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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采编岗位
招聘人数：10 人（限男性）。
职位描述：按时按质完成稿件采访、版面编辑工作，能独

立进行选题调研、策划及撰写工作，修改和校对版面，有效进
行对外联络及沟通工作，收集并及时研究和处理读者意见和
反馈信息。

岗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两年以上新闻从业经验，北京地

区优先；
2. 扎实的文字功底、较强的专题策划和采访能力；
3. 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
4. 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团队精神。

誗行政岗位
岗位描述：熟悉教育媒体的市场运作规律，具备数据分

析、整理的专业知识，熟悉财务流程、熟悉财务软件的使用。
招聘人数：2 人
岗位要求：
1. 专科及以上学历；
2. 有从事办公室文秘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文字功底扎

实，能够很好地完成办公室的文件撰写、会议记录、员工绩效
考核记录等日常任务；

3.有从事财务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有中级会计资格证书，
能够完成日常的财务记账及数据分析工作。

誗经营岗位
职位描述： 按时按质完成经营目

标及任务， 能独立进行经营策划、组
织、协调等各项工作，能够敏锐判断及
挖掘目标客户需求， 对教育媒体的运
营有自己的想法或思路， 能够应对当
前纸媒经营出现的各种问题， 提出自
己全新的经营推广思路， 能够利用全
媒体概念， 形成教育媒体全新的经营
模式。

招聘人数：10 人（8 男 2 女）。
岗位要求：
1. 专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两年以

上新闻媒体营销从业经验， 北京地区
优先；

2. 较高的创新意识和资源整合
能力，扎实的营销策划能力，能够独立
完成项目营销方案；

3. 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较强
的社会交往能力；

4. 高度的责任心 ， 良好的团队
精神。

誗备注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代表作品（3-5 篇）发至邮箱

zgjsbbgs@163.com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刊社

703 室
联系人：郑老师

我校是一所乡镇中学， 每学期
教务处都要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三
次常规检查。 此外，老师们每学期至
少还要接受一次中心校检查和一次
县教育局视导检查。 对教师而言，每
次检查之前， 重点要准备的是上一
节公开课，同步编写学科教学设计，
按量布置按质批改学生作业。 这些
工作做得好坏， 直接关系到教师个
人绩效得分的高低， 可谓 “事关重
大”。

有些教师因日常工作忙， 教案
撰写不够及时， 或作业布置次数较
少 （这固然不能成为不完成教学任
务的借口，时间是 “挤”出来的 ），检
查时被亮了“红灯 ”；个别教师压根
儿就未养成良好的教学习惯， 置教
学规律于不顾，平时拖拉惯了，纵然
给他再充分的时间， 也难以完成既
定的任务，同样被挂了“红灯”。

可是， 无论每次检查的结果如
何，检查之前的几天里，在校园的角
角落落， 我们总能看到部分教师和
某些班级的学生异常 “忙碌” 的身
影。 有些教师离上课还有很长时间
就来到了办公室， 他们或是急于补
写教案 （有的索性直接把别人的优
秀教案拿过来一抄了之），或是忙于
批改数天前布置的作业。 他们明知
上完课再写教学设计， 教学效果会
大打折扣，无异于做“无用功”，作业
不及时批改，无法及时发现问题，达
不到应有的巩固效果， 但他们还得
拼命应付。 一怕检查受批评，二是担
心绩效得分受损失。 而这些教师所
教班级的学生就更遭殃了， 他们此
时简直成了这些老师获取绩效分的
“工具”，只能唯命是从，不得有半点
儿反叛。 他们为了教师的“荣誉”和
“成绩”， 一天下来要补好多次课堂
作业。 这些作业只是为了应付检查，
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

我教 3 个班的数学课， 一个七
年级，两个八年级。 2013 年下半年，
教育局来我校视导检查前一周 ，几
乎每节数学课之前， 都有大量学生
补作业或是抄作业， 有的甚至在数
学课堂上还偷偷地做其他学科的作
业。 这一乱象，既影响了学校正常教
学活动的开展， 也加重了学生的负
担，摧残了学生的身心，误导了学生
的思想，扭曲了教师的形象。

