教育尤
其如此。 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也是人。 以灵魂塑造
灵魂，用人格培育人格，这是教育的基本特点与使命。

在物质条件日益改善的今天， 硬件优劣不再是左右教
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好坏才是衡
量教育成败的指标。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谁就拥
有未来教育的制空权。 培育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当成为
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师资队伍相对不稳、人员流动
频繁的民办学校尤其如此。 为此，民办学校必须将培养谁、
如何培养等这些问题落到实处。

如何让民办学校教师不想走、甘心留、愿奉献？ 这里有
许多工作做。制定具体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确定培养人选，
落实相关举措，分期分批层层推进，重过程监管，抓效果考
核，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也许这些都算不上创新，
但必须这样做，而且做到位，才有可能产生实际效果。 在教
师队伍建设上应始终坚守一招不让、一丝不苟，还要敢于变
“散养”为“规模养殖”，大批量快节奏，尽可能将“星星之火”
迅速燃成“燎原之势”，唯有涌现出更多的优秀教师才有可
能保证办学质量的持续攀升。

特色彰显
教育的对象是不同的生命个体。 这就决定了教育不能

简单格式化，学校不可千篇一律，而要彰显特色，敢于接纳
包容。学校的使命就是尽可能适合每一位学生，让每一位学
生都尽可能得到较好的成长与发展， 而不是让每一位学生
适应学校， 更不能把每一位不同的个体人为培养成同一种
类型、没有特色的“产品”。 另外，这里所说的“特色”并不单
纯指某一方面的优势或特长，而是一种广义的概念，泛指在
尊重学生个性与认知的基础上， 为使其得到充分自由的发
展而采取的富有创新性的举措与办学模式。唯有如此，这样
的教育才充满活力，这样的学校才具有特色。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更多为外界所认可的特色？坚持走
课改之路才是行之有效之法。任何改变都是进步。实践出真
知，磨炼长才干。 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才有可能逐
步形成符合本校实际。 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一系列创新
举措与课堂教学模式。 试想，如果你的学校形成了“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氛围和被学生所接受、被外界所认可
的课堂教学形式与校园文化，还担心学校不能成名，师生不
能成长？ 所谓“爱到深处情自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民办学校
而言，也许更多的是挑战，但必须看到同时也蕴含着更多的
机遇。 而我们， 必须在坚守教育常规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思
路，才能拓宽视野，从而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

做民办教育已逾 15 年，走过祖国万水千山，访遍欧美
教育，在观察孩子生长的过程中，我渐渐读懂教育，也开始
做真正的教育。

行走教育路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某年 12 月 12 日的下午，我踏着
瑞雪，坐上了第 18 次进京的特快列车。 300 多名师生和朋
友为我送行，让我感动。 那时，不惑之年的我是某省重点中
学校长，却毅然辞掉公职，“下海”了。当时，很多朋友对此不
解，我说：“其实，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是继续做教育。 ”

躺在卧铺车厢里， 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在这片黑土地
上，留下了我对师生们的爱，留下了执着于教育的智慧和汗
水。这片肥沃的土地给了我强壮的体魄、克服困难的勇气和
韧性，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的家族近几代人中，有几十人做教育，如此算来，我
也算是教育世家了。孩提时就常看长辈们的线装书，家族里
的书香氛围和长辈们的书卷气影响着我， 使我选择了大学
读师范专业，并最终选择做教育。我做教师、当班主任、做教
导主任、任校长，伴随着学生们的喜怒哀乐，看着学生们一
届届成长，听着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我非常欣慰地走在教
育的路上，而这一走，就是 17 年。

为了开阔视野，深入探索教育、读懂教育，并实践真正
的教育，我来到首都，走进了中国民办教育的旗舰———南洋
教育集团。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是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
期。 无论从办学思想，还是办学条件而言，都对当时的中国
教育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先后担任
南洋教育集团所属的青岛南洋和昆明南洋学校校长。 青岛
南洋学校占地 300 亩， 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 英式主体大
楼，面向辽阔的黄海，校园环境设施均属一流，仅 1999 年就
购进了 1000 台电脑，在同类学校中十分罕见。 当时的青岛
南洋学校的教师大多以中青年为主，他们思想积极活跃，教
学风格新颖，和学生关系十分融洽，许多家长都以让孩子到
南洋上学为荣。

后来，集团又请我到昆明南洋学校任校长。在四季如春
的昆明，这所占地 250 亩的学校高调进驻，被当地人誉为教
育界的“奇葩”。

在昆明南洋学校，我做了重要的两件事。
一是不评“三好学生”，此举被家长欣然接受，不评“三

好学生”，正是试图让家长和孩子明确“每个学生都是珍贵
的存在”，有助于学生自然生长，全面发展。

二是将 ISO9000 与教育管理结合， 寻求科学育人的规
范程序。 我下大力气，组织人力研究 3 个月，出了一整套学
校教育的质量方针、程序文件和评估体系。 后来实践验证，
此举不适宜学校教育，我最终放弃了。

