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教育局长在区域教育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他们的思考与行动影响着教育发展的节奏与高度。在

过去的1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主政者，在这里发

声，呈现他们的思想，展示区域的行动。本期特别梳理那

些值得回味的局长“声音”，希望他们的思考与行动，能给

其他教育主政者以启迪。

值得回味的局长“声音”

田保华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课堂即生命， 是教师和学生延
续、发展生命的地方，若将善待学生
生命落实到课堂之中，课堂定然是鲜
活的、富于人性的。但是，在传统课堂
中，应试本位的教学观、知识本位的
课堂观、分数本位的评价观，导致课
堂教学误入道德缺失、伪道德甚至反
道德的歧途。

因此，我们应该从道德自觉的高
度，重新审视课堂和教育现象，积极
构建道德课堂，使课堂教学过程和结
果都合乎道德的要求，使教学过程成
为学生体验高尚道德生活的过程，使
学科知识增长的过程成为学生人格
发展和健全的过程。

曾应华
贵州省思南县教育局局长

教育改革从来不缺少顶层设计，
也不会有完美的顶层设计。教育改革
最需要的是每一个教育人踏实、勇敢
地前行。 面对教育的诸多诟病，唯一
的解决办法也只有“改”这一条路。这
条路，要从改变课堂开始。 把课堂还
给学生，真正实现学生主体、教师主
导。但是，课改又不只是改变课堂，这
就要求我们从改课堂出发，以学生为
圆心，不断扩大课改半径，从而重建
学校管理、重塑学校文化、再造学校
课程。

南俊武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纵观中外各个领域的改革，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把手”是否积
极推进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课堂
教学改革同样如此，校长必须成为当
仁不让的推进者，否则，改革只能流
于形式，或者半途而废。 尤其是在课
改进入攻坚阶段，其示范引领作用更
为突出，校长更要谋求深化。

因此，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校长
要带头上课、深入课堂听课、走进学
生问课、登上讲台评课，在管理手段
上重实践、出实招、求实效，才能确保
深化课堂建设有成效、有质量。

黄守月
河南省范县教育局局长

我们要不断追求让学生因成长
而快乐，让教师因教育而幸福，让学
校因师生的幸福而和谐的教育，科学
地处理学科分数、幸福指数、综合素
养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学生的潜能得
到充分的发展。 改革不会止步，发展
未有穷期，每个教育人都应在课改的
道路上，且行且思，渐行渐远。

康文昊
甘肃省华亭县教育局局长

办学要以教师为本、教学要以学
生为本，盲目借鉴、照搬照抄，虽可以
复制出形似的学校， 但缺少内涵的
“快餐式”名校造景又能走多远？为避
免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
则为枳”的现象，我们一定要清醒地
认识到，课改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复制
工作， 必须依赖学校的文化感召力、
教师的创造力和学生的理解力。

李本全
湖北省荆门市教育局局长

对于区域教育改革，可谓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首先要着眼
破解“三化”：差异化、功利化与同质
化。 正是这“三化”的存在，让教育弯
下了“腰”，让学校低下了“头”。因此，
区域教育的改革要以破解这些瓶颈
问题为“突破口”，重构治理结构，再
造育人模式，完善配置资源，让教育
和学校真正“立”起来。

课改

周国军
湖南省炎陵县教育局副局长

固然， 农村教师个人能力相
对较差是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难
题，但究其根本，是因为教师的生
存状态不如其他职业。 所以，要想
提高农村教师的能力与素养 ，促
进农村教育师资力量的整体提
升， 改善教师待遇是不能逃避的
问题，教育管理部门要“依法保证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
务员水平”。

与此同时， 我们在渴求优秀
教师、 鼓励教师从自身寻找发展
力量时， 学校应该科学地使用教
育经费， 相关管理部门也要不断
加大教师教育的力度和对教育的
投入，让更多的优秀教师在“内外
兼修”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王向明
山西省沁县教育局局长

