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郎口中学的学生向与会者现场提问

管理的3个关键词
□ 本报记者 金 锐鲜花送给“教育家”

□ 本报记者 黄 浩

一段温暖人心的颁奖词， 一束
红艳夺目的鲜花， 一次敬贤礼士的
鞠躬， 值得许多人铭记与感动。

12 月 28 日，清晨 8 点。
当主持人宣布第十届中国名校

长高峰会开幕之后， 大会没有按照
惯例介绍列席嘉宾， 而是以一次温
情的朗诵，揭开了会议的序幕。

“他，从教逾一甲子，历任小学、
中学及大学教师，奉行‘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师
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之信条， 桃李满天下， 实为教育大
家，却自号 ‘教育老兵’……而今耄
耋之年，仍踌躇满志，壮心未已，奔
波于山隅海角，笔耕于月下灯前。 学
术无愧人师，德行堪为世范，乃新中
国当之无愧的人民教育家！ ”

他是谁？
当朗诵者发出这一疑问时 ，台

下的千余名代表会心一笑 ，不约而
同地将目光转向一位白发苍苍的
老者 ，继而 ，场上爆发了雷鸣般的
掌声。

老者微微欠身， 向全场与会者
致以谢意。

那是刚刚荣获第三届吴玉章人
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著名教育
家顾明远，如今已年逾八旬。

这位心系中国教育， 不顾年迈
仍奔走于祖国四方的“国宝 ”，为第
十届中国名校长高峰会带来了太多
的惊喜。

大会决定为顾老送上鲜花一
束 ，聊表教育人的心意 。 谁来担此
“重任 ”？ 主办方委托中国教育报
刊社副社长雷振海通过抽签决定
人选 。

最终， 花落重庆市谢家湾小学
校长刘希娅。

当刘希娅将一束怒放的鲜花送
到顾老手上，并代表教育人向顾老深
深一鞠躬，场上掌声再起，经久不息。

这鲜花，这掌声，是对真教育的
礼赞，是对真教育家的崇敬，是对所
有教育人的鞭策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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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第十届中国名校长高峰会议在山东杜郎口中学举行，千名校长共议———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
尽管是在深冬，但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0 余名校长从四面八方赶来，相约在
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在这里共同
见证一次温暖人心的年度盛会。

2014年 12 月 28 日， 本报与山东省
聊城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第十届中国名
校长高峰会议上，20 余名教育界内外的
专家学者一起论道课改。 作为中国教师
报发起的品牌活动，10 年来，活动先后走
进哈尔滨、南昌、无锡、济南、北京等城市，
已成为分享创新成果，引领课改方向，帮
助校长突破管理瓶颈的重要平台。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 ”这是
开幕式上，杜郎口中学两名学生现场采
访台下参会代表时抛出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成了两天会议中不少专
家谈论的焦点。

“学校要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培养
孩子健全的人格， 而不是让他们光学知
识。 如果一天到晚让孩子做题，一天到晚
做功课，他也不与别人沟通，需要不能得
到满足，他将来不会有健全的人格。”中国
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
教授顾明远在大会上特别强调。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副主任、谢家
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主题演讲中同样
谈到了她对好学校的定义。 “好学校就
是一群老师和一群孩子在一起能够生
动生活的地方。 学校是一群人生动生活
的地方， 哪怕是有教学和学习的任务，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一起生活。 ”刘希娅
主张，好学校要从孩子的立场思考一切
问题，要让孩子当前有童年，未来可持
续。 而作为校长，核心的工作就是价值
的引领，把一种共识或一种追求，变成
所有老师甚至孩子们的追求。

“什么是好学校，如果我们从过去
的话语体系来看，在很多人眼里，好学
校就是重点学校，好学校就是升学率高
的学校。 如果把好学校的内涵等同于重
点学校，等同于少数人上好学校的升学
阶梯的学校，我想我们是不能满足老百

姓对好学校的诉求的。 ”山东省教育厅
副厅长张志勇表达了自己的主张。 “好
学校应该回到尊重孩子的差异，尊重孩
子的个性，尊重每个孩子不同的成长道
路，我们只有为不同的孩子提供合适的
教育，才能够开创出好学校新的时代内
涵。 为孩子们提供适合的教育的学校就
是好学校，为孩子们提供适合的课程的
学校就是好学校。 ”

