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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校长在告诉我们什么
———本刊 2013年度人物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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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文教师转变为语文教研员，曹洪彪
将自己的目标由让每个学生学会快速作文
转变为让广大语文老师会教快速作文，并一
直为之努力奋斗。 面对未来发展，曹洪彪为
自己设定了人生专业发展规划，让规划提高
自己的专业质量，让规划提升自己的专业境
界。 多年来，学习已成为曹洪彪生活的一种
习惯，通过不断研究，他探索出作文四大核
心序列体系， 不断完善新概念快速作文教
学。 不仅如此，他还创新了新概念快速作文
积累体系 ，将 “练字 ”纳入语文的积累体系
中，让师生意识到写一手好字的重要性。 正
是这些成长密码，让曹洪彪走向成功，让新
概念快速作文服务于更多师生。

曹洪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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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经历， 让叶延武经常能
够跳出教育看教育。“用教育家文化
滋养每一个孩子” 是叶延武的核心
办学理念。在他的学校，每个孩子的
脸上都绽放着自信的笑容。针对“减
负”问题，叶延武有其独到之处 ，分
别为每门“主科”增设 1 节拓展延伸
课，并增加公民教育、阳光体育 、综
合实践等课程。 100 多个学生社团
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展示自己，形
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锻炼了学
生的各种能力。这种为“减负”做“加
法”的科学减负，使学生乐在其中 ，
达到了“减负”的终极目的。 学校还
成立“明天教育家工作室”、“明天教
育家家长学校 ”，使教师 、家长改变
观念， 勇于突破， 争做教育家型教
师、家长。正是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
普通教师，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学校、
看管理，脚踏实地，叶延武才成为一
名真正的教育家型校长， 实现了自
己的教育梦。

叶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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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工作，变卖家产，几经波折
后， 周清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创办
了学校。 周清泉不仅有一身功夫，还
将学校打造成自然科学教育基地 ，
让学生身临其境，开拓思维，有效学
习。 不仅如此，他也一直走在课改的
最前沿，曾率先试水“教育券”，成为
民办教育制度创新的策源地， 为教
师设立健康奖， 让全体教师每天科
学健康地工作， 倡导一种科学健康
工作的观念。 “文为根本 ， 武为特
色”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周清泉让学
生不仅在书本上收获知识， 更注重
平时的体育锻炼 ， 注重 “身体教
育”。 为此，周清泉在学校建构出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行为健康的“三
康” 教育体系， 让学生全面成长 。
“文武结合， 动静相济 ” 的教学理
念 ，让学生在课堂上 “动 ”起来 ，积
极思考，善于表达。

周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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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平开创的 “练评讲 ”教育
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 ， 把学生的
“练”放在课堂的首位，从学生练习
入手 ，让学生互评 ，学生能讲的尽
量让学生讲，学生不懂的才由教师
讲。 “练评讲” 不仅是一种教学模
式， 更成为一种以学生自主学习 、
自主管理为核心的教育模式 。 “练
评讲 ”的不断推进 ，使学生敢于提
出问题 ，增强了自信心 ，使教师充
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还学生自主学
习的空间。龙海平不仅在“主科”上
进行“练评讲”，在体育方面也进行
尝试，让学生在不断摸索中发现问
题，不断练习，最终取得成功。 “练
评讲 ”教育的成功 ，与龙海平低调
沉稳的性格息息相关。 平时不断积
累，让他在关键时刻总能爆发出惊
人的力量。

龙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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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 30岁，杨昌洪却是一校之长。他
自筹资金，创办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学校接
收的“问题少年”。 即使学校经历了 4 次搬迁与
重建，师生依旧不离不弃，一直在身后默默支
持着杨昌洪，追随他的步伐。 教育没有拒绝的
权利，教师没有嫌弃的理由。 杨昌洪将不抛弃、
不嫌弃、不放弃的办学理念贯穿于学校工作的
方方面面……杨昌洪依据自己独特的教育理
念，与叛逆的学生进行良好的沟通，让他们感
受到尊重，转变他们的思想，鼓励他们去做想
做的事情，让他们由叛逆走向成功。 杨昌洪即
使在病危中也心系着每一个学生， 正是因为
他对教育的热爱，对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使
他成为师生最尊敬的校长。

