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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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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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管理者语录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陶西平 】民
办教育发展要知快守慢 。 所谓知快守慢 ，
就是说我们既要认识事业的紧迫性 ，同时

又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 不能够要求所有问题一夜之间就全
部解决。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来不断推进的。民
办学校已经在教育体制、专业设置、教育思想、教育内容 、教育方
法的创新上迈出很大的步伐，为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新
鲜经验。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优秀的举办者和校长在办学实践中的探
索、创新，与宏观教育政策的调整、改善相得益彰 ，坚定了我们长
期以来对民办教育不变的信心 ：民办教育大有可为 ，民办教育前
途无量。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的平衡和推进力量。 我估计 20 年以后，中

国的高等教育、培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大概会有一批强有力的民办教
育力量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 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整个系统之
中，民办教育的价值、功用和影响还未得到真正的重视，甚至还被视
为异类或公办教育的对头，而这样的状况又会影响到社会、行业管
理者和世人的意识和潜意识，对民办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大打折扣。

（黄浩 辑）

最初，我的理
想并不是做一名
教师。

高中时，无数
次从书本上看到
很多成功人士都
有南下打拼的经

历，于是，南下打拼成了我学生时代的一个
梦。 当然，这个梦至今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大
学选择了师范专业，毕业后自然成了一名坚
守三尺讲台的教师。 一年多来，从实习到加
盟课改新锐学校———安徽铜陵铜都双语学
校，我品尝到了教师职业的味道，品尝到了
教育的味道。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始终领跑课改的

民办学校。 这里的课堂每天都是新的，每天
都在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所
有的变化都是为了解放学生，实现学生自然
完整的成长。 我的成长自然源于这样不断变
化的课堂。 在高效课堂中，我和孩子们就像
鱼儿在大海中游玩一样，大鱼带小鱼自由快
乐，通过独学、对学、群学在探究过程中掌握
知识，提升能力。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师者当以生为天，
心甘情愿当做地。 师生关系是我们教学的纽
带，高效课堂模式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营
建了空间。

一年来，最快乐的时光总有孩子们的影
子。 作为一名新教师，我在和学生的相处上
花费了不少工夫。 圣诞节孩子们送来的贺卡

中有太多的感动———
“老大，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你对

我们一视同仁。 ”
“姐姐， 真的希望你能带完我们这一

届！ ”
看到这些， 幸福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

出。 我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要努力工作对
得起我的孩子们。 总结一年的工作心得，我
的教育生活里出现这样几个关键词 ：“爱 ”
———爱学生的一切，包括缺点，爱原本不需
要任何条件 ；“尊重 ”———尊重孩子们的人
格和个性差异， 差异本身是最大的教育资
源 ；“宽容 ”———宽容学生无意犯下的哪怕
在成人看来是 “天大 ”的错误 ；“耐心 ”———
解决潜能生的万能钥匙 ；“距离 ”———保持
0—100 的距离，课上相互尊重，课下亲密无
间不分你我，这也许是最难把握的一点，但
用心做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感谢高
效课堂，在这样的课堂上，我与孩子们一起

发现未知， 一起欣赏由无数次成功与失败
组成的无限风景。

“生活没有目标就像航海没有指南针”。
我永远抱定一个信念：做一名出色的、学生
喜欢的教师，就像美国的雷夫一样。

一年来，我从心底里抛去了弃教从商的
想法，一心只为自己的教育梦想而奋斗。 新
的一年里，我有了一个别人看来可能天真的
梦想，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办一所属于
自己的学校，让真正的教育伸向农村，让农
村的孩子享受到好的教育。

想和做需要有机地结合，有了目标就要
努力前行。 新的一年我会注重实践———反
思———再实践的基本策略，继续发展良好的
师生关系，博览群书，快速提升专业技能，一
步步搭建通往梦想的阶梯。

2013，我来了！ 我的梦想就在眼前。
（作者系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教师）

■欧阳蒙
北京市礼文中学校长

展望 2013， 思考最多的是梦
想和责任， 既有我们国家富强和
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也有
创办“人民满意 、全国一流 ”私立
平民高中的“品牌梦”。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实现梦想，关键在于踏
踏实实的行动。 2013 年我校发展
的目标是： 打造一流的具有 “礼
文”特色的校园文化与人文环境；
锻造一支优秀的教育教学干部和
教师队伍； 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
积极贯彻 “生本教育 ”理念 ，落实
“合格+特长=成功”的教育教学特
色，激扬师生的生命，让学校的教
育充满阳光； 打造 “优质高效课
堂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实现
成为全国民办教育界的 “特色建
设示范校”的高端目标。

