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近期征稿启示

榜样人物
无论你是奋斗在民办学校的办学人、校长，还是

一线教师，只要你心怀理想，并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
程中，有与众不同的故事，请以自述的方式记录下来，
或联系我们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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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黄浩
电 话：010-82296843
来稿邮箱：mbjyzk@163.com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管理者语录 【马化腾谈创新】保持创新，过去十年，中国互
联网利用本土优势成功抵御了国际巨头的进
攻，取得了全面胜利，但真正决定中国互联网

生死存亡的是接下来的十年。这十年中国企业不仅要和国际企业比
拼服务，更要拼创新和核心技术能力。

【徐小平谈奋斗】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而幸福的奋斗者都是一样
的：他们都好学、他们都敬业、他们都热爱自己的行业 ,他们都在别
人看来特别简单、 没什么意思的行业里面做出最惊天动地的事业:
比如刘永好做鸡饲料、杨元庆攒电脑、俞敏洪教托福。

【杨澜谈成功秘诀】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三：第一，
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
造，建立良好的人际氛围。 当然，每个人成功的关键都不一样，如果
你是胆怯的人，成功的关键是勇气，如果你是一个爱冒险的人，成功
的关键可能是广纳博言。

【马云谈讲话的方式】聪明是智慧者的天敌，傻瓜用嘴讲话，聪明的
人用脑袋讲话，智慧的人用心讲话。

【唐骏谈执行力】很多人讲执行力是指让你去做一他就去做一，我是

让我做一我可以做到二做到三。

【杰克·韦尔奇谈想法】有想法的人就是英雄。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去
发掘下属的一些很棒的想法，扩张它们，并且以光速般的迅捷将它
们扩展到企业的每个角落。 我坚信自己的工作是一手拿着水罐，一
手带着化肥，让所有的地方变得枝繁叶茂。

【山姆·沃尔顿谈工作热情】如果您热爱您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每天
您都会想尽办法把工作做得最好，不久，您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会从
您那儿感染上那份热情。 （黄浩 辑）

办好民办学校的关键在哪里？ 回顾多年的办学历程，
我们深切感受到：坚持正确的方向，始终不渝地坚持三个
依靠，是办好民办学校的关键。

教育是以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本，本质是服务，是
公益。 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区别只是投资主体的不同，其
社会属性和本质是相同的。 民办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解决公办教育难以解决的社会对教育的特殊需求。 办
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公办和民办都重任在肩，都大有作为。

教师是办学之本，兴校必须依靠教职工。 学校的一切
工作都是教职工去完成的， 要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发挥教职工的作用，就必须紧紧依靠教职工，必须把教职
工的事情办好。 学校必须了解教职工的核心诉求，创新机
制，搭建平台，建立制度，让教职工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
中，以主人翁的精神，全身心投入 ,努力工作，体验教育幸
福，实现自身人生价值。 把学校建成教师的精神家园，学校
关心教师，教师关爱学生，学校“不图钱”，教师“不图利”，
学校和教师齐心协力， 扎实做好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实
现“学生、教师、学校、社会利益和谐一致共同发展”。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要素，家长是学生选择学校的重要
决策者，是学校管理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办好学校就必须
紧紧依靠家长，让家长信任学校。 民办学校要了解家长在
培养教育孩子方面的核心诉求，围绕家长的需求，改进工
作，提高质量。 学校要全方面、多途径加强家校交流与合
作，让家长走进学校，让家长成为学校管理的参与者、学校
工作的监督者。 学校得到了家长的认可，成为了孩子入学
的首选，学校就能不断发展，扩大规模，创造社会和学校的
双效益。 紧紧依靠家长是学校发展的活力，良好的群众基
础是学校成长的沃土。

民办学校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自上世
纪 90 年代至今，我国民办教育历经磨难，兴衰交替，难以发
展，很多具有相当规模的民办学校倒闭，究其原因，很重要的
一条就是缺少政府的帮助和支持。民办学校发展中的最大困
难是教师队伍不稳，但目前民办学校单凭自己的力量，很难
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政策到位，公、民办学校教师有相同的地
位和待遇，那么，也就离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为时不远了。

如果政府能按民办学校在校生数量配置教师，将有效
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盘活公办学校现有教师存
量，杜绝公办教师吃空饷和部分教师上班不上课现象，而
且能有效节省国家对公办学校校舍的投资。 另外，民办、
公办学校的共同发展能有效促进教师在国家规定课程的
指导下，积极研究教法、学法，提高课堂效率，活跃学术氛
围，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民办学校有了政策的支持，
享有与公办学校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就能通过自身的不
懈努力和灵活的机制运作，以鲜明特色立于教育之林，与
公办学校竞相发展， 成为教育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新
的增长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莘县明天中学）