杨昌洪
贵州省贵阳市行知科技职业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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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调查，让董成权意识到家长的行为
对孩子影响的重要性，他由此开始深入研究
家庭教育。 董成权从指导家长的行为开始，
帮助他们与孩子构建融洽的关系，与孩子进
行良好沟通，并通过网络公益讲座、咨询，让
更多的家长改变自己错误的教育方式。 董成
权认为， 很多孩子之所以做出极端的行为，
是因为他们总生活在被动的生命状态里，没
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家长应与孩子共同成
长，开阔孩子的视野，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
用心理健康保障校园安全是董成权管理的
一大亮点。 董成权用多种方式，让家长意识
到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善于与孩子沟
通，增进彼此的感情。 在确保每个孩子心理
健康的同时，杜绝了恶性事件的发生，保障
了校园安全。

董成权
辽宁省庄河市第三高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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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 吴正宪通
过各种学习体验 ，不断唤醒孩子学习数学
的兴趣 ，把枯燥 、抽象的数学变得鲜活有
趣、充满活力。 吴正宪认为，数学不仅是知
识技能的传递 ，更是一种完善人格的教育
过程 。 她通过学做真人 、守规则 、懂自律 、
坚守责任 、拥有毅力 、学会自省这五颗烙
印 ，让学生明白学习数学的过程就是求真
务实的过程 ， 学会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负
责 ，并让学生在面对难题时 ，养成锲而不
舍的精神 。 吴正宪在读懂学生后 ，为学生
创造出 “既营养又好吃 ”的数学学习 ，让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获得解决实际问
题的创新能力 ，让学生真正爱上数学 。 她
用自己探索出的教学方式 ，带领学生推开
了一扇亲近数学的大门 ，让学生遨游在五
彩斑斓的数学世界。

吴正宪
北京市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小数室主任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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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小学是一个精神王国，在这
里，教师以校为家，和睦相处，这里没
有不及格的学生。学生通过每次考试
后自己写的试卷分析，让自己从学会
转为会学。 范庚祥认为，校长的名字
应叫“长校”，就是长在学校里的人，
要进得了课堂，讲得出名堂，这才是
一名好校长。 “晨点”是孝德小学多
年来坚持的一项活动， 范庚祥利用
“晨点” 向教师推荐教育教学信息，
传播新思想、新理念，让教师努力拼
搏、奋勇向前。 范庚祥主张，课堂兴
则学校兴，课堂是学校的产品，是教
育的原点，回到课堂上实施育人，才
是真正的教育回归。学校在实践中探
索出“自动课堂教学法”，教师充分利
用“动”这一核心，让学生动起来，在
课堂上“当家做主”。范庚祥是课改的
坚定的支持者和建设者，作为民办学
校校长率先试水“课改”，成为课改的
先行者、领跑者。 范庚祥虽是一位 68
岁的老人，却一直努力向前。

范庚祥
河北省新乐市孝德小学校长

第491

期

张亚红是一位纯粹与真实的音
乐教师。 虽然曾受到质疑，但她依旧
坚持用学生的生命成长证明一切 ，
不为外在力量所动。 “教师不要总是
把自己对音乐的诠释灌输给学生 ，
而应把感受音乐的权利还给学生 ”
是张亚红的核心教学主张之一。 在
她的音乐课上， 学生尽情发挥自己
的创造力，“做生命的主人”。 张亚红
主张“课程活动化，活动课程化”，为
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音乐的途径 ，
给他们发挥能力、展示自我的平台，
学生在具体的活动中自行探索 、发
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张
亚红非常有创意的音乐主题班会 ，
将音乐学习变成了学生自主内化的
过程， 成功开启了学生对音乐全面
认识和了解的一扇门。 让学生爱上
中国民族音乐， 是张亚红在教学中
的又一突破。 她通过精心编排不同
风格的音乐曲目， 唤醒学生对民族
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在成就每个学
生的同时，张亚红也成就了自己。

