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剥开民办学校被市场化装点的美丽外衣，我们会看到它野
蛮生长的背后，不自觉地催生了诸多发展悖论。 比如，天然的市
场属性和市场程度不高的冲突；比如，灵活的机制与浓厚的人
治色彩的纠结；比如，人才使用和人才培养的失调。 这些与民办
学校发展相伴而生的发展悖论，让民办学校始终伴随着发展的
“梦”与“痛”、“危”与“机”。

一是市场运营悖论。 民办学校是市场的产物，民办学校因
市场需求而生，也必然因市场推动而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
民办学校却常常作出与市场化相背离的举动。 比如，我们常说，
公办学校遇到问题找“市长”，民办学校遇到问题找“市场”，然
而，一些民办学校遇到问题却像公办学校一样总想投入“市长”
的怀抱。 比如，一些民办学校自身竞争力不足时，不把目光向内
聚焦，却总想与公办学校“攀亲”、“联姻”，民办教育领域诞生了
一大批“贴牌”学校，以至于催生了一种专门以转让名校校名为
业的营生；于是，教育领域出现了一批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联
姻后生出的“怪胎”；于是，被“招安”成了一些民办学校的追求。

并无意否认或歪曲这样的合作行为，只是现实中有太多的
“伪合作”现象，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倍增，而是
利益和利益背后民办学校市场性、开放性的严重不足。

二是体制机制悖论。 远离体制，机制灵活，可谓是民办学校
最大的优势。 但是，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民办学校都能恰当
地规避体制弊端，使用好灵活机制。

与公办学校一样，民办学校也生活在体制中。 与公办学校
不同的是，民办学校除了生存在大的教育体制下，自身还再营
建一种校内体制。 这个体制往往是由办学人决定的。

民办学校的管理往往充满浓厚的人治色彩，当办学人的绝
对性干预过多时，校长和校长就成了这个体制的附庸，他们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被压抑或扼杀。

因此，灵活的机制不是随意的机制，不是越位领导，更不是
朝令夕改。 灵活的机制使用不好，优势将转化为劣势，成为影响
民办学校做强做大的最大障碍。

三是人才使用悖论。 教师第一，是学校发展的一种战略定
位。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说，挖走顶尖的 20 个人才，
微软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资金可以影响民办学校的发展，但不
是民办学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师，才是民办学校发展的第
一资源。

在人才使用上，民办学校存在的一个矛盾是，既想最大限
度地利用教师，又不愿意在培养教师、留住教师上加大投入。 作
为教师，选择进入民办学校，将面临要付出比公办学校更多的
劳动。 工作在民办学校的不仅有“近忧”，因为随时有可能被“炒
鱿鱼”的风险，而且面临更大的“远虑”，退休后没有像公办学校
教师那样有效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

当民办学校的教师没有了公办的背景，只有忙碌的背影的
时候，就会产生更强烈的职业倦怠感。 当民办学校不解决好使
用人、留住人、发展人的问题，教师回流公办学校的现象将会愈
演愈烈，民办学校“教师荒”现象将成为一个可怕的现实。

有机构专门调查过民办学校教师的择业动机：认为可以在
民办学校有所作为的仅占 13%， 认为可以增加收入的占 42%，
18%的教师是因为受同事或他人影响，9%的教师因为个人原因
被迫离开原单位，18%的教师为子女的将来作打算、求发展。

民办学校凭什么留住前两类占 55%的教师？ 无疑要靠待遇
和事业。 当办学人敢于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并且敢于“分蛋糕”
给那些有作为的教师，把大家的利益通过“集体持股”捆绑在一
起，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当办学人把一个人的事业变成所有
价值贡献者的事业，变成大家共同的事业，利益共享，责任共
担，学校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成功的学校总有相似的精神，失败的学校也总有相似的逻
辑。 当这样的发展悖论产生的正能量压过负能量时，学校将拥
抱繁荣，反之，将必然陷入危机。