信息化对农村教育的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但应避免出现“电灯
下点蜡”、“高速路跑拖拉机”等现
象，教师要多用信息化教学设施，
使教学设施的使用效益最大化 。
这就要求校长首先要认识到位 ，
能够准确把握教育信息化的新形
势、 新要求， 同时也要重视信息
化、宣传信息化、了解信息化 、进
入信息化， 为教育信息化提供更
多的支持， 成为信息化的行家里
手和实现信息化的领路人。

农村教育

刘绍辉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局长

当下， 我国基础教育最紧要
的任务是均衡发展———缩小城市
与农村之间、 城区优质学校与薄
弱学校之间的差距， 从而让每个
学生都拥有美好的未来。

均衡不是“一刀切”或低层次
的 “大一统 ”，均衡的基础是适龄
儿童有教无类的 “学有优教”，路
径是学校因地制宜的 “各美其
美”，目标是不同区域携手共赢的
“水涨船高”。

陈耀文
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局长

“一枝独秀不是春 ”，教育要
由基本均衡走向高品位均衡 ，必
须抓住改革的机遇， 从单一的发
展方式走向区域教育生态的构
建。 理想的教育生态要有温暖的
气候： 教育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
外部氛围，管理者要给予重视、关
心和支持， 确保教育的阳光洒向
每个角落；肥沃的土壤：均衡优质
的硬件设施、 业务精湛的教师队
伍和独一无二的学校特色； 蓬勃
的生机： 各个学校都能积极进行
改革和创新， 找准并坚持正确的
办学方向。

均衡 臧雷
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局副局长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政者
的重视和助推，是教育科研得以
规范、有序、健康、科学发展的关
键要素。

“强教必先兴师， 兴师依赖
科研”，教育要科学发展，离不开
教科研的支撑 。 教育要提升质
量 ，教科研是有效路径 ；营造结
构优良的内部环境， 采取择优、
竞聘的方式，加强对教科所人员
的管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教
科研列为各级教育督导评估以
及职称评聘、评优表彰的重要指
标，并不断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力
度，形成稳定的教育科研经费拨
付渠道。

教科研

常生龙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品德的养成，不会一蹴而就，
更不是单打独斗的工作。 因此，教
育管理部门的整体设计就显得尤
为重要。 在推进德育的过程中，要
关注各学段、学科特点，构建一个
立体的德育体系。 同时，学校也应
确立全员育人的理念， 而不只是
让政教处为统领的班主任、 年级
组长这支队伍实施德育。 人人都
是德育工作者， 是德育能够落到
实处的关键。

德育

陈国安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当我们以“生态学”的观点审视
教育，并以此为基点追问学校育人目
标时，会惊人地发现，通常我们所说
的学校发展水平，本质上就是学校教
育生态的构建水平。当我们将目光聚
焦于学校教育生态的三大核心要
素———人、环境、资源，并以人这一不
可替代的核心生态位为基点，全力推
动三者之间有效联系、 彼此作用时，
便能实现系统内能量流动与自主生
长的同步。 因此，管理者在引领学校
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时，可以从构建
良好课堂生态、课程生态、管理生态、
文化生态等方面着手。

朱慧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局长

教育文化，就是关于教育的“道”
与“术”，就是关于教育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 作为教育工作者，热衷于“术”
并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会问
道，并形成问道、论道的意识和习惯。
教育要实现转型升级、 形成品牌，就
必须依靠文化来定向、聚力。 文化是
魂，“魂牵 ”才能 “梦绕 ”；文化是纲 ，
“纲举”才能“目张”。

文化

梁海伟
山东省东营市教育局局长

“教育工作者” 不等于 “教育
人”， 如果对教育缺乏忠诚与热爱，
只把教育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 、工
具和手段，那么，虽然是身在其中的
“教育工作者”， 却不是全心投入的
真正“教育人”。 教育的特殊性质，决
定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做 “教育工
作者 ”，更应成为名副其实的 “教育
人”，带着感情、怀着热情、充满激情
地从事这一伟大事业， 努力在生命
和事业之间达成一种相互融合 、相
互滋养的完美状态。