班级文化创意的视觉盛宴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第四期合作教研沙龙侧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 方玉英

办好民办学校的
“三个依靠”

□ 杨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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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的第四期合作教研
沙龙。

这一次活动移师长垣县步步高学校———一所
位于田野里的农村民办小学。就像教学实践与研究
一定要回到田野一样，这次站在田野里的教研沙龙
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意义。

这一天是 12 月 18 日， 黄河滩区的气温很低，
但寒冷并没有挡住与会代表学习的脚步。除了长垣
县步步高学校、封丘县实新学校、郑州立才学校、原
阳阳光中学、商丘兴华学校、虞城天元中学等共同
体发起校外， 来自各地的 30 多所学校的近 200 名
代表参加了教研活动。

活动为期一天。上午，承办单位———长垣县步
步高学校向与会代表集中展示了学校文化和课改
方面的成果。 展示分五块：耐人寻味的校园文化、
独具特色的升旗仪式、快乐大课间、高效课堂以及
班级文化。 阳光、自信、快乐的孩子们以自己精彩
的展示博得了与会专家和代表的一致好评， 而精
致、美丽、和谐温馨的步步高“家文化”则深深吸引

了与会的专家和代表。有专家说，地处黄河滩区的
步步高学校是在小乡村办大教育。

本期合作教研的主题是“以微课程的方式呈
现高效课堂背景下的班级文化创意”。 一段段小
视频 ，一个个小现象 、小故事 、小策略 ，一班一主
题，主题集中，层层剖析，“5 分钟完成一次学习 ，
300 秒经历一次思考”。 一个下午的时间，与会代
表领略了一场关于班级文化的视觉盛宴 。 沙龙
上，长垣县步步高学校、封丘县实新学校、郑州立
才学校、原阳阳光中学、虞城天元中学的代表，分
别展示了创意班级文化的成果。 河南民办教育共
同体理事长王红顺和新安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夏书芳，对展示成果进行了精彩点评。 最后，北京
市玉泉小学校长高峰，为与会代表们解读了他眼
中的教室和班级文化。

由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发起的每月一期的合
作教研活动，旨在为民办学校搭建平台，使其互相
借力，抱团发展，合作共赢。 较之前三次合作教研，
本次活动有几大亮点：一是首次以微课程的方式呈

现展示成果，视角独特，内容新颖；二是首次对共同
体成员校的展示成果进行了评奖；三是首次邀请全
国知名专家作主题报告。

通过专家点评，与会代表对班级文化建设达成
了如下共识：在建设班级文化过程中，发动学生给
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小组起一个温暖的名字，给每
一道景观赋予诗意和内涵；教室应该是学生记忆最
多的地方，应该是故事最多的地方，应该成为孩子
们的精神家园；文化不仅在“文”更在“化”，当明白
了班级文化的读者是谁， 就要让谁去不断阅读她、
认识她。

本次教研活动不仅有思想的碰撞，还收获了感
动。 被步步高学校的课改成果和办学精神所感动，
北京市玉泉小学校长高峰和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
国语小学校长王国平，当即决定为步步高学校捐赠
图书、捐款，并结为手拉手学校。 目前，北大附中河
南分校外国语小学的第一批图书已送抵步步高学
校，城市学校与乡村之间一场新的爱心行动已拉开
帷幕。

12 月 18 日， 受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的邀请，
我们一行前往新乡市长垣县步步高学校，参加微课
程班级文化巡展活动。

当汽车还行驶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我心里还有
一丝不解：我们是一所城市的高端学校，为什么校
长要带我们去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学参加活
动？ 这所学校究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内
容？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从高速路下去就没有像样
的路可走，用九曲十八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穿
城越甸，几经问路，在路越走越窄的时候才到达目
的地———一所坐落在村边，紧邻农田的学校。

然而 ，当我们走进校园 ，映入眼帘的场景立
刻让我改变了心情。 那些淳朴热情的师生站在校
门口夹道欢迎我们用一份真诚的温暖融化了冬
寒料峭。

等不及学校集体组织参观校园，我就被校园内
处处可见的文化景观吸引，还是先睹为快吧。于是，
我首先走进宽敞并充满童趣的“悦览室”。看着一个
个干净的小凳子摆放在书架间，看着一排排开放的
书架摆满了书，似乎能想象出这些朴实而渴望求知
的农村孩子读书的场景。 走到尽头，看到了一个摆
满教师书籍的书架， 全是目前关于课改的最前沿、
最畅销的专业书籍。不远处一本借书登记册上密密
麻麻写满了借书者姓名、借书日期……显然，这里
悄然流露出了学生与教师的勤奋，无声诉说着一群
坚守农村教育者的执着。 此时，我忽然品味到了这
所农村小学那种倔强的性格，甚至暗暗觉得这种倔
强比城市学校那种“高富贵”的洋气更顽强、更接近
育人的真谛、更有勃勃的生命力。