改变这一切，需要民办学校集体有意识地突围。

热议
“22 条”系列④

行业观察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管理者语录

课堂改革的破冰之旅

【夕阳企业】世界上没有夕阳企业，只有落后和
不思进取的企业。

【三不放】问题解决三不放：没找到问题的责任人不放过，没找到问
题的原因所在不放过，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绝不放过！

【“四造”】管理者有“四造”。即要善于造风（势也）、善于造水（力也）、
善于造人（才也），善于造情（和也）！

【两种人】 有两种人永远无法超越别人： 一种是只做别人交代的工
作，另一种是做不好别人交代的事。

【化繁为简】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宏观的经营
哲学细节化，这对于当前任何企业和团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善用人才】八分人才，九分使用，十分待遇。

【低调做人】山不解释自己的高度，并不影响它耸立云端；海不解释
自己的深度，并不影响它容纳百川；地不解释自己的厚度，但没有谁
能取代它万物之本的地位……低调做人，就是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
世间的一切。

【时间管理】好人，就是没时间干坏事的人。 多花时间，成长自己。 少
花时间，去苛责别人，去嫉妒别人。多花时间去爱，少花时间去恨，其
实人生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的时间管理。

【批评与赞美】批评使人知道什么是错的，但常常让人不知道什么
是对的；赞美直接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尽管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错的。

【用人之道】学历是铜牌，能力是银牌，人脉是金牌，思维是王牌。

【做第三类人】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 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
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
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
前就把问题消灭掉了，这是智慧者；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了
一堆问题，这是庸人自扰。

【学会舍弃】1. 己经结束的恋情。 2. 无法挽回的朋友。 3. 内在实在
感觉不好的合作伙伴。 4. 长期坚持却不无法盈利的项目。 5.不能产
生经济价值的研究。 6.对身体不好的习惯。 7.计较、生气、粗糙的性
格。 8. 仇恨与报复心态。 9. 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愿望。

（黄浩 辑）

民办教育走到今天，再也不是公办教育的补充
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办教育总量越来越大，
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要求了。 如
果今天的民办教育依然定位为对公办教育资源不
足的补充，在社会需求和政府公共资源提供的夹缝
里求得低层次的生存，毫无疑问，它的生命力将变
得极其脆弱，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自生自灭。
今天，许多地方的教育，人们不担心总量不足，担忧
的是质量不高；人们不担心没有学上，担忧的是千
校一面，无法选择也不用选择。

民办教育要大发展 ，一定要改变定位 ，从原
来对教育总量的简单补充 ， 冲向办学质量的顶
峰 ；从原来的千校一面 ，走向追求独特性和不可
替代性。民办教育在满足家长上好学的要求的同
时，还要满足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今年 6 月，
教育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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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简称为“22 条 ”），从宏观和微观上给民办教育
很大的政策支持，营造了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
氛围和环境，让民办教育工作者深切体会到国家
教育主管部门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决心，也感到

民办教育重新定位的迫切性和可行性。
同时需要思考，高质量和独特性从哪里来？“22

条”第 15 条明确规定“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
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
动民办学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由此可见， 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才是突破传统束缚，闯出新路，办特色鲜明、质
量一流学校的根本出路。

以上海金苹果学校的发展为例。 一路走来，金
苹果学校一直坚持创新，特别是自 2011 年暑假开始
实施的课改，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变革。 如今，
“22 条”的颁布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瞄准课堂，治愈课堂顽疾，既是我国素质教育
的突破口，也是民办教育摆脱同质化竞争、形成特
色的突破口。 金苹果学校课堂变革的破冰之旅，最
难得的是师生身份的转变。 传统课堂上，教师与学
生之间，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相处的方式，其种
种弊端， 根源就在中国教师和学生的身份泾渭分
明———师道尊严， 让教师无法蹲下来与孩子说话，
让学生无法站起来与教师交流。 这种强烈的身份
感，导致了课堂中两者关系的变异扭曲。 而这种关