事业

办学

汤勇
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

我们主张学校要与众不同 ，要
办出特色，不能千校一面。 而学校办
出特色的前提是维持教育本色。 教
育的本色是什么？ 教人求真、求善、
求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学校
在进行特色建设时要明确， 特色是
本色的延伸，必须把本色做到位，才
能出特色。 真正的特色不能速成，需
要实践和坚守。

教育应该返璞归真， 广大教育
工作者也应守住朴素的教育心 ，抛
掉浮夸、浮华和浮躁之气，不急功近
利、不贪图名利，静下心来沉稳地做
教育，探寻教育教学的规律，追寻教
育艺术的真谛。

朱国璋
湖北省天门市教育局局长

随着时代的发展， 教育环境
和教育需求的改变， 教育管理者
适应这种变化，做好管理工作，必
须树立 4 种观念： 管理即服务的
观念，无论职位多高，管理者必须
要有宽以待人 、 与人为善的胸
怀，勤做事 、善做事 ；职位即责任
的观念 ，强化执行力 、主动意识 、
担当意识和协作意识 ；规范即保
护的观念 ，教育管理者只有清楚
规则，才能守住规则 、运用规则 ，
才能明确什么能做 、 什么不能
做 ；职业即事业的观念 ，教育是
一个职业 ，更是一项没有终点的
事业 。 所以 ，教育管理者要对职
业付诸更多的情感。

张国平
河北省馆陶县教育局局长

教育教学要讲究方式方法 ，
教育管理也要有 技 术 技 巧 ，因
此 ，教育局长讲话要做到 “十讲
十不讲 ”：鼓劲的话要讲 ，丧志的
话不讲 ；表扬的话要讲 ，损人的
话不讲 ；谦虚的话要讲 ，自夸的
话不讲 ；团结的话要讲 ，抱怨的
话不讲 ；简练的话要讲 ，啰嗦的
话不讲 ；真诚的话要讲 ，虚伪的
话不讲 ；公正的话要讲 ，偏袒的
话不讲 ；维护的话要讲 ，隐私的
话不讲 ；朴实的话要讲 ，轻浮的
话不讲 ；艺术的话要讲 ，生硬的
话不讲。

朱昌林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教育局局长

规范学校管理与教师从教行
为，是纪律约束，更是保护学校和
教师；是言行限制，更是捍卫受教
育者的权益。 但是，构建什么样的
规则？ 怎样构建规则才能真正让
规则走进教师心中？ 我认为，作为
政府教育公共服务者和师生权益
的代言人，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制
定的制度必须多方关照， 一是关
照权益主体与相关部门， 尊重各
方诉求表达； 二是关照本地教育
历史，延续成功有效经验；三是关
照发达国家与地区先进经验 ，他
山之玉，为我所用。

陈锦山
广西钦州市教育局局长

“红脸”做实整改。 教育局领
导班子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回应群众期待，明确努力方向
和整改措施。 同时， 坚持边学边
改、边查边改，精心制定领导班子
“两方案一计划 ” 和个人整改措
施，形成整改问题清单，明确整改
的具体目标、推进措施、主体责任
和进度安排。

管理

为您服务
2015 年， 中国教师报教师发

展中心特别推出八大服务项目，为
区域课改推进， 学校品牌建设，为
师资队伍建设， 为名优校长培养
等，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欢迎广
大读者及区域管理者垂询。

誗区域样本培植 整体培训
策略引领， 媒体品牌宣传助力，打
造区域改革样本

誗学校品牌打造 改变学校
发展模式，培育中国新学校典范

誗新生代班主任培养 搭建
班主任专业研修平台，探索班主任
专业成长机制

誗学前教育专项培训 提高
办园水平，助推内涵提升

誗国际项目考察与交流 加
强国际交流，拓宽国际视野

誗名师成长工程 名家专业
引领，合作加速成长

誗校长领导力提升工程 突
破校长管理瓶颈，提升校长专业领
导力，培育教育家型“新校长”

誗课改专项培训 量身定制，
专业服务

服务热线：010-82296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