北京市京源学校副校长孙清亚认
为，好学校一定是超越分数的学校，好学
校是要用 60年时间才能回答的。 学生毕
业后，每隔 20年向母校汇报一次：第一个
20 年， 向母校汇报你在干什么， 指向德
育；第二个 20 年让母校知道你干成了什
么，指向智育；第三个 20年让母校知道你
是否还活着，指向的是体育，3个 20年。

会议现场还安排了学生对与会者
进行了采访。 在接受“小记者”访问时，

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第十八小学校长
赵广钧这样表达了对好学校的理解 ：
“好学校一定是指向人的，一定是尊重、
接纳、包容孩子的。 ”

而在回答 “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
校”这个问题时，本次会议还集中围绕“课
堂和课程”两大主题，向与会代表抛出了
4 个思考题：即在终身学习时代，如何重
建未来的学习，如何用课改造学校，如何
通过改革把教学放大成教育， 如何用新
技术支持教育改革。 在两天的主题演讲、
微型报告、沙龙对话和课堂观摩中，这些
问题一一得到了回应， 尤其是会议还特
别“跨界”邀请了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叶延
红，元创维集团管理学院院长、德鲁克管
理学院教授毕波等企业界专家， 让与会
校长分享了一种跨界交流的思想盛宴。

河南省长垣县步步高学校校长方
玉英参会的间隙，在自己的微信里写下

了这样一段文字：“29 日上午，两个小时
的校长微报告在 3 个分会场同步进行，
每个会场都充满了神奇的力量， 宁静、
专注、虔诚 3 个关键词，是对参会者学
习状态最准确的描述。 在这个寒冷的冬
天，在杜郎口中学又一次国旗升起的星
期一，1000 多名代表聚义课改， 碰撞智
慧，为了人的发展，拥抱变革。 ”

贵州省思南县教育局一行 32 人的
参会团队，每天坚持通过微信发布参会简
报。一位校长在参会感言中说：“每次参加
中国教师报组织的会议， 总能汲取营养，
找到共识，坚定信心。我又一次认识到：课
改真的贵在行动，赢在坚持。”正如中国教
育报刊社副社长雷振海在开幕式上所说
的，不是因为条件成熟了才行动，而是行
动了才能创造条件；不是因为希望才去改
革，而是改革了才有希望；不是因为成功
了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成功。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 专家观点

顾明远：让教育家办教育
什么叫让教育家办教育？首先，它的意义在于

让全社会都来尊师重教。 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
的补习班、教育机构，但是否符合教育规律、符合
学生成长规律呢？有些家长认为“让孩子不要输在
起跑线上”，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对他们灌输知识，
甚至从幼儿园开始让孩子学小学课程，上补习班，
这恐怕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 所以让教育家办学
就是要让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的规律，尊师重教。
社会上许多职业都有“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
家、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我们有 1400 万教
师，应该有教育家，而且应该有大批的教育家，因
为教师培养了这么多人才。

教育是有规律的， 青少年的成长也是有规
律的。 教育家办教育，就是要懂得教育规律，懂
得青少年的成长规律， 科学地按照教育的规律
办教育，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

怎么成长为教育家呢？ 今年教师节前夕，习
近平总书记在北师讲话时候没有提到教育家，
但是讲了好老师的四点要求，即要有理想信念、
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
好老师能够达到四点要求，也就是一个教育家。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杨东平：课改四台阶
在我看来，课程改革有四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在课堂上破除教师中心，体

现学生的主体性，学生主动学习，可以说话，可
以探索、进行合作学习，等等。 模式可以很多，但
是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学生主体，打破教师中心。

第二个台阶是从课堂教学改革走向课程改
革。 现在我们的课程太多，一些课程的教学难度
太高，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第三个台阶就是从课堂走向学校。
第四个台阶就是从学校走向社会。
如果要把这种实践予以理论化的话， 就是

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的概念，按照青少年
成长的实际需要来组织教学，教育即生活，学校
即社会。 生活当中所有元素都是教育元素，生活
本身就是教育，把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融为
一体，这就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从教学走向课堂，从教室走向学校，甚至打
通教育和社会的联系、教育和生活的联系，这就
是我们对下一步教育改革的期望。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刘希娅：重新认识课程
素质教育推行这些年存在许多困难，从时间