张亚红
北京市八一中学音乐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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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时 ，侯登强每天与孩子
生活在一起 ，给他们讲故事 ，与他
们一起吃饭 ，做游戏 ，沉醉于一名
教师的简单幸福中 。 担任校长之
初 ，侯登强压力重重 ，但他顶住压
力 ，依旧以学生生命发展为本 ，绝
不做 “包工头式校长 ”。 通过大量
阅读教育专著 ， 侯登强把大量精
力和热情都倾注在了孩子身上 ，
与孩子们过上了一种师生共同成
长的生活 。 他把与孩子们的一个
个故事编写成册 ， 与孩子们共同
分享 。 从细节处入手 ，侯登强充分
利用学校的每一寸土地 ， 将学校
打造成学生学习的乐园 ， 让学生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生活的美好 。
侯登强把每一天都当成 “最后一
天 ”，在坚持自己的教育梦想的同
时 ，温暖着每一个人 。

侯登强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韩仓小学校长

浙江省湖州清泉文武学校董事长 广东省佛山市平洲第三中学校长

河南省濮阳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第461

期

梁岗借助心理学理论与技术， 从实践
中探索出 “德育三线 ”班级发展新模式 ，即
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
（即教育诊断）， 用积极心理学的思路开展
师生共构的教育治疗 （即教育辅育 ），借班
级文化建设， 引领学生成为有社会责任感
的人， 梁岗把这三条线编织成自己特有的
班主任心理学密码。 通过大量阅读精神分
析学的经典书籍 ，梁岗提炼出 “学生 ‘心灵
档案’基础表”，形成学生的“心灵档案”。 通
过“心灵档案”，梁岗全面了解每一位学生，
针对学生的不足， 与他们进行心灵深处的
沟通。 同时，他根据学生的特长和个性，设
立多个特色部室，与学生一起健康成长，收
到了显著的教育效果。

梁 岗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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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岩曾经是一个典型的 “酷吏 ”，只关
注学生成绩的高低。 一次，一封学生来信让
张岩幡然醒悟， 通过阅读多位教育家的著
作，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教学理念，转变师生
关系，把班级视为学生的成长平台，为自己
重新定位。 身为班主任，张岩以学生的需求
为主，给学生更多的空间，将班主任的很多
权力下放，让学生真正拥有自己的班级。 张
岩与学生一起构建班级发展平台， 让学生
在具体实践中优化自己的思维， 在无形之
中快速成长。 张岩也由原来严厉的班主任
转变为学生的“班级合伙人”，以“班级合伙
人”的身份出现在班级发展的各个时期，扶
持学生，引领学生。

（文字整理 钟原）

张 岩
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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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计文被称为“教育界的堂吉诃德”。 无论做什么，解计文都有一股钻研精神，他认
为，决定教育质量的是人而不是物。 因此，巨源小学的教师多是刚毕业的“零教龄”大学
生。 解计文用“激发”定义教育，在他的课上，没有各种条框和束缚，他并不照本宣科，而
是通过讲解一个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小故事激发学生的无限潜能。 解计文给教师角色的
定位是指路人而不是引路人， 是障碍设置者而不是道路疏通者， 是绊脚石而不是清障
车。 在课上，教师都会在学生做题的过程中，为学生讲一些小故事，看似“干扰”，实则在
培养学生的抗干扰能力，能够专注学习。 解计文把课堂上教与学的关系定位为一种“敌
对”关系，他认为，只有适当地不断“加压”，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尽管会面临很多
挑战，解计文坚信自己的“解式教育”能创造奇迹。

山西省忻州市原巨源小学校长

解计文

新年伊始，梳理过去一年发现的未来教育家代表，重温他们的教育梦想、激情与智
慧，哲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在脑海挥之不去：谁向外看，他就梦游；谁向内看，他就醒来。
2014 年，期待更多的教育人超越“外求”走向“内求”，超越教育之术，了悟教育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