10 年前， 我接
触到民办教育时 ，
还在媒体工作 ，作
为一个媒体人 ，源
于对民办教育这个
新 兴 经 济 体 的 好
奇， 带着探究的心

理走进了精诚教育集团，没想到，接触了，感
动了，认同了，就变成了 10 年的风雨跟随。

2002 到 2012 是民办教育大发展的 10
年，10 年的时光里， 这个行业发生着巨大的

变化，从国家政策
层面上，民办教育
由 “有益补充”到
“重要组成部分 ”

的质的飞跃；从行业发展来看，行业吸引力
增大，更多其他行业的精英投身到教育这个
行业，资本的大量进入，也在使这个行业发
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新技术应用角度而
言，信息化开始助力教育，并在未来有可能
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 就品牌与市场而言，
有长续发展梦想的企业非常注重品牌的塑
造与影响；从行业属性讲，教育行业由于对
人才的选育极其挑剔而使行业内外的人游
走频繁， 也暴露着行业的些许弱点；10 年时
间，从民办教育第一代创业者到现在具有国

际视野、全球化新生代的接力，再到信息化
技术的助力，整个行业充满机遇。 而我也由
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变成了一个实践者、创
造者。

面对 2013，面对民办教育市场细分化时
代的来临，不得不说，自己当年从教师之家、
教育大院逃离出来，而今，在首都这个大的
教育舞台上一干 10 年，能坚持走下来，也是
因为身体里流淌着教育的基因与血液！

2012， 恰逢精诚教育 20 岁的生日 ，20
年，我们自信地提出“20 年，我们只做优质教
育”！ 是对曾经过往的总结，也是未来必定坚
持的信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一
定是适合需求的， 满足独特个性需求的，就

这点而言，正是民办教育展示自己正能量的
时刻！

做事唯精，做人唯诚。2013 年，面对行业
的日新月异， 也有很多的感动激励自己前
行，也需脚踏实地去做。

教育，是引领社会发展的，而不仅仅是
迎合社会发展，这就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人类有梦想，才能不断地创新与进步，
梦想就如灯塔，屹立在前行的路上! 只做梦，
不去踏实地实践，就是虚幻的，没有实际意
义。 认认真真办学，踏踏实实干事，安安静静
做教育，提供学生需要的优质教育，永远是
我们的梦想！

（作者系北京市精诚教育集团副总裁）

随着新年钟声
的敲响，我们迎来了
充满希望、富有挑战
的 2013。 新的一年，
我对中国的民办教
育充满期待：

新的一年 ，期
待民办教育的春天

的到来。 新的一年，希望政府把民办教育发
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千方百计、多种渠道

促进民办教育的
大发展 。 新的一
年，希望民办教育

管理者充分认识到学校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树立先进的育人理念，向管理要质量，向课堂
要效率，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新的一
年，希望民办教育工作者团结一心，办让家长
满意的学校， 实现让每一个学生成功的办学
目标，让社会认可民办教育，让民办教育美誉
度更高，让民办教育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

站在新一年的起点上，我在畅想：培养
幸福学生，塑造幸福教师，构建幸福校园。 一
切为了师生的幸福成长，让学生接受到幸福

的教育，让教师享受到教育的幸福，让民办
教育得到更幸福的发展。

我希望涌现出更多幸福的民办学校。 幸
福的民办学校应该是到处充满民主与自由的
乐园，在这里学生因学习的快乐而感到幸福；
老师因工作的愉悦而感到幸福； 家长因孩子
的成功而感到幸福； 社会各界人士因为有这
样的一所学校而感到幸福。 这样有幸福感的
学校是我所渴望的，也是大家所追求的。

我希望民办学校的老师是幸福的。 没有
“幸福的教师”,就没有“幸福的教育”。管理者
要从“管”教师,变为“爱”教师，可以多与教师
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可以采取人

性化的关怀，从各个方面为教师提供服务与
保障，如为教师举办生日宴会，为教师安排
住房，为教师建设快乐书吧等。

我希望民办学校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们
能够在学校快乐学习，幸福成长。 课堂上，他
们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思
想和见解，能充分发挥自己特长。 在这里，没
有思想的桎梏，没有传统的约束，没有条条
框框，没有绳索束缚。 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直
率，有的是坦诚，有的是争论，有的是碰撞，
有的是和谐幽默。

