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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校长带来的启示
———本刊 2014 年度人物盘点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那些扎根于校园、扎根于课堂的名校长和名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他们在走向
教育家的路途中，又是如何超越教育之术，直抵教育之道的？在聆听这些名校长、名师拔节成长声音的时候，
期待2015年传来更多的教育人走向教育家的坚实足音。

薛志芳
河南省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校长

6 年的时间 ，薛
志芳和他的团队让
一所处于城乡接合
部的薄弱初中蝶变
成为一个精神的王
国。 他的核心武器是
真诚朝向每一个生
命。 他重塑学校工作
机制， 用项目管理激
活生命， 让更多的有
发展意愿的教师成为
诸项工作的领导者，
让教师成长与学校发
展高度统一起来。 项
目管理让多数人的力
量和智慧被激发了出
来，整个校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他用
阅读成长生命，阅读正在成为全校师生
的生活方式。 他用课程唤醒生命，相继
推出的 “阅读课”、“国旗下经典诵读”、
“名家有约”、“天天成长课”、“电影课程”
等特色课程，开发出教育、生活和生命的
一片新天地。 他用文化润泽生命，让师
生体验到了激情、火热的校园生活，享受
到了完整、轻松的教育生活。 在薛志芳
的引领下，教师们视教育如生活，把校园
当乐园，他们既是攀登者，又是寻梦人，
满怀豪情地航行在“涨潮的海上”。

王建丰
山东省胶州市振华小学校长

有人说， 做中小
学校长的有两类人 ：
一类是 “当官 ”的 ，一
类是做教育的。 王建
丰无疑是后者。“把成
长的快乐还给学生 ，
让学校成为学生最喜
欢的地方。”上任校长
伊始， 王建丰就带领
教师团队开始探索快
乐教育。 9 年来，振华
小学逐渐形成了 “快
乐 5+1”课堂、快乐阅
读、快乐作业、快乐活
动、快乐军营、快乐家
庭等快乐教育的 6 大
支柱。 以快乐阅读为例，在读书已经成
为自己的一种生命方式后，王建丰倡导
变教书育人为读书育人，将学校、家庭、
社区聚合成为一个“读书航母”。在王建
丰看来，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成为幸福
的人，教育的手段和方法也应该是幸福
的。 基于此，振华小学推出了“四给”的
管理思路： 给制度一个温情的面容，给
过失一个自省的空间，给自主管理一个
信任的态度，给评价激励一个特别的方
式。 王建丰认为，学校要形成自己独有
的文化，从关注人、尊重人、发展人、成
就人的角度发挥管理自身的育人功能。
总而言之，管理应该是让人快乐的。

靳海霞
辽宁省开原市民主教育集团总校长

什么样的教育
是好教育？ 什么样的
学校是好学校？ 什么
样的校长是好校长？
在靳海霞的眼里，教
人变好的教育就是
好教育；好学校就是
关注每一个人，为全
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特别是公平、公正地
对待每一个学生，使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学生都得到最充
分的发展；对好校长
的理解是，长远的统
筹规划，深度的问题
把握，博学善思的学习态度，公正客观
的处事能力， 能为教师创造职业幸福。
基于这样的理解，靳海霞将学校教育的
核心词确定为“民主”、“幸福”，确立了
“让学生享受进步的快乐， 让教师体验
成功的喜悦，让学校成为师生成长的乐
园”的办学目标；确定了“创造适合学生
发展的教育， 创造适合教师发展的管
理，创造适合学校发展的文化”的办学
思路；确立了“明德致善，乐学致远，修
艺致雅，健体致美”的校训。在靳海霞看
来，这些就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就一所
学校而言，只有师生拥有了共享的价值
观， 并基于此形成了优质的生活方式，
才是有文化的，才是有灵魂的”。

王祥高
四川省成都市浦江中学校长

在国内提出 “幸
福教育” 概念的不止
王祥高一人， 但他算
是最执着的实践者之
一 。 “在老师的世界
里，学生是最大的事；
在老师的字典里 ，学
生是最大的字； 在老
师的生活里， 学生是
最美的诗。”王祥高用
诗一般的语言阐述幸
福教育。在浦江中学，
幸福要从当下开始 ，
幸福感存在于细节之
中。 浦江中学以构建
师生幸福人生为 目
标，大力改革教育教学方式，使学生快乐
学习、幸福成长，使教师快乐工作、幸福
生活。 在浦江中学，教师的幸福在于，能
够真正做一个“播种”者，给自己和学生
播下幸福的种子，然后收获幸福的人生；
学生的幸福在于，他们享受到了表达的
幸福、自主的幸福、成功的幸福和发展的
幸福。 当学生成为学校主角，当校园里
师生之间充满信任，王祥高自然成了幸
福的人，因为他不仅知道自己现在在哪
里，还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那就
是带领全校师生一起寻找幸福。

