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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 苏

发展民办学校生产力

有道是“制度是校长的替代物”。 制度本
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形象， 起着一种示范和引
领的作用，而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款款。 校长要

努力使学校的各项制度富有思想，并有效地通过这些充满生命力的
制度引领学校的发展。

一所学校的特色是什么？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把常规工作做好，
时间久了，自然就形成特色。

校长心里想什么，眼睛盯着什么，教师自然就会做什么。以教学
为中心，首先需要校长要信“教”。

经常在酒桌上转的，是酒徒；经常在牌桌上转的，是赌徒；经常
读书的，才是教育的信徒。

校长应该姓“校”，即校长要始终为学校的持续发展服务。 校长
应该姓“教”，即校长要始终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注重教师的专业
发展。校长应该姓“管”，即校长要始终致力于优化管理，并通过优化
管理塑造学校品牌。 校长应该姓“学”，即校长要始终是一个爱学习
者，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丰富和提升自己，以适应飞速发展、充满竞
争的时代。

学校管理的基本骨架就是常规管理，常规管理中往往蕴藏着学
校管理的基本规律。 校长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既要注意管理的稳
定性，也要注意管理的创新性，也就是稳中有变、变中有稳。 那种花
样太多、变化不定的管理方式，恰恰说明学校管理还处于不成熟的
阶段。

一位优秀教师的成长，其成长过程绝不仅仅是被别人管理的过

程，更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 所以，校长既要加强对教师的“他
律”，更要唤醒教师的“自律”。校长不妨多给教师搭建展示才能的舞
台，而自己多做台下的观众，用自己的掌声使教师在舞台上充满自
信地表演。

当一名校长，教师素质差不是你的错，但是他们素质不提高就
是你的错。

一定要相信教师，他们都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充分信任教师，他
们都能够把工作做好。

一个不经常读书的人，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经常读书的
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黄浩 辑）

民办学校由于其 “亲民 ”性 ，更应好办 ，也应该
办好，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早已得到验证 ，比如美国
的哈佛、英国的伊顿公学就是代表。 但在中国，许多
开局不错的民办学校，却往往走向了“死胡同”。 为
什么呢？

内外因对立统一是万物变化的原因 。 就内因
来讲，民办学校难办，主要是学校教师及其管理出
了问题 ， 导致学校发展生产力乏力和学校生产关
系不和谐 。 社会的发展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决定，就学校发展来讲 ，也是由学校的教师
整体所表现出来的育人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 这里
的教师 “生产力 ”又取决于教师专业技能 、育人手
段、学校设施及育人行为的科学性和持续度等。 如
果教师群体业务素质高 ，育人理念科学 、育人手段
优效，那么其育人生产力水平就高 ，育人成果也就
会好。 在民办学校，所聘教师主力往往是公办校已
退休人员或新毕业的学生 ， 这些人育人的生产力
显然会大打折扣。 更让人担忧的是，民办学校教师
的不稳定性使有点 “生产力 ” 的人才会不时地流
走 ，在中国考 “公务员 ”热 、 “考编制 ”热 ，反映了
“公 ”字单位的强大吸引力 ，无形中为民办学校的
发展设置了障碍 。 在民办学校工作一段的年轻人
受编制的吸引，在练出了一身“本领 ”后 ，往往通过
考编“飞向”公办学校 。 如此不稳定就成了民办学
校自身很难解决的问题 ， 制约了民办学校教师育
人生产力的实现和持续提升 ， 也让本来可以发挥
自己管理灵活的优势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 不仅如
此， 急功近利的盈利心态又制约着学校在课改以
及学校长期发展上的 “投资 ”，这就使得民办学校

“生产力小苗 ”很难顺利成长 ，弄不好甚至会自生
自灭！

同时，影响民办学校发展的还有其难以和谐的
学校生产关系。 民办学校教师往往来自四面八方，
短时间内很难达成同一价值取向。 对学校发展前景
的担心、对其他人的排斥及惧怕竞争心理等都会促
使教师间“和谐度”走低，而教师内心深处打工心理
的干扰，也使学校教师人际关系紧张、向心力减弱。
在此情况下，教师生产关系难和谐在短期内就成了
必然。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民办学校乏
力的育人生产力与不和谐的育人生产关系，使学校
降低竞争力，进而走向恶性循环，使民办学校难办。

首先 ，内因中的学校管理不科学 ，也很大程度
影响了民办学校的发展 。 民办学校由于是个人或
团伙出资举办 ， 决定了其管理往往脱离学校发展
规律的要求 ，管理模式不是 “独断式 ”就是 “家族
式”。 而且由于大多举办者离 “教育家 ”太远 ，即便
是聘请了名校长，又往往处理不好 “老板 ”与 “管理
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学校管理首先在高层就出现
了“内耗”。 其次，由于管理者自身特殊的身份 ，往
往影响他们自身的定位———不是超越老板的约
束，就是游离于管理之外 ，加上管理者自身权力的
有限性 ，也就会大大降低其 “管 ”和 “理 ”的力度和
效率 ，进而不可避免地使学校 “生产力 ”和竞争力
失去保障，有的管理层不断走向解体 ，也就成了常
事。