我还听一位在其他学校任教的
教师说过，某次，中心校去他任教学
校进行期末教学工作检查的前一
天， 因该校六年级的学生点名册早
已丢失，班主任担心检查时出纰漏，
便让一名男同学花了 3 个多小时的
时间， 替他填写了一本新的班级学
生点名册，并“完成 ”了几个月的学
生“点名”工作。 当然，某些学校为
迎合某些 “领导 ”的心理 ，只要有
“领导”来学校视察或检查，就会积
极组织一些学生以 “志愿者 ”或是
“优秀学生代表 ”的名义对 “领导 ”
们表示欢迎。 对此 ，我们似乎早已
见怪不怪了。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 学
校适时适当地组织学生参加一些
欢迎仪式本无可厚非 ，但每次 “领
导 ”的到来都需要组织学生去 “热
烈欢迎”吗？ 我不禁扼腕叹息，这真
是教育的悲哀！

让我们的孩子好好学习吧 ，别
让检查连累了孩子！

不久前，给学生看了一部动画片《丛
林有情狼》。加拿大绿宝石国家公园的东
部狼群和西部狼群为了争夺生活空间，
即将开始一场恶战。 凯特（Kate)和亨弗
雷(Humphrey)是西部狼群中不同等级的
两类狼。凯特是西部狼群首领的女儿，是
一匹阿尔法狼，即将成为下一任首领。对
她来说，原则、职责和责任重于一切。 亨
弗雷是一匹低级别的欧米茄狼， 成天嘻
嘻哈哈，寻求当下的快乐，从来不为明天
的事情发愁。

为了阻止两大儿狼群之间即将爆发
的可怕战争， 凯特即将嫁给东部狼群首
领的儿子 ， 同样是阿尔法狼的加斯
（Garth）。 但谁都没有料到，就在婚礼即
将举办的当日， 凯特和亨弗雷被公园管
理人员抓走送到了爱达荷州的“锯齿”国
家公园。 急着回去阻止战争的凯特和亨
弗雷一同踏上回家的路， 漫漫途中它们
遭遇到很多惊险和意外， 而且随着离家
越来越近，它们最终发现早已经相爱，并
且感情很深，谁也离不开谁，最终，凯特
和亨弗雷通过努力成功化解了东、 西部
狼群的危机。而在此间，加斯爱上了凯特
的妹妹，另一只欧米茄狼莉莉（Lilly）。

传统的阿尔法狼与欧米茄狼不能结

合的规矩被打破了。
在影片开始不久， 西部狼群首领对

想追求自己女儿的享弗雷说，这“不合我
们的习俗，狼群的法则”。影片快结束时，
西部狼群首领对东部狼群首领说：“我看
这个规则得改了！ ”

个人认为， 这两句台词值得每一个
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 虽然我们现在正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但审视我们的教育
不难发现，我们太缺少“改变规则”的意
识了。

规则是用来规范、指导人们行为的，
是为了保证社会和谐的， 因此规则应该
具有强制性。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
社会成员从小懂得遵守规则， 能够从一
个“唯我独尊”的自然人成长为一个“按
规则办事”的社会人。

然而，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中。这个
进步，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发展、国力强盛
这些方面， 还体现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平等， 更多的人能够过上体面
的、有尊严的生活，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
空间。这些进步，绝对与社会规则的不断
变更有关系。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社会的
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体现在社会规
则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中。

反观我们的教育， 向来是强调服从
规则、强调遵守纪律，而讳言规则可以修
改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修
改。 即使社会规则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合
理性，已经触犯到了人们的尊严，我们的
教育还是喋喋不休地劝导大家克制、容
忍， 还是热衷于找到一个又一个中规中
矩的典型供大家学习。这样的教育，无视
不合理的规则， 却鼓励大家在不合理的
社会格局中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处
境。 说白了，这样的教育就是告诉大家：
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只要你过得比他
好”。至于我们为改善自身境遇所做的努
力是促进了社会公平还是加剧了社会的
扭曲，对不起，这些不是它所关心的了。
这种成功，我称之为“中国式成功”。

这样的教育是严重缺钙型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必然会远离启迪智慧传播
文明的伟大使命，先是萎缩为谋生技能
训练或应试敲门砖 ，最终 ，它将沦落到
为“存在就是合理”、“生存就是一切”而
辩护。

