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与人心灵的满足
有直接的关系。 人的内心
越充实、越强大，就越能够
得到幸福。

有许多人给幸福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我
很喜欢叔本华说的一句话，“对于一个人的幸
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方式，最主要的、
明显的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
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获得内心的幸福。”那么，
有什么样内在素质的人才能有幸福感呢？

幸福与占有多少财富没有关系。 我们经
常看见一些有钱人愁眉苦脸，抑郁寡欢，也经
常看到一些没有钱的人欢天喜地，充满乐趣。
所以， 幸福与你占有多少财富没有直接的关
系，富人有富人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快乐。

幸福与人地位的高低没有关系。 有许多
身居要职的人没有幸福感，相反有许多平民
百姓却天天笑逐颜开。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有
社会地位的人说，忙得连和家人吃顿饭的时
间都没有，我们也经常看见普通老百姓在一

起谈笑风生。 因此，并不是地位越高就越幸
福，地位越低就越痛苦。

幸福与人的得失多少没有关系。 有些人
总是怨天尤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有一点不
如意就灰心丧气，一得到就满心欢喜，得意
忘形； 而有些人却能够在困难时看到希望，
在顺境中看到危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因
此，得到不一定就幸福，失去不一定就痛苦。

幸福与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关系。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评价别人“你看看人家谁谁
多幸福”，但他也许心里很苦恼；我们也经常说
“谁谁有那么多烦心事可怎么过呢”，但也许别
人感觉很快乐。 幸福是自身的一种心理感受，
不能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别人是不是幸福，
幸福不幸福只有本人才能感受到。

幸福与人心灵的满足有直接的关系。 应

该说，人的内心越充实、越强大，就越能够得
到幸福。 如果你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受，那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很痛苦，当你的钱多得花
不了的时候、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也不
幸福；如果你追求高官厚禄，做多大的官可
能也不会满足。 如果你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很
重，你就会不顾别人的得失，你就会烦恼不
断；如果你把别人对你的评价作为幸福的标
准，你就会失去自我，更无幸福可言。

因此，如果你想得到幸福，就要清心寡
欲、淡泊名利、不计得失、做好自我；就要不
断充实自己的心灵， 不断让自己的心灵开
阔，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只要你天天想
着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情， 心灵就会成长，
幸福就会永远跟随着你。
（作者系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

《区域教育周刊》
读者调查

亲爱的读者朋友：
《中国教师报·区域教育周刊》于 2010 年 8

月创刊，至今已推出 87 期。 两年多来，《区域教
育周刊》在挖掘区域均衡的新经验、新成果、新
思路，宣传区域课改的新途径 、新方法 、新探
索，展示区域主政者的新思想、新行动、新举措
方面，得到了广大读者和区域主政者的大力支
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在喜迎中国教师报 10 周年报庆之际，为
了将《区域教育周刊》办得更贴近一线读者，满
足更多区域主政者的需求， 特推出读者调查。
您的建议和意见， 将为我们更进一步地办好
《区域教育周刊》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希望得
到您的支持。

请拨冗参与以下问题调查，并以 word 文档
的方式发送至本刊邮箱 quyujiaoyu@163.com，
或登录中国教师报读者论坛区域教育版块回复
（ 地 址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forum.
php?mod=forumdisplay&fid=9）。 您还可以撰写
评论或建议性文章，为周刊发展出谋划策，周刊
将择优发表。

调查截止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问 卷
1. 《区域教育周刊》的栏目中，哪些是您

最关注的？ （可多选）
□区域教育地理 □决策者说
□局长视界 □新闻现场
□共同体扫描 □局长不好当
□“二把手”有话说 □教研的困惑
为什么？

2. 《区域教育周刊》的栏目中，哪些是您
认为需要改善的？ （可多选）

□区域教育地理 □决策者说
□局长视界 □新闻现场
□共同体扫描 □局长不好当
□“二把手”有话说 □教研的困惑
为什么？

3. 您还希望从《区域教育周刊》中看到哪
些内容或栏目？

4. 以《区域教育周刊》为主开展的以下活
动，您比较感兴趣的有哪些？ （可多选）

□全国教育局长峰会
□区域课改“途径与方法”展示会
□年度教育局长评选
□局长沙龙
为什么？

5. 《区域教育周刊》针对区域教育所开展
的以下服务，您对哪些比较感兴趣？ （可多选）

□区域课改诊断 □教师专项培训
□区域样本培植
为什么？

6. 您对《区域教育周刊》有什么建议？

7. 您的岗位或职务是什么？

为新课改出谋划策
为主政者分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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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座“学习之城”
“樊城，是当之无愧的‘学习之城’！ ”
10 月 23-25 日，湖北省教育督导评估组