就外因而论， 社会的认可和有关部门的支持是
民办学校难得的资源，但现实往往是社会不太信任，

有关部门也多持怀疑乃至敌意的态度。 许多本来发
展不错的民办学校， 由于得不到社会和相关部门的
支持，变得举步维艰。 这种现象既不利于民办学校
自身的发展 ，不利于整个教育的良性 、多元发展 ，
也很难激活整个教育资源 ， 从而影响到教育发展
的后劲。

其实，民办学校不是新事物，更不是可有可无的
点缀品！ 没有民办学校，社会就会失去文明之源和发
展的丰富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中国，令国人自
豪的圣人———孔子， 不就是民办学校的校长兼教师
吗？ 不正是这个地地道道的民办学校教师用他的坚
守和探索开拓性、创造性地工作，才奠定了中华文明
的思想文化基石？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享受《论语》的
文化滋养， 一定程度上得感谢当时的各诸侯对当时
的“民办学校”的“关照”。

民办学校的巨大潜力和影响力 ， 还可以从国
外的一些顶尖学校如哈佛、耶鲁等凸显出来。 我们
的 国 家 又 需 要 大 批 合 格 的 民 办 学 校 来 发 展 教
育———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提出 “民办教育的是教
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 我们期望着中国能出现
“哈佛”式的民办学校，但眼下还需要营造 “中国哈
佛”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 ；同时 ，作为民办学校举
办者 ， 更要精心处理好学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关系 ，要用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用心培育 、呵
护基于课堂改革而疯长的学校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 ， 让他们像两个车轮一样载着富有创造和生机
的学校，奔向教育的天堂！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郸城县才源高中）

以媒体的力量发现民办教育领域“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
对民办学校的整体实力和社会贡献作出综合评估，首次推出中国民办学校社会责任榜。
办学有道，责任致远。 让那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的民办学校和办学者，真实表达民办教育的价值和立场。

★评选说明：
1.学校创办时间不少于5年。
2.学校在助困扶贫、回报社会等方面能主动承担责任。
3.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有突出成果。
4.学校三年内没有出现过负面新闻或学生安全事故。
5.学校有良好的社会口碑，荣获过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表彰。

★推选原则：
1.申报：学校自荐、专家推荐、媒体推荐。
2.资料核实：经评审活动办公室核查，申报资料合格的学校进入候选名单。
3.评审：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根据学校申报的资料、案例效果、影响范围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9月—12月）。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2013年1月）。
第三阶段：获奖学校榜单发布，举行颁奖典礼（2013年3月）。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报名电话：010-82296843 18653191950/13488702836 联系人：黄老师
★报名邮箱：mbjyzk@163.com(请注明责任评选)

民办教育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评选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一些不擅长体育
运动的小学生为了能在体育课上有良好表现，纷纷
聘请专门的教师做课后指导，这带动了体育家教这
一新兴职业的发展。 如今，仅在东京地区，就有 50
多家公司提供体育家教的派遣服务。

日本小学体育课一学年的课时总数仅为 90 个
小时，平均一周只有 2~3 个小时的体育课。 这导致
一部分学生在课上不能完全掌握动作要领。这些学
生不甘心落后于其他同学，希望在体育课上有不错
的表现，体育家教便应运而生。

一家体育家教劳务派遣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的学员从幼儿园到高三， 各个年龄阶段的都
有，但主要集中于小学一到四年级的学生。 这家公
司的体育家教收费为 90 分钟 6825 日元。 而相同时
长的文化课的收费则在 3000 日元到 10000 日元之
间。 尽管体育家教的费用不低，但是为孩子聘请体
育家教的父母却不在少数。

体育家教教授的科目包括跑步、单双杠、跳箱
子、引体向上、游泳、躲避球等多项运动。 并且父母
和孩子希望得到指导的科目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
变化。例如，近一段时期，学校的秋季运动会即将召

开，类似赛跑这样的运动会传统项目非常受欢迎。
事实上，近一段时期，我国也出现了体育家教

这一新兴职业， 并有着不同于日本体育家教的特
点。在学员构成上，我国体育家教主要针对中学生，
尤其是初三学生。更有一些家教公司只提供中考体
育的家教服务。 这一现象可谓与我国中考体育测
试、高中体育会考政策息息相关。收费方面，体育家
教的课时费也要高于文化课家教的课时费。在某家
教网站刊登的收费标准是：一对一的课程，每节课
150 元；3~5 人的小班授课，每节课每人 80~100 元。
课程内容主要是陪学员做运动，教导一些体育项目
技巧，提高身体素质或是针对中考体育测试中的某
个项目进行专项训练。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的学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相比，课业繁重，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并不高，
学生运动能力较弱、身体素质较差。 在这样的背景
下，中日两国体育家教的兴起，无论是出于锻炼还
是其他目的，对于提高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无疑都
是有益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 于帆 编译）