那时， 我们只能哀叹， 教育已死。
而这 ， 有可能就是我们教育者现在正
在做的事情 ，我们正在杀死教育 ，而且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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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内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 从教育部
到各级地方教育部门， 每年发布的关于
教育教学的有关文件共有多少份， 这些
文件真正被落实的又有多少份。 文件的
内容一般包括两方面的规定， 一是要求
必须做什么，二是明确禁止做什么。我从
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所见所闻明白了一些
文件“落实”的奥妙，这就是不少文件在
“落实”中都走了样。 一是要求必须做的
不做，二是明令禁止做的照做。

先说要求做的不做。 如 “书法进课
堂”国家有明文规定，但到了地方上，连
“雷声大雨点小”都谈不上，一些地方教
育部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学校的领导
和教师也就好像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一
样。又如“无烟校园”建设，文件中明确规
定了在中小学，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
场所都不准吸烟， 地方教育部门也明确
警示这是考核学校的项目之一， 但到了
学校，有的学校压根儿就不提此事，有的

学校则变成了 “办公桌上不准摆放烟灰
缸”。有令不行，上级来检查怎么办？那也
有的是办法， 做几柜子档案材料让他们
去看，反正现在的检查强调的是“可见性
印证材料”。 很多时候，就凭着这些子虚
乌有的档案材料，还能评上各种先进呢！

再说禁止做的照做。 比如“学校、教
师不准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排名”、“不
得按学生考试成绩发放绩效工资” 之类
的禁令，累积起来恐怕已是汗牛充栋，但
这些“不准”却几乎全都被冲破了，行政
部门依然用学生考试成绩奖惩着学校和
教师， 学校依然用学生考试成绩评定着
教师和学生的优劣， 发放着教师的绩效
工资。 又如减负，许多学校考试频繁，教
师、学生都不堪重负，学校正常的教学秩
序受到严重干扰，导致课时紧张，于是又
滋生了增加课时的问题。 对此教育部曾
发布禁令，要求严格控制考试次数，严禁
擅自增加课时量， 地方部门也层层下发

同样的文件表示“贯彻”，在如此“高压”
下，一些学校暂时取消了“月考”，至于课
时则转到了“地下”，教室墙上贴的课表
是给人看的，真实的课表则在“地下”。过
上一段时间，待“风头”一过，“月考”便悄
然恢复了。

那么怎样的事有令也不行， 怎样的
事有禁也不止？有禁不止的，一般都是和
中考、高考直接相关的事。如突破重重减
负禁令加长学生学习时间、 节假日违规
补课、 不顾禁令用考试成绩给学生、老
师、学校排名等。而那些喊破嗓子也不做
的事， 一般都是和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
事。 如“无烟校园”建设等。

归根结底， 教育的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原因还是应试教育在作怪。 2014 年，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校艺术教育、
关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文件
都强调了要和中高考挂钩。 那么和中高
考挂钩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到重视呢？ 我

看未必， 君不见为了改变语文教育重应
试轻积累的现状，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
定了各学段的课外阅读量且明确要求纳
入中高考。结果呢？课外读物还是没有走
进学生的生活， 但各种以投机取巧为目
的的 “名著阅读应试指南” 开始大肆泛
滥，于是学生们根本不去阅读文学原著，
抱着《应试指南》大背“豹子头林冲”之类
所谓的“名著知识”，名著阅读就这样轻
而易举地被应试教育“收服”了。 由此可
以想见， 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纳入中高
考，相应的“应试指南”一定又会大行其
道，教辅出版商赚个盆满钵满，艺术和传
统文化又将面临什么？！

在不改变应试教育机制的基础上，
仅凭修修补补的一道道禁令是无济于事
的。 当然了，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教育管
理者的素质又是非常重要的， 要让真正
的教育家来管教育、办教育，而不能让教
育、让学校操控在纯功利的短视者手中。

那些有关“文件”的事
□ 木 实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建设学生喜欢的校园文
化可能比教育的其他内容重要得多。遗憾的是，在
教育者的潜意识里，似乎并没有像重视课堂那样
去重视校园文化，对校园文化的评价也没有像评
价课堂那样标准、清晰。

我的校园文化十问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有人说， 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是教育过程
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好学校正如一方池塘，当
营造好了一定的环境， 大自然就会往里面填东
西，生态系统会自然形成。当学校成了适合孩子
成长的一方“池塘”，学习就会自然发生，这是自
然的力量，更是文化的力量。