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考察 、查阅档案 、电话问
询等方式 ，对襄阳市樊城区创建 “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示范区 ” 的工作进行了督导评估 ，
并在其后的反馈会上给予樊城区这样的评
价。

评估过程中 ，“一校一品牌 ， 校校有特
色 ”的文化氛围 ，给评估组成员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在樊西实验小学，评估组对其操场上
一个面积约为 1700 平方米的“大中国”游学园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看到孩子们在“长江”、“黄
河”里快乐地折放纸船 ，在 “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开心地堆“城堡”，在“渤海湾”里自由地嬉
水玩闹，评估组的同志感慨地说：“这才是适于
学习发生的场所”。 朱坡中心小学低年级的学
生在微机室采用拼音练习打字，在电子白板前
自信地展示学习成果的情景，更是给评估组成
员带来了惊喜。 在他们看来，宽阔平整的塑胶
操场，班班配备多媒体的教室，这样现代化的
办学条件，让人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所农村学
校，这也正是樊城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樊城
教育现代化”的最好印证。

评估组对樊城区教育局正在推行的 “三
究四学 ”高效课堂改革 ，以及集团化办学模
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 他们认为 ，这两方面的
举措是缩小校际之间教育教学差距的有效
途径。 樊城区这种由条件式均衡向内涵式均
衡发展的模式 ，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很大
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湖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邓道
玉认为，樊城教育人的工作激情、创新意识和
管理能力，为“学在樊城”这一品牌的形成造就
了一种强大的气场，并由此吸引了全国各地众
多的教育同仁前来参观学习。 目前，一个更具
现代化气息的“学习之城”正在以一种更主动、
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全国！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
养学生创新精神。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积
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课程
改革，以实际行动积极打造高位均衡、高品
位、高质量的教育示范区。

打造“紫菘·大家讲坛”
开启课改思想之门

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 转变教师固有的
教育观念， 是新课改实施的关键。 2011 年 4
月，“紫菘·大家讲坛”隆重开讲，洋思中学副
校长刘金玉现场展示语文教学， 并从高效课
堂的内涵、 实施方法和运用策略等 3 个方面
作了专题报告；7 月，洪山区邀请中国教师报
编辑部主任李炳亭、 山东省杜郎口中学副校
长张代英作高效课堂专题报告， 使全区教育
人更进一步地领略了知识的殿堂、 思想的盛
宴与大家的舞台的魅力；9 月，原山东省兖州
一中校长杜金山，全国知名教育专家任小艾、
于春祥、张海晨等作了课改专题报告。正如洪
山区教育局局长杨海松所说：“通过讲坛，引
进了先进教育理念、传播了课改前沿知识、交
流了教学改革经验、提升了师生综合素质，其
意义深远而重大。 ‘紫菘·大家讲坛’活动，开
启了洪山课改思想之门。 ”

确立“三生德育”模式
构筑课改文化系统

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而课堂深处是文
化。高效课堂的核心是“开放”，是“解放”，是变
一潭死水为一池春水，是充满生命的“泛活”。
江苏省洋思中学，山东省杜郎口中学、昌乐二
中课改都很成功，为什么学的人不少，成功的
却不多呢？原因就是这些学校的文化是不能复
制的，文化的内核即精神也是不能复制的。

区教育局综合全区情况，确立了“有效
德育，三生为基”的具有洪山特色的“三生德
育 ”模式来构建课改文化系统 ，即 “生命德
育、生活德育、生态德育”。 生态德育体现对
德育主体的关注， 强调学生个体是不可替
代、不可缺少的生态位；生活德育强调具体
可感的生活可成为德育的案例和载体；生命
德育主张通过实施有效德育， 让学生爱生
命、爱社会、爱家庭、爱环境、爱自然。 全区各
校围绕“三生德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理念，尤其是广埠屯小学的“雅行”文化，得
到了中央文明委、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介。

完善“监测激励”机制
构建课改管理系统

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新模式，固定课堂“流
程”。在确立“五步三查”为基本课堂教学模式
的前提下， 我们要求各校必须抓住以下几个
核心操作要领，以实现课堂蜕变，即编制导学
案是基础、自主学习是前提、构建互助学习小
组是抓手、创设指导学习方式是法宝。