苏锦绣
福建省福安市第一中学校长

怎样的校长才
是好校长？ 在苏锦绣
看来，好校长就是搭
平台，让师生实现生
命的成长。 好校长一
定要有前瞻性的思
想、敢为人先的魄力
和清晰的顶层设计。
简单的两句话道出
了苏锦绣当好校长
的 秘 笈———对 自 己
苛刻， 对师生放手、
成全。 “我们培养的
不是‘两耳不闻窗外
事 ’的学霸 ，而是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新学生。 ”这是苏锦绣朴素的教育观。
打破传统名校的历史桎梏，苏锦绣毅然
开始课改，他把课改形象地比喻为“放
虎归山计划”， 传统的课堂一直重复着
知识的“灌输—考试—灌输”这一恶性
循环，学生犹如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被教师圈养，没有了野性，也失去了活
力。 课改后，学校把课堂的权利还给了
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纵横捭阖，让“老
虎”回归山林、回归自然。 苏锦绣认为，
教育是一项良心的工作，要为学生负责
一辈子。 作为一所学校的 “最高指挥
官”， 所做的每一项决策最终都应指向
学生，为学生服务，让学生从中受益，给
学生一个锦绣前程。

徐元生
广西南宁市第二十九中学校长

不管是在“名校”
还是普通学校， 徐元
生都将自己的核心工
作定位于促进人的发
展———学生发展 、教
师发展、干部成长，甚
至将“为学生服务”作
为自己的崇高使命 ，
在他和他的团队的努
力下， 学校成了有温
度的地方， 师生共同
收获生命的成长。

对于办一所什么
样的学校， 徐元生一
直有清晰的定位 ：坚
持 “每一个生命都精
彩”的核心价值观，坚守“有利于学校发
展，有利于师生发展”的行为准则，树立
“学生立场，成事成人，培育生命自觉”
的基本观点 ，践行 “人人成功 ，各展其
长”的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一个学生
喜欢的地方， 一个不断生发快乐的地
方， 一个可以让心灵自由绽放的地方。
在徐元生的心中，教育要做的就是激发
每个人的干劲，形成一种合力。 徐元生
认为，要做好教育，尤其是当好一名校
长，最关键的就是真诚做人、用心做事。

彭清亮
四川省达县真佛山文武学校执行校长

没有最好的校
长，只有最不坏的校
长。 从 “最不坏”做
起 ， 让学校成为学
校，这是彭清亮给自
己立下的校长誓言。
什么是“最不坏”？ 在
彭清亮看来，一所好
学校，应该让每个学
生的尊严都能得到
维护，他们在校园生
活中通过学习、与他
人交往，找到生活的
真谛 、 “做人 ” 的尊
严。 同样，在这样的
学校里，教师的尊严
也能得到维护， 也能实现个性化的成
长。 为了带领学校教师从“最不坏”做
起，彭清亮为自己立下誓言：不允许自
己不上课； 不允许学校和老师因学生
的成绩差，就否定学生的人生；不允许
用 “扣分法 ”进行卫生评比 ；不能随便
写一些字画贴在墙上， 就算是校园文
化建设；学校评优评先，校长不能说了
算……从 “最不坏 ”做起 ，其实质就是
彭清亮给学校文化培根，累积“尊重学
生”、“尊重教师”的文化厚度。

吴震球
湖北省赤壁市正扬小学校长

出生于 1943 年，
任教于 1960 年，办学
于 2003 年，在教育王
国里摸爬滚打了 53
年的湖北省赤壁市正
扬小学校长吴震球 ，
年届七十， 却始终坚
守自己的办学梦想 ，
他期盼着“办一所‘真
善美’的学校”。 年轻
时， 他扎根于小学教
育， 跑遍全国各地许
多城市， 到处求经问
道、参与研讨，在教育
改革的大熔炉中锻炼
自我， 在一路坎坷中
练就一身教学本领。 1993 年，在从教 30
多年后，他被评为湖北省特级教师。 吴
震球爱读书，从小学三年级起，他读了
一辈子的书，并将书中的许多智慧融入
到自己的教育思考中。 办学后，为了让
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吴震球从学生的
站、坐、吃、睡、读书、写字的基本姿势抓
起，从学生站队、走路、立正、稍息、敬队
礼、戴红领巾的基本要求抓起，从学生
抹桌 、扫地 、拖地 、擦窗的基本方法抓
起，从学生待人接物、人际交往的基本
习惯和能力抓起，通过实实在在的“现
场教育”与主题班队活动设计，让孩子
们知礼守礼，在每天的学习与活动中养
成良好的习惯。 （文字整理 冯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