看，小学课程门类有十几门，每个孩子在 40 分钟
之间要转换频道，学生从早到晚，时间被固化了。
从教材看，内容陈旧、交叉重复，脱离实际。

为此我们在进行课程整合的过程中， 建构
了针对 6 至 12 岁孩子的小梅花课程，这个课程
体系根据基础性学习和综合性学习的特点，以
感性思维方式为主进行课程设置， 把十几门课
汇集成 5 类学科。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
点、兴趣爱好、个性特质和思维方式，进行授课。
这样一来，教与学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材施教越
来越成为可能，而且课程效益提升了 30%，课程
时间也节约了 30%。

节约下来的时间干什么？ 从 2009年开始，每
天上午，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就把国家课程上完，
下午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社团活动，
会跳的进舞蹈组，喜欢做饭的进烹饪组……

在课程整合中，家长成了我们的志愿者，更
重要的是，教师的课程意识被唤醒了，他们开始
重新理解什么叫课程，激情前所未有被点燃。 这
些年，教师们没有一个人参与“有偿家教”，没有
一个人体罚学生。 大家都在研究课程，和孩子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课程。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委副主任、谢家湾小学校长）

祝智庭：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何谓智慧教育？ 就是利用智能化技术构建

智能化环境，让师生施展灵巧的教与学方法，使
其由不能变为可能，由小能变为大能，从而培养
具有良好价值取向、 较高思维品质和较强施为
能力的人才。

智慧校园包括很多功能板块， 例如智慧课
堂、智慧实验室、智慧教管、智慧家校通、智慧节
能等。 我认为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善师生关系，
做到以学生为主体，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无论科技如何更新、教育理念如何变化，教
育的中心永远是学生。 我们现在需要研究怎么
构建无缝学习平台，把课内课外、校内校外顺畅
地沟通起来，帮助学生改善学习体验、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方式、学习工具、学习环境。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化系统工程研究
中心主任）

叶延红：学习能力最重要
什么是学习能力？首先要区别两个概念，知识

和学习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学校并非知识唯一的
知识来源，尤其是在知识已经折旧，不能解决新问
题时，获取知识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没人告诉
你正确的答案在哪，答案必须要自己找出来，寻求
正确答案，创造正确答案，从而获取新的知识。

学习是由两个过程组成的，第一个是学，第
二个是习。 “习”不是反复做练习，而是实践，把
所学的东西通过实践变成能力。 只有这两个过
程完成了，学习的任务才完成了，学习的目的不
仅仅是获取知识，而是把知识变成能力。 如果知
识不运用，没有变成能力，就不会和你的生命产
生任何关系。

这个时代什么最有用？学习能力。当你需要
知识的时候，能找到知识，能创造出知识，这就
是学习能力。 （清华大学客座教授）

（本报记者 郭瑞 综合整理）

12 月 28 日早上 6:30， 杜郎
口中学的餐厅就热闹起来， 正在
排队用早餐的不是学生， 而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与会校长。 本届校
长高峰会议的会场就是餐厅斜对
面 30 米处的学校礼堂。离大会开
始还有半个小时， 会场已坐满了
充满期待的校长。

从早上 8 点开始到晚上 9:15
结束，除去简短的用餐时间，校长
们整整学习了 11 个小时。 1000
多人的会场秩序始终良好。 最值
得一提的是， 与会代表中有来自
宁夏、河北、北京等地的 22 位校
长需要清真饮食， 而学校没有清
真餐厅。 为解决这些校长的用餐
问题， 大会专门安排了专车送他
们到茌平县城的清真餐馆用餐。
因为时间紧、距离远等原因，校长
午餐后开始返程时， 下午的会议
已经开始。

“我们将错过半小时的会议内
容，太遗憾了！ ”一位校长的感言，
在全车产生了共鸣。 于是，有校长
提议：“晚饭时间只有 40 分钟，为
了不错过晚上的讲座，我们就别出
来吃饭了。 ”这个提议得到了全车
校长的一致赞同。