2003 年，我回到北京，开始做教育国际交流工作。 为了
研究中西方教育，8 年时间里，我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访问交流。 “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
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了
解自己、发展自己。 我走访了许多知名学校，如美国的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海瑟威、布朗女校等中小学校，还有英国著
名的伊顿公学、罗婷女中，日本的山田高中等。 了解西方教
育、探讨教育国际化，以便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是我新的
追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社会生活网络化 、学习终身化
的世界大背景下 ，教育必定要合作发展 。 顺应这一世界
发展趋势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校要走到一起 ，共同交
流、探讨 、合作 ，共享人类优秀文明 ，共创人类优秀文化 。
教育面向世界是空间的延伸 ， 面向未来是时间的延伸 ，
其核心是要面向现代化 。 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就必须吸
纳国外的先进教育思想和管理方法 ， 了解西方文化 ，走
教育国际化之路。

收获教育梦

做民办教育已经十几年，盘点一下，收获多多。
收获之一，灵活机制给我探索空间。民办学校有灵活的

机制，走在民办教育的路上，它给了我欣慰，也给了我喜悦。
做教育的同时也有许多烦恼和困惑，有时感觉很孤独，但面
对孤独，我的内心是充实的，面对孤独，我体悟到人生的另
一种真谛：超然物外，敢问苍天。其实，人的尊严不是身居高
官要职的显赫，也不是名利双收后他人的艳羡，而是孤独地
展现自我。 而我又突然发现，做教育并非“独善其身”，而是
“吾道不孤”，与有共识的人一起前行，无论是家人、同事，还
是朋友，一路前行者多矣，合作者多矣。

在民办教育的路上，我一直在探索适合民办学校的管
理模式。最终明白，中国学校还是要用中国式管理。西方管
理是科学管理，中国管理是哲学管理。 西方文化很大程度
上强调工具性，而中国文化则重视“修炼性”。 西方文化是
“术”，中国文化是“道”，其内核不同。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
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聪明，而
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管理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
的管理成就。

在民办教育的路上， 观察孩子们的生长过程是我多年
不变的求索课题。 人的生长就像农作物的生长， 必须经历
春、夏、秋、冬四季的过程。 从父母养育到学校教育，慢慢长
大，面对生活，认识生活，掌握知识，有所作为。其间，孩子们
发现宇宙、发现自然、发现规律。进而人们逐步去认识宇宙、
认识自然、认识规律，生长的过程是认识的过程。再往后，便
是成熟的过程：掌握知识，有所作为，指导生活，丰富生活，
利用宇宙，利用自然，利用规律。后来，人们懂得并学会顺应
宇宙，顺应自然。这也许就是生活的意义、教育的意义、人生
的意义。

收获之二，“家教八部曲”应运而生。我任校长的民办学
校，是幼儿园到高中 15 年一贯制的学校。这些年，通过对民
办学校“后进生”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从幼儿园到高三的
生长过程，学生的很多不好习惯，是在 7 岁前养成的。

我观察孩子们的生长过程，写了大量的观察日记。后来
一些教师也加入了写观察日记的行列。 10 年时间，我们做
了大量功课，从观察孩子们的说话、走路，到了解孩子们的
喜怒哀乐，孩子们的行为敏感期，等等。 由此，我的“家教八

部曲”应运而生。
收获之三 ，在这里 ，我读懂教育 。 在做民办教育的路

上 ，我看到听到和自己遇到的故事真是太多 。 故事里有
的是学生成长的烦恼 ， 有的是教师教育学生的平凡感
情 ，有的是校长热爱学校的忘我投入 ，有的是家长望子
成龙的拳拳之心 。这些教育故事 ，我用情感记录 ，用心灵
记录 。

我曾经在黑龙江和青岛 、昆明 、深圳及北京等地从
事教育工作 ，并出访欧美许多学校 。 这些活力四射的地
方 ，给了我活力 、生机 、探索和开拓精神 。 我在祖国的大
好河山之中 ，思考教育的来龙去脉 ，思考文化的积淀与
发展 ，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 。 我思考并实践教育应回归
它的本真 。

这些年，我走在波涛的大海与涓涓的溪流之旁，走在莽
莽的原野和无垠的森林之间，走在都市与乡野的连线上，走
在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与现代文明里， 走在民办教
育的路上……一路跋涉，风景依旧，也正是在路上，我渐渐
读懂了真正的教育。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艾瑞德国际学校）

民办学校的“转身”
□ 王必闩

学员招募中……

招募对象：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课程形式：名校掌门人演讲+名校探访+案例分析+把脉诊断
课程设置：领导力修炼、管理创新、团队建设、高效课堂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

限额招生
请预约报名
简章备索

民办教育

观摩河南商丘兴华学校

中国民办教育行业顶级实战研修课程
全国知名实战派专家担纲成长导师

在这里获取民办教育发展最新“危”“机”信息

垂询电话
010-82296737/6843 18653191950

绿绿绿海海海成成成长长长营营营

2012年
11月

包 祥 ， 全
国优秀校长。 曾
任重 点 中 学 校
长和 民 办 学 校
校 长 20 年 之
久。 现任河南省
郑州 市 艾 瑞 德
国际学校督学。

榜样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