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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按照原先的课程安排，广
西河池市都安高中的高三学生要上心理
课。这是一门为了帮助学生调整好心态迎
接高考的独创课程，在都安高中已经持续
了十几年。

但是，这门课程的创设者莫振高 “爽
约”了，他永远地缺席了。都安高中学子再
也见不到那个胖胖的身影，再也听不到那
些加油鼓劲的“莫氏排比”，再也上不了他
们最期待的心理课了。

3 月 9 日 ，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广西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因
病与世长辞，年仅 60 岁。

莫振高的离去，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在网上输入“莫振高”，相关网页 18000 多
个， 相关报道 3000 多篇， 微信圈转发无
数，清华、北大等国内著名高校纷纷发来
唁电，学子们不远万里从国内外赶回送他
最后一程……

一个普通中学校长 ， 为何会获得如
此多的爱戴与尊重？ 美国哈佛大学、俄亥
俄州立大学、 康纳迪克州大学等国外高
校的教授、 博士联名发来的唁电也许能
够回答 ：莫振高数十年精勤不倦 ，使无数
的山区孩子从蒙昧无知的孩童成长为有
教养有文化的青年，从都安走向广西 、全
国乃至世界各地。 莫振高一身正气、无私
奉献的崇高精神 ， 必将为世人所敬仰所
传承。

“他那么努力地去影响我们的
心，把我们抬上追赶梦想的高度”

莫振高离去的第二天，在广西大学读
大三的都安高中毕业生韦春燕就发起“莫
校长感人事迹搜集”行动，截至记者发稿，
目前 qq 群已有近 600 人，资料搜集组 20
多人。

在韦春燕的记忆里，有关莫振高的一
切都是旧旧的，“夏天， 旧旧的几件短袖；
秋天，旧旧的一件白色外套；冬天，旧旧的
蓝色羽绒服； 旧旧的掉落了墙灰的办公
室，旧旧的塞满了文档的书架……”

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他们称呼莫振高
也是“旧旧”的，没有变过的“老莫”或“莫
老师 ”。 莫振高 1981 年进入都安高中任
教，1996 年担任校长，但是他不喜欢别人
叫他校长。 都安高中学生黄菲菲说，我们
叫他莫老师的时候，他会十分开心地和我
们点头微笑打招呼。

在不少人眼里，莫振高对学生的关心
也是 “旧旧 ”的 ，停留在传统的师德师爱
上：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清晨 6 点到宿舍
叫学生起床， 晚上 11 点再到宿舍催学生
睡觉；学生淋雨了，交代食堂熬姜糖水；高
考前一个月， 叮嘱食堂免费给学生加餐，
早上加牛奶、鸡蛋，晚上是米粉、绿豆粥；
想尽一切办法为贫困学生减免学杂费，四
处“化缘”为学生凑集助学金……

除了这些“旧旧”的关心，莫振高做得
更多的是抹去山村孩子心理上的自卑。

“为什么要拉赞助？ 除了让我们能够
吃饱、 穿暖， 他更是为了改变我们的环
境 ，建音乐教室 ，请外教 ，举办校园商贸
节、夏令营……他就是希望 ，别的孩子有
的东西 ，我们也有 ，他让我们自信 ，骄傲
地去和外面的孩子交流、竞争 。 ”在韦春
燕看来，莫振高真正照顾的是他们的心 ，
而不仅仅是衣食住行，“他那么努力地去
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 ，穷和没有自
尊不是一回事， 他把我们抬上一个追赶
梦想的高度。 ”

“只有赢得做人的分数 ，才是真正的

好成绩！ ”这是莫振高与学生说得最多的
话，也成了都安高中学子的座右铭。 30 多
年来，莫振高带过的班级 ，有 500 多名学
生考上了北大、清华、香港大学等知名高
校。 如今，都安高中的学生遍布国内多个
城市及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新加坡等国
家，圆了莫振高“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的
心愿。

“如果不在教学第一线，我怎么
能够指导教师们管好教学”

在都安高中， 莫振高虽然是校长，但
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讲台。在莫振高初当
校长的 1996 年，正是教师最紧缺的时候，
他每天要上 3 个班的语文课。 “学生喜欢，

课堂氛围活跃，不管上哪个班的哪节课都
有掌声。 ”都安高中教师唐炳宏与莫振高
共事 20 多年，下课铃敲响后，学生们主动
要求莫振高“拖堂”的情景，犹在眼前。

“我如果不在教学第一线的话 ，我怎
么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样的？我怎么能够
指导教师们管好教学？ ”莫振高的这个习
惯影响了整个校领导班子，甚至在学校形
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加入校领导
班子，前提是上好课。

“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到。 ”莫振
高对于教师的感召力 ， 源于他的率先垂
范，以身作则。

莫振高发现 ，每年高考前 ，学校里都
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
子心理压力更大， 普遍对前途感到渺茫，

信心不足。
为了鼓励学生 ，找到自信 ，莫振高决

定在学校开设面向三个年级的心理课 。
2000 年至 2001 年， 莫振高到北京大学脱
产进修心理学，拿到毕业证后 ，他自己编
写教材、教案，给整个高三上心理课。一个
星期 20 多节课， 莫振高从来没有说过一
句累。 他的课在赢得学生的同时，也深深
地打动了学生，成为学生最留恋最期待的
课，“老莫懂我们！ ”在都安高中贴吧，记者
看到，学生们纷纷询问：“老莫走后 ，高三
还有心理课吗？ ”