系的变异，直接导致了中国课堂现状与素质教育要
求的相悖。 我们倡导教师不仅要蹲下来与孩子说
话，而且要转过身来与孩子对话。我们提倡，教师和
学生不仅要转变身份，而且我们希望教师和学生都
去掉身份，以“真我”直接面对面，从而让师生真正
在人格上、生命层面上平等。 当然，这里的平等，并
不是业务能力的平等，术业有专攻，教师在学业上
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教师对学习内容的把握、 设计
上，体现在教师对课堂进程、状态以及对目标的引
领上。

课堂变革，在解决了师生身份后，还需要把握
五个关键因素：动力、途径（课堂技术）、标准、评价
与奖惩。金苹果虽是民办学校，相对于公办学校，有
着体制、机制优势，但从文化意义上，我们的变革与
公办学校有着同样的天空，有着共同的难题需要解
决。 “22 条”的颁布，给我们提供了相对以前更加优
越的环境，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民办教育春天的气
息。有理由相信，在中央的大政方针指导下，我们的
课堂变革， 将会得到更多来自政府教育部门的支
持；我们的创新之路，将会越走越宽。

（作者单位系上海金苹果学校）

□ 周玉薇 民办学校的悖论
□ 本刊观察员 褚清源

剥开民办学校被市场化装点的美丽外衣，我们会看到它
野蛮生长的背后，不自觉地催生了诸多发展悖论。比如，天然
的市场属性和市场程度不高的冲突；比如，灵活的机制与浓
厚的人治色彩的纠结；比如，人才使用和人才培养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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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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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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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至上 重塑民办教育精神

帐篷
眼前，50 平方米的帆布帐篷，外表的颜色本是

深红，但经过风吹日晒，变成了泛白的暗红。帐篷安
插在马路边的草丛里，杂乱不堪。 一家人在这里整
整居住了五年。 本学期，我第一个要家访的学生就
住在里面。

走进帐篷，一片漆黑，家长将帆布窗户稍稍掀
起，这才有一丝光亮透入，瞧得清楚，里面没有家
具，没有家电。家长显然有些不好意思，请我坐下说
话，可我该坐哪儿呢？ 他赶紧让小孩将床上堆积的
衣服收拾走，示意我坐在床上。

好一会儿，家长才找来一个木盒子与我对面而
坐。我还没开口问，他就不自主地说起来了：家里没
有电，靠电瓶供电；没有水，都是从外面提。 晚上天
一黑 ，没电视看 ，就早
早睡了。

我只是轻轻点头，
告诉他， 小孩的成绩在
中等以上， 要家校共同
教育才会有进步， 希望
家长能尽量为小孩考
虑，尽可能不让孩子与社会脱节，让他过更好的生活。

这话刚说完，家长的眼里立刻闪着泪光，我明
白其中的意思。 他说在外面打工不容易，也希望小
孩更好的生活，要是在老家的农村里，住和吃都不会
有任何问题，可在外面……听到这里，我的心变得
愈加沉重。

从他家里走出来后，我深深地呼吸，压抑的心
才稍微有些豁然。 这是多年来，家访外来学生家庭
环境最差的之一。 可我又分明看到，这家的孩子是
那样棒：听话，懂事。 最让人喜欢的是，只要看着那
张可爱的脸，他准是灿烂地笑着。

简易房
在学校不远的菜地里，有几间用木板搭建的简

易房， 里面住着我们班每学期都考年级第一的学
生。

那天傍晚，孩子带我去她家里。屋子不大，但里

面干净、整洁，出乎我的意料。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
的一面墙，那是用竹子自制的一个书架，里面置满
了书籍，除了教科书外，更多的是课外书。