走出“悦览室”，环游校园中，发现校园内每面墙
壁、每个楼梯、每扇门，甚至每间教室、宿舍、办公室

都在无声地诠释着校园文化的味道。名人名言、孝敬
宣言、经典故事、学生“每周一善”手抄报等内容被张
贴到校园最醒目的地方；教室内的班徽、班级格言、
班主任寄语、博士帽评比栏，到处都传播着教育文化
的芳香。我环视了整个校园之后，真真切切地感受了
每面墙都会“说话”，每句话都透着文化。边走，边看，
边反思着自己的学校： 近几年我们做出了一些让家
长认同的文化，社会口碑很好，原以为自己做得很不
错了， 却没想在这偏居一隅的农村民办小学校却看
到了校园文化的另一重天。于是，一种危机感和紧迫
感在心里油然而生。一起参观的还有不少学校老师，
看着他们在校园四处拍照， 有几位老师围聚在学校
东南角落一块“步步高学校发祥地”牌子前议论，我
没有细听， 而是加快步子走到了该校的办学者方玉
英校长身边，向她探求这所学校的办学核心文化。

“学校留守儿童多，家庭教育缺失，而且地理位
置偏僻，留不住优秀教师，还面临资金不足、硬件不
好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打造‘家文
化’，把‘家文化’作为撬动我们学校发展的支点。 8
年的办学历程，有捉襟见肘的艰难，有困惑迷茫的
徘徊，有成绩骄人时的泪花，一路走来，‘家文化’的
构建使师生对学校产生了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让
全体师生对学校这个家期待、呵护、认同直至相依
相守……”听着方玉英校长朴实的话语，回味她办
学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感受着她带领的这支“家
文化”队伍的凝聚力，我不由得钦佩于方校长对自
己内心教育理想国追求的执着。

课间操的时候，我随机采访了一位四年级班主
任老师，她说：“我们的学校就像我们的‘大家’，不
管是董事长还是校长，我们都以老师来称谓，老师
之间也都情同兄弟姐妹，正如我们的校歌《相亲相

爱的一家人》所表达的文化一样。 ”交流中还了解
到，“步步高之家”有一份老师们定期投入的“爱心
基金”，基金主要用于服务教师家属，尤其是家里的
老人。 30 多位教师的“小家”与步步高的“大家”血
脉相连，荣辱与共。正是有了家属们做坚强的后盾，
这支教师队伍才无后顾之忧……听着这位班主任
老师滔滔不绝对“家文化”的解说，看着她在清冷空
气中满脸幸福的笑容，我觉得自己都沉浸在步步高
学校“家文化”这条大爱无疆的河流里，想起刚进校
门时看到的步步高学校办学宗旨：“造福桑梓，为滩
区孩子提供和大城市孩子一样优质的教育”。 何为
优质的教育？步步高学校的“家文化”一定比不上城
市学校的“高品质文化”吗？步步高学校没有简单移
植城市学校的文化，也没有忽视属于自己的本土文
化，而是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寻找到能在农村民办
学校落地生根的“家文化”,并藉此用一个“温暖的
家”留住了老师。用方校长的话讲，“老师安心了，学
生才能开心，学生开心了，家长才能放心”。

在方校长的带领下，步步高学校从最初的为了
村里孩子能就近入学而办学，到办一所有质量的农
村学校，做到了远近闻名一位难求的名校，再到与
国内高效课堂改革接轨， 走在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特别是做出了文化品牌———这一切都给予步步高
最好的注解。

怀着不解的念头到来， 带着震撼和被触动的
心，也揣着延续的思考离开。 我的这次步步高学校
之行就像一次“文化之旅”，领略了步步高学校老师
们坚守在农村民办学校背后的情怀，领略到步步高
学校“家文化”背后的教育真谛，领略到了“步步登
高、止于至善”的文化诉求。

（作者单位系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国语小学）

农村民校的一次“文化之旅”
□ 王高伟

民办学校需要抱团发展，抱团方能取暖，抱团才有未来。 然而，抱团需要平台，需要路径，需要方法。 于是，本报倡议发起的中国民办教
育共同体，旗下的第一个省级分支机构———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成立后，率先启动了成员学校之间的合作教研主题沙龙活动。 自 8 月份以
来，沙龙每月一期，一期一主题，进行同题教研，教师展示教研成果，专家现场点评，受到了成员学校的广泛好评。 如今，参与学校已发展至
近百所。 本期主题沙龙走进了位于黄河岸边的乡村民办小学———长垣县步步高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