2013，向梦想进发，为幸福加速……
（作者系河南省商丘市兴华学校校长）

几十年来，我养
成了一种习惯，每年
岁末我都亲手撕下
最后一张日历 ，而
且很虔诚 。 当我准
备 撕 下 2012 年 最
后 一 张 日 历 的 时

候，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涌动，它催促
我决然将最后一张日历撕了下来， 这时，我
像掀开了 2013 年第一天的第一缕朝霞，眼
前一片亮丽———朗日高照，晴空万里。 我揣

着最后一张日历 ，
却不忍丢弃， 因为
这一年里有太多美
好的记忆、 太多明

丽的念想，还有太多辗转反侧的困惑、太多
牵肠挂肚的忧虑……但不管怎样，毕竟都过
去了。 让那些美好的东西留下滋养心灵，让
那些困惑和忧虑沉淀出希望和期许。

我一生体味过民办教师的艰辛和无
奈，也领略了公办教师的光荣和自傲。 由于
某种情结， 我在实验小学校长岗位上退下
前办起了一所民办学校， 心想一定要把学
校办成全市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 当时我
针对公办学校的体制之痛， 向社会作了许
多承诺，首次招生门庭若市。 在我踌躇满志

春风得意的时候，《民办教育促进法》 的颁
布更让我心里乐开了花———但是几年过去
了，我却没有体验到“促进”带来的幸福，反
而迎来了许多职能部门的“规范管理”。 一
时间 ，民办学校仿佛成了 “唐僧肉 ”。 我忍
耐，我等待，我坚守。 后来，国家有钱了，实
行免费义务教育，并向基础教育大量投入。
几乎所有公办学校的设施都漂亮了， 设备
都现代化了 ，当年民办学校仅有的 “优势 ”
荡然无存了。 这时朋友同事质疑我，我没有
回答 ，只是淡然笑了一下 ，但心里在说 “看
谁笑得最好，笑到最后”。

民办教育的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 ，跟
发达国家的民办教育比还有很大差距。 国
家将民办教育这项 “大任 ”交付我们民办

教育人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定要
有信心 ，有决心 ，有恒心 。 几个月前 ，教育
部颁布的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
教育领域的意见 ”不就是在关心民办教育
吗 ？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明确指出 ，该实施
意见 “旨在解决教育领域本身对于民办教
育的各类歧视性政策 ”， 而且明确了具体
的解决办法。 我想，2013 年新年伊始，我国
民办教育的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 ，全体民
办教育人作为护花使者应该更加勤勉 、奋
发向上。 我想，2013 年新年伊始，我国民办
教育作为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
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 ”， 会更加健康
持续发展。

（作者系湖北省赤壁市正扬小学校长）

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 褚 瑾

为梦想奔跑
□ 宋维萌

为幸福加速
□ 王心峰

笑到最后
□ 吴震球

■田 玉
全国“高效读写”总课题组组长

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见自己
走在一片旷野中，偶遇一棵大树，
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遗憾的是，
整个旷野中只有这一棵树。

为了寻找另一棵树， 我跋山
涉水，走了好久，才在另一片旷野
中找到了另一棵大树。 同样枝繁
叶茂，同样硕果累累，同样让人遗
憾的是， 整个旷野中也只有这一
棵树。

当我回望的时候， 第一棵大
树早已消失在了远方的旷野中。

梦醒时分，夜色正浓，却唤醒
了我对当前教育的整体感知 。
———教师就是一棵大树， 却彼此
孤立。

教育充满希望， 生命才会不
朽。 从一棵大树走向一片森林，一
棵树才能永恒， 从一滴水走向整
个大海，一滴水才能永恒。

面对教育， 我们既要有承担
历史的职责， 也要有直面现实的
勇气，还要有憧憬未来的梦想。 梦
想照亮黑暗，教育温暖人心。 我有
一个梦想，做温暖人心的教育，建
没有围墙的学校， 成就一片无限
生机的森林：无论教师和学生，无
论男孩和女孩，无论贫穷和富有，
无论丑陋和美丽， 无论疾病和健
康，无论愚笨和聪明，所有人都彼
此尊重，平等相处。 理想的教育绝
不是教师个人“独乐乐 ”的舞台 ，
而是师生成长“众乐乐”的天堂。

近年来，“高效读写” 改变了
一些学校的教育生态。 在没有增
加课时的前提下， 不少学生一年
的读写总量就超过了国家课标 10
年总和的要求。

新的一年里，希望有更多的人
一起努力，来营造这片教育的生态
森林。让阅读为孩子一生幸福点一
盏长明灯，穿越黑暗，亘古不灭；让
写作为孩子幸福一生种一棵常青
树，四季开花，硕果累累。

民办教育：愿景 2013民办教育：愿景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