家长告诉我： 每个月至少会买两本书给孩子。
他说自己虽然只是个菜农，但他和孩子同样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孩子带我离开，走在泥泞的菜地小路上。 她告
诉我一件让她非常高兴的事：只要今年还拿年级第
一，妈妈就买点读机送给她。说完，她像小鸟似地跳
跃起来，在前面为我带路。

看着她那快乐的背影，我也很欣慰，因为她从
未让父母和老师失望。

出租楼
这天晚上，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才找到了今

天要家访的学生家。 拐了多条小街道，终于找到了
地方，家长在一楼的大门口等我。 看眼前楼房是崭

新的，有七八层高，欧式的装修风格。 进楼前，我心
想：这楼真不错。

可进到里面，发现之前的“以为”都错了。 学生
家住六楼，我跟着他一层一层往上走，才发现这不
高的楼里至少住着上百户人，里面是那样吵闹。 一
路走过，看到各式各样的住客，有黄发纹身的青年、
有浓妆艳抹的女孩、有醉酒乱走的老汉……

终于，到了 6 楼，家长招呼我进去。 一个单间，
放着两张床，住着一家 4 口人。孩子在家里洗着碗，
看到我来，开心得不得了。赶紧拿来小板凳让我坐，
还给我倒了水。

家长告诉我的情况也让我出乎意料，原来她们
家的小孩，除了我所了解到的性格开朗，活泼外，以
前还多才多艺，会跳舞，会唱川剧。

而现在，因为父母没时间照看，小孩变得脏兮
兮的， 长长的头发没人帮
着梳，气质全都被掩盖了。
我有些失落： 天天帮着妈
妈带弟弟， 天天帮着干家
务活， 天天被关在这小小
的出租房里， 她本该有的
美好童年去哪里了？

家长最后难为情地说想让小孩回家里去读书，
我没思考就点头，说能理解。即使知道民办学校里巩
固生源很重要，即使知道这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即
使我很舍不得，但我还是不想说太多挽留的话。

因为我知道她如果回去，前程会更美好。

回家路上
每次的家访时间都定在黄昏， 暮霭沉沉的天

空，如同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一样暗淡。
在这特殊的环境中，我一直都与孩子、家长感

同身受。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我都会强调的是：你
们很棒，只要努力读书，有理想，就一定能成为有用
之人。

其实，吃过苦的孩子更有志气。 民办学校的学
子有别人难以超越的优势，只要努力，前面的路，一
样是阳光灿烂。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惠州市黄埔实验学校）

为民办教育立言
在这里读懂的不仅仅是民办教育

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 欢迎加盟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则可以走得更远。这是一个基于发展共识，倡导民办学校借智借力、抱团发

展的行业组织，一个集结有思想力和行动力办学人的俱乐部，一个推动民办教育行业品牌生长的卓越平
台。欢迎有志于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民办学校加盟。

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 欢迎报名
学习力决定发展力，创新力决定竞争力，文化力决定软实力。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是为民办教育量身

定制的顶级课程，由成功学校掌门人与政策研究专家担纲成长导师。实行小班化教学，引入电影课程和企
业培训师授课内容，全方位多角度为学校发展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目前已成功举办两期，欢迎参加。

发现榜样人物 欢迎推荐
我们已先后推介了河南开封求实中学校长张建平、浙江杭州育才学校校长郜晏中、安徽安庆慧德高中

校长邓昌武等品牌学校的掌门人。他们为民办教育同仁贡献了重要经验和智慧。欢迎读者推荐您身边的榜
样人物。

《民办教育资讯》电子简报 免费赠阅
《民办教育资讯》是由本刊编辑的集新闻性、观点性和政策性于一体的电子简报，每半月一期，免费为

读者发送，有需要者请提供电子邮箱，我们将定期为您发送。

电话：010-82296843 18653191950 邮箱：mbjyzk@163.com 网址：www.mbjyxw.com

一位民办教师的家访记录
□ 黄夏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