完善质量监测和督导督查体系。 我区改
革了区级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努力
为不同层次的学校在原有基础上创造上升
与发展的空间。 中学首次设置达标区间值，
加强了对非毕业年级学业质量情况的监测；
小学调整指标评价标准，加强对各学科的过
程监控。 为确保落实到位，区教育局组成了
由局领导牵头，科室及二级单位负责人及教
研员为成员的 8 个视导督查组，要求校校督
查指导到位、落实反馈到位。

加大教师培训奖励， 激励教师投身课
改。 全区组织开展了课改绩效管理奖及“十
佳”、“优秀”课改教学能手的评比活动，精心
组织了中学“三新杯”教师优质课比赛和小
学“进取杯”教师优质课比赛，引导教师不断

探索实施高效课堂的有效途径及方法。 区教
育局从各区省、市级名师或特级教师中选聘
“导师制培养”项目负责人，推进学科建设和
队伍建设；成立第二届“三名（名班主任、名
教师、名校长）工作室”；每年设立 100 万元
的校长研修专项资金、100 万元的骨干教师
高级研修专项资金、100 万元的质量奖专项
资金、100 万元的特色校建设专项资金……
这些举措，为高效课堂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
质基础和师资储备。

落实“三大保障”机制
建立课改保障系统

组织领导保障。洪山区成立了以区长为组
长的洪山区教育教学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全面规划、统筹、指导全区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区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区教育局、学校优化育人
环境，加大改革力度。办公室设在区教育局，具
体负责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相关工作。

实践操作保障。 区教育局规定，每个学
校的校长、书记、教学副校长、德育副校长人
手一册《洪山区“两项工程”管理手册》，学校
的每一步推进措施和活动，在管理手册中都
有反映，作为教育局在联合视导时的必检内
容之一。 同时，成立以教育局班子成员、教育
局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课改名校负责人等
为成员的区域课改推进小组，督查指导课改
学校工作的落实。

经费保障。 在确保原有经费到位的前提
下，加大对课改学校的政策倾斜力度，提高
课改学校的生均经费标准，改善课堂教学条
件。 各校在课改硬件上，要积极想办法，安排
经费解决学生展示的黑板问题，挤出资金解
决自主学习提纲编印经费等问题；在教师培
训上，要请得进来、走得出去，舍得为教师的
学习、培训投入。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区决策者说 改革之策 工作之美 区域之变 行动改变教育

构建洪山课改新生态
□ 陈国安

课改， 改到深处是课
堂，而课堂深处是文化。高
效课堂的核心是 “开放”，
是“解放”，是变一潭死水
为一池春水， 是充满生命
的“泛活”。

双休日在家，不经意看到了中央电视台
《向幸福出发》节目。 在被感动的同时，我也
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幸
福？我们又将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在我看来，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内心快乐的
状态，是知足、感恩、豁达三位一体的主观心
理体验。

知足方能感受幸福。 古人云：知足者常
乐。 既然葡萄吃不着，着急上火也无济于事，
姑且把它想象成是酸的，没吃着也免去牙酸
之苦，损失不了什么。 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幸
福其实就在身边，就在学生的关注、学生的
信任、家长的期待、同事的认可中。 教师应该
更多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更多地关注自己
所生产的“产品”———学生。 作为教师，如果
你懂得知足，幸福就会叩开你的大门，伸开
臂膀拥抱你，让你尽情地体验人生的高贵。

感恩才能体现幸福。 当我们清晨打着哈
欠起床时，我们不要忘了感恩父母给了我们

生命；当我们端起饭碗时，不要忘了感恩社
会给了我们能量；当我们说能用一个支点撬
起地球时， 不要忘了感恩书本给了我们力
量；当我们面对孜孜以求的学生时，不要忘
了感恩学生给了我们成长。 常怀感恩之心，
用无私的爱去滋润孩子和他人的心田，幸福
的歌儿就会向你唱响，幸福的花儿就会向你
招手；常怀感恩之心，你就会用全新的角度
看待生命，和他人分享厚重的生命原则和态
度，你就会抛开一切不公平，跨越一切逆境，
执着挑战，为了远大理想永不言弃。

豁达就能享受幸福。 汉语词典里说：豁
达具有“心胸开阔 ,性格开朗”之意，不难看
出豁达是大度和宽容的代名词， 豁达与品
格和美德连体而生。 晋代潘岳有言：“观夫
汉高之兴也， 非徒聪明神武， 豁达大度而
已。 ”唐代诗人高适也有诗赞：“豁达常推海
内贤。 ”每个人为了谋生，都在从事着一份
工作，这份工作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