国庆长假期间，秋高气爽，携黄口小儿
外出郊游， 行至一山林旁， 只见小道边有
一株矮矮的橘树， 上面挂满了或黄或绿的
橘子， 眼尖的儿子高兴地跑上前， 伸手便
扯下一个橘子 ， 马上欣喜地塞进裤兜里 。
在对面绿树掩映中 ， 依稀可见一栋民房 ，
这棵橘树很可能就是附近村民栽种的 ，怎
么办？ 是告诉儿子，这棵橘树是别人家的，
我们不能未经主人同意就乱摘别人的橘
子， 还是就此罢了，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
橘子 ， 反正又没人瞧见？ 正踌躇着将要离
去时 ，猛然想起 “曾参教子 ”和 “孟母三迁 ”
的故事 ， 这不正是教育儿子的好时机吗 ？
于是 ，我叫住蹦跳着的儿子 ，告诉他 ，这棵
橘子树可能是附近村民栽种的， 你没有经
过主人同意， 私自拿了别人的东西 ， 是不
对的行为。 “那怎么办？ 我已经摘下来了。 ”
儿子回答 。 于是我从包里找出一块钱 ，告
诉儿子 ：“把这一块钱放在桔树下 ，就当我
们买下这个橘子吧。 ”儿子欣然同意，接过
钱，放在了橘树下。

也许我这么做只是 “自作多情 ”，橘树
的主人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一块钱 ，但是我
的内心却无比欣慰 。 为人父者 ，都知道要
教育子女从小不要乱拿别人东西 ，做错了
事情要勇于承担责任等 ，但是空洞的说教
未必有用 。常言道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今
天 ，通过买桔子的事例 ，我让儿子切切实
实明白了该怎样去做一个诚实的人 。 也
许 ，遵规守纪的种子此时已悄然播种在儿
子心田里 。 如此说来 ，这个橘子岂止一块
钱 ，就是价值千金也不为过啊 ！

家庭教育是人生的启蒙 ， 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 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家庭教
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所具有的特殊
性，是其他教育形式无法替代的，它往往比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更深远的影响。

《苏氏家语 》说 ：“孔子家儿不知骂 ，曾
子家儿不知怒 ，所能然者 ，生而善教也 。 ”
父辈身教必对其子影响至深 ， 桃李不言 ，
下自成蹊 ，父母的行为 、观念等都是孩子
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 比如 ，父母如温文尔
雅 ，则孩子必定谦和有礼 ；父母如粗俗不
堪 ，则孩子也许庸俗难耐 。 父母如果能时
常注重己身修养 ，行克己利人之举 ，何患
后辈不良 ？ 然而 ，由于某些家长在家庭教
育方面存在误区 ， 尤其是在生活细节的
言传身教上不能很好率先垂范 ， 常做语
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 。 例如 ，父母教育
子女 ，常说要尊老爱幼 ，可是在拥挤的公
共汽车上却不会 对无座的老人让座 ，如
此何来爱心的养成 ？ 开车带着孩子却无
视交通法规 ，常闯红灯 ，我们又该拿什么
去教育孩子遵纪守法呢 ？ 无怪乎 ，现在反
腐倡廉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了 ！

古有曾子以一头猪的代价 ，让子女明
白了诚信做人 、言行一致的道理 。

今天 ，我用一个橘子的故事 ，让孩子
学会了怎样诚实做人 ，勇于担责 。 大道至
简 ，千万不要忽视 ，在生活中有时一些小
小的细节也能决定家庭教育的成败 。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衡阳市成章实验小学）

日本体育家教受欢迎本刊近期征稿启示
创意学校管理

您的学校管理有创意吗？ 如果有，欢迎
您联系我们。 有创意的管理案例含教师管
理、学生管理、品牌管理等。

理想的民办教育
您对理想的民办教育有什么期许？ 民办

教育人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 欢迎您记录自
己的思考。

热议“22条”系列
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

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通称“22 条”）于近期发布，民办教育人
对此有何思考与展望？ 欢迎来稿分享您的心
得体会。

来稿邮箱：mbjyzk@163.com

价值千金的橘子
□ 张成建

民办学校难办，主要是学校教师及其管理出了问题，导致学校发展生产力乏力和学校生产关系不和
谐。 社会的发展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就学校发展来讲，也是由学校的教师整体所表现出
来的育人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