所以，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建设学生喜欢的
校园文化可能比教育的其他内容重要得多。 遗
憾的是，在教育者的潜意识里，似乎并没有像重
视课堂那样去重视校园文化， 对校园文化的评
价也没有像评价课堂那样标准、清晰。更糟糕的
是， 校园文化建设中存在着严重的“傲慢与偏
见”，比如，文化建设中的目中无人，比如，成人
文化的无孔不入， 比如领导在文化建设过程中
的一厢情愿，等等。

什么样的校园文化是好文化， 什么样的校
园文化能够成为一方池塘？我认为，一所学校回
答好以下 10 个问题，便意味着它拥有了能够触
动心灵的校园文化。

一问：你的校园文化是供谁来消费的，是为
谁服务的？建设校园文化的目的是用来消费的，
这正像是一本书需要有读者阅读一样。 一本书
需要对自己的读者群进行定位， 校园文化建设
同样需要对自己的消费者进行定位。 定位决定
着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定好位才能做到位。显
然，校园文化的第一消费者是学生，是为学生服
务的。无论你的校园文化有多么丰富的用意，都
不能偏离了核心消费群体的需求。

二问：谁是校园文化的生产者？正像课堂的
主人是学生一样， 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人也应该
是学生。 学生参与建设校园文化的过程就是让
学生与文化产生生命链接的过程。 当学生真正
成为校园文化生产者的时候， 校园文化中便有
了“我”的存在。 当然，这个“我”不只是学生，

“我”还是校长、教师、校友，甚至包括家长。当这
些人都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的时候， 学校文化
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校长和师生共同参与
的一种“集体叙事”。

三问：你的校园文化里有人吗？校园文化建
设的硬伤之一就是“见物不见人”、“见景不见
人”。 其实，人，才是校园文化里最动人的风景。
当我们说要做“目中有人”的教育时，首先要做

“目中有人”的校园文化。当校园文化为了人、基
于人、指向人、关照人的时候，文化便有了力量。

四问：你的校园文化里有多少个故事？没有
故事的校园文化是苍白的、生硬的。好的校园应
该是故事校园。用故事的方式承载文化、留存文
化、传播文化，校园文化便会因故事而柔软，因
故事而传播久远。

五问： 学校里已经呈现的文化有多少人知
道？不懂、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学校里的文化，是
很常见的现象。要么是熟视无睹，要么是只建设
不使用，总之，文化被有意无意地束之高阁，成
了学校里的“奢侈品”和多余的那部分。 如果把
校园文化比喻为一本书的话， 它一定是需要读
者去阅读的，需要定期不定期地解读和使用，让
师生在阅读中理解文化，在使用中内化文化。

六问：你的校园里有不断更新的文化吗？一
所学校既要有“恒星文化”，还要有“流星文化”。
恒星文化是学校发展过程的关键事件和关键人
物积淀下来的文化，是相对不变的；“流星文化”
则是要与时俱进的， 需要彰显时代印记的。 其
实，文化原本就应该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 变
是为了不变，是为了吐故纳新。

七问：你的文化里有多少是预设的，又有多
少是生成的？ 校园文化需要校长和专家的顶层
设计，需要创生和创意，但更需要倡导师生在共
同的生活中去发现和捕捉那些有意义、 有故事
的点滴，如此，校园文化便有探究性、实践性、互
动性、生成性和开放性。

八问：你的校园文化有核心主题吗？校园文
化的碎片化，让其变得支离破碎，缺少了整体的
美感。固然，校园文化是由每一处景观叠加起来
的，但是，每一处亮点景观加起来等于什么，共
同指向于什么，昭示着校园文化的品质。无论你
的校园文化有多少处景点， 都要有一个魂贯穿
始终。形散而神聚，是衡量校园文化的一条重要
标准。

九问：你的校园文化里有课程思维吗？校园
文化建设不仅要把愿景变成风景， 不仅要把自
然景观建设成文化景观， 还要把文化景观开发
成课程景观，让校园景观成为一种隐性课程。所
谓课程景观，就是开发环境文化的使用价值，让
环境文化与学科资源相对接， 把整个校园建设
成为一部天然的校园教科书。

十问：你的校园文化学生喜欢吗？学生喜欢
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第一标准。 要让学生看见他
们喜欢的风景， 当学生喜欢校园里的风景的时
候，校园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校园里就有了他
们的牵挂， 若干年后这里便留下了他们美好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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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国式成功”

□ 茅卫东广角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