果有，那也是自己的心态有上下之分。 就每
一个人的潜质而言，本无所谓短长，短长是
运用的结果，用得好就是长处，用得不好就
成了短处。 正如人的 5 个手指头，平视时参
差不齐，如果合拢扣成拳头，那就在同一起
跑线上。 所以，心胸开阔者对自己从事的职
业， 会因为喜欢， 而不在乎它能否带来利
益，这项工作就成为他神圣的事业。 这时，
他就忘却了苦涩与无奈， 就会抛弃挫折与
失意，捡起人生幸福之果去尽情地享受。 掩
卷之余， 他就会真正认识到———落英在晚
春凋零，来年又灿烂一片；黄叶在秋风中飘
落，春天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何尝不是一
种达观 ，一种洒脱 ，一份人生的成熟 ，一份
人情的练达。

朋友，让我们从知足开始，学会感恩，在
豁达的心境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微笑着
实现自身价值，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局长）

以上专题的优秀篇章，都将定期结集出版，进行二度宣传推广。 欢迎广大教育
工作者积极参与其中，分享智慧和精彩。

稿件新征集誗局长不好当
教育局长需不需要专

业发展，有没有职业倦怠？
他们的责任和职权如何明
晰？他们执政的阻力、困
惑、压力来自哪里？在“不
务正业”与“勇于担当”之
间，他们的选择能否得到
社会广泛的支持？

教育从来都备受关
注，也饱受诟病。教育承载
了太多东西，因此，教育局
长不好当，但社会对他们
的理解和“关爱”又偏
少———这背后有怎样的故
事，又有哪些“难念的经”？

欢迎教育主政者谈压
力、道苦衷、说困惑，倾吐
心声，也欢迎教育工作者
观察、记录身边教育局长
“难当”的故事……

誗“二把手”有话说
教育局副局长，他们是区域教育主管

部门的“二把手”，既不敢在决策上“越
位”，也不能在行动中“失位”；他们既有作
为管理者的“职权”，也有作为执行者的无
奈。他们大多从教育教学一线提拔，分管
区域教育庞杂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于分工
不同，他们或经常出入学校，“泡”在课堂，
是一线教师最熟悉的主政者，或“坚守”在
办公室，隐于人后，成为区域内最陌生的
管理者。
他们的工作很重要，他们的故事也很

精彩，他们有话说———欢迎教育局的“二
把手”畅所欲言……

誗教研的困惑
区域教育的发展，教科研部门的专业引领作用

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研部门如何
充分发挥职能，有效指导和引领当地教育工作者参
与课改，实践课改，就成为新时期教科研部门应该着
重思考的问题。
但是在实践中，教科研部门也面临不少困惑，比

如管理无实权，指导不见效，科研缺经费，当然也有
教研员自身发展跟不上教育发展要求等诸多问题。
从建设的角度出发，面对课改的需求、区域教育

的未来，教科研部门负责人或者基层教研员，遇到了
哪些困惑，有什么“不满”，或者有怎样的独立思考，
请写下来，发给我们，让全国的教育同行们在共同分
享中，逐步求解。

誗假如我是教育局长
每一位教师、校长，或许都有

一个教育局长梦！不仅因为局长
有更多、更大的权利，还因为局长
可以更好地为区域教育发展助
力，为地方人民谋福。
每一个教育人，或多或少都

对教育局长有话说，或埋怨他们
很少下基层，不体恤师情；或不满
他们讲话官腔十足，行事独断专
行；或希望他们平时多进课堂，积
极推进课改；或建议他们培训少
走过场，改革多听民意。

那么，假如你是教育局长，
你将怎样规划，如何行动？欢迎
广大还未做教育局长的教育人，
大胆设想，踊跃“尝试”。写下你
对局长岗位的独特认识，阐述你
对担任局长职务的不俗谋划，亦
可以“提前”分享你做局长的就
职演说……

你幸福吗？ 这个当前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在教育行业同样被提及。 然而，幸福到底是什么？ 作为教育人，特别是一方教育主政者,应
该有怎样的幸福观？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之际，周刊特别邀请两位教育局长谈谈自己的幸福观，以期引起教育人的共鸣。

幸福是一种心态 □ 蔡国兴

幸福与什么有关 □ 任永生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心
态， 是一种内心快乐的状
态，是知足、感恩 、豁达三
位一体的主观心理体验。

区局长视界 教育之思 管理之智 人生之悟 思想引领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