下午六点多，记者在餐厅见
到了宁夏固原市教育局带队的
罗江东科长 ，他告诉记者 ，校长
们都在会场喝水 、休息 ，他正在
找杜郎口中学后勤处的老师，看
能否找一些西红柿、黄瓜之类的
蔬菜，洗一洗拿给不能用晚餐的
校长们吃。

如果不了解这一情况， 你想
象不到那些认真听讲、 记笔记的
校长中，有 22 人没有吃饭。 为了
不耽误学习， 他们宁可在寒冷的
冬夜饿着肚子！

12 月 28 日晚上 18:40， 清华
大学客座教授叶延红开始了她的
讲座———《学习型组织建设》。 这
是一场跨界的讲座。

年逾七旬、 身材瘦小的叶延
红站在主席台上并不显眼， 但一
开口便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有多少个朝代，你还记
得吗？ ”“对数的换底公式，你还记
得吗？ ”叶延红讲着讲着，就走到
校长前面提问或互动。 “你不记得
了，你也不记得了。 这说明，知识
如果不用，它就离你而去了，和你
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关系。 ”

“第一部分讲完了，你们有问
题吗？ 你们没有问题，在我看来是
最大的问题。 ”“听我的课，不用记
笔记，我的课件你们随便拷贝。 记
笔记是比较傻的一种学习方式。 ”
叶延红的真实与个性给与会校长
留下了深刻印象。

“教授和教练有什么区别？ ”
叶延红又开始了一次现场互动 ，
“校长们先两人对学，我一会儿请
人回答。 ”互动之后，她基于校长
们的回答总结道：“教授所讲的知
识，说不定他自己都不真懂。 他知
道对错， 却没有实践过……而教
练不仅讲知识，还让你会。 ”

……
“我的时间已到， 内容还有

一部分没讲 ， 你们说下课呢 ，还
是继续？ ”“继续！ ”“继续！ ”在台
下热烈的掌声中 ，叶延红又开始
了演讲。

记者对叶延红演讲的全程作
了简单统计： 全场性的掌声和笑
声共响起了 42 次……

饿着肚子听讲座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2小时演讲

42次掌声和笑声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一位母亲的 3 个儿子都牺牲在
战场上，而她最小的儿子瑞恩正在前
线生死未卜。 出于人道考虑，将军计
划派遣一支特种部队， 寻找瑞恩；但
另一方面，寻找瑞恩很可能造成更多
的人员伤亡。 救，还是不救？ ”

———这是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
恩》中的一个片段，德鲁克管理学院
教授毕波把主题报告成了电影分享，
这个别出心裁的举措引发了参会代
表讨论的热情。

“有时一个抉择的结果就是———
一步天堂、一步地狱。 ”毕波听取了一
些现场发言后说，“因此，我要抛出关
于管理的第一个关键词———决断。 ”

决断的时机 、 决断的技巧很重
要，当毕波将自己的经验与参会代表
之后，又抛出了关于管理的第二个关
键词。

“曾经有一个 90 后小女孩对我
说，‘你就像站在高峰之上，我就像站
在山脚之下。 ’就在我自鸣得意之时，
女孩接着说，‘我们看对方都是那么
的渺小。 ’这句话让我觉得，沟通在管
理中是多么的重要。 ”毕波用一个故
事引出了“沟通”这个关键词。

“企业管理要注重沟通 ，学校管
理中更要注重沟通， 因为校长和教
师、教师和学生，都有这种身份或年
龄上的‘代沟’。 ”

在大家的笑声中，毕波又抛出了
第三个关键词。

“如果让你不断重复用订书机订
书这个动作，你能坚持多久？ ”面对这
个答案，大家的回答基本是不超过一
个小时。 毕波继续发问：“有没有人去
澳门玩过老虎机？ 就是这么几个动
作———投钱，按压摇柄，看是否中奖，
再投钱。 其实这个动作和订书很相
似，但为什么前者让人不耐烦，后者
则让人欲罢不能？ ”

因此，第三个关键词在毕波看来
是“意义”。 意义的背后，又包含价值
和趣味。 毕波认为，在学校管理中，一
定要让教师和学生觉得所做的事情
是有意义的，同时，即使是很枯燥的
事情，也要努力挖掘其中的趣味。 “只
有这样，管理才能事倍功半。 ”

■ 会场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