“如果我对学校还有一点贡献，就
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

“青年教师进来的话 ，一般情况下是
要求 1 年基本熟悉业务 ，3 年要成熟 ，5
年要挑大梁。 ”都安高中教务处副主任唐
家运说，每一个新入职都安高中的教师 ，
非常清楚学校对于他们的要求 ， 那就是
抓住一切机会，迅速成长。这同样也是莫
振高的期许 ， 因为瑶山贫困的孩子等不
了教师的慢慢成长，“家长把孩子交到我
们手中 ， 是信任也是期待 ，3 年的时间
里，培养一个孩子考上大学 ，无异于改变
一个家庭。 ”

除了要求，莫振高和都安高中不断创
设条件、搭建平台，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
长。 “没有一个人能独自成功，我们永远是
一个团队。 ”这是莫振高鼓励青年教师成
长常说的一句话。而“集体打造优质课”是
都安高中最常用的办法，每个学期组织校
内演示课，每个科研组派一人参加 ，全校
教师观摩，把压力传导给每个教师。

2009 年，刚刚任教不久的韦玲玲获得
参加广西高三英语研讨会暨说课展示比
赛的机会。 遇到演示课和观摩课，组织全
体教师一起“磨课”是都安高中的传统。教
研组要反复斟酌每一个步骤 、 每一个手
势，甚至每一句话的语调。 韦玲玲确定参
赛后， 莫振高立即召集英语组 30 名教师
开会研究说课内容，并且要求全力以赴做
到最好。

“比赛前 ，每次说课莫校长都到现场
指导，从内容、语音、语调等，给了我许多
具体的指导。 ”韦玲玲说，通过集体打造，
她获得了那次比赛的一等奖。

在都安高中，每一个追求进步的教师
都能获得学校最大程度的支持。在都安高
中，尽管莫振高想尽办法省下经费资助贫
困学生，但该在教师培养上花的钱 ，他总
是“大方”出手。目前都安高中不少教师的
研究生学历 ， 就是几年前莫振高亲自拍
板，筹集 300 万元，分 5 年选派了 97 名教
师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后获
得的。

莫振高去世前，曾经欣慰地对采访的记
者说， 如果我对都安高中还有一点贡献的
话，那就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教师。

近年来 ，在莫振高的带领下 ，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在全体教师的
潜心努力下，都安高中先后被评为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广西示范性高中 ，获得
全国语文、数学、英语教学先进集体等多
项荣誉。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莫振高去世后，
沉浸在悲痛中的都安高中校园逐渐恢复
平静，“让瑶寨儿女走向世界”的标语在阳
光的照射下依旧熠熠生辉。 “莫校长付出
了多少，老师们知道，学生们知道。 ”都安
高中党支部副书记韦明壮说 ， 莫振高走
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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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朐： 走教也精彩
这是一个乡镇创新教师队伍建

设的典型样本。他们通过艺体

“走教”，使农村小学音体美教

育实现常态化。

《教师工作周刊》

4 理想课堂的样子 每一

位教育者眼中的理想课堂想来

都是不同的，但在这些不同的背

后，一定可以提取出共识性、公

约性的标准。

《现代课堂周刊》

6 谢淑美：微写作点燃数
学课 数学和写作似乎有着天

然的违和感。然而，在谢淑美的

班级，微写作正在催化点燃她

的数学课堂。

《教师成长周刊》

8 “课程超市”有垃圾？
当上百门选修课成为中小学常

态，“超级课程”、“课程超市”随

之产生，课程真的越多越好？课

程膨胀怎么破？

《课改研究周刊》

10 朱邦芬：一流人才主
要靠 “放养” 既在专业领域

颇有建树，又在教书育人上有真知

灼见。他们到底拥有怎样的教育情

怀？让我们走近这批院士老师。

《教育家周刊》

12 安定 ：开垦课改 “样
板田” 作为黄河文化发祥地

之一，安定区教育为何能如此充

满活力？教育生态改变前，曾面

临怎样的困境？

《区域教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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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照顾的是我们的心”
———追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广西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

□本报记者 冯永亮

襍新闻专递襊

全国 99%中小学校
实现挂牌督导

本报讯 （记者 吴绍芬） 教育
督导 ，曾被形象地称之为 “教育片
儿警 ”，如何让 “教育片儿警 ”更好
地发挥作用，3 月 17 日， 教育部召
开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督导办主任
何秀超介绍说，教育部今年将开展
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
县 （市 、区 ）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逐
步建成一批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创新县 （市 、区 ），引领带动
全国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
工作水平全面提升。

2013 年 9 月 ， 国务院印发了
《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办
法》，要求县级教育督导部门根据区
域内中小学校布局和在校生规模
等， 按 1 人负责 5 所左右学校的标
准配备责任督学， 对学校实施经常
性督导。在短短的 1 年多时间内，全
国已经超过 99%的中小学校实现了
挂牌督导，并且在一些区域内，如湖
南省、重庆市、广东省深圳市都形成
了富有特色的做法。

自 2015 年起，教育部鼓励各地
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开展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
工作。主要设定了领导组织、管理制
度、 督学队伍等 8 项指标作为中小
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
区）的主要条件，并对达成每项条件
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中小学校规范
办学行为、 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
量提供保障。

由于建立时间短， 体制机制不
完善、 各地开展工作不均衡、“挂牌
未督” 的现象也还存在， 何秀超透
露，今后将在督导工作制度化、督导
队伍专业化、 督导手段现代化方面
重点做好工作，形成长效机制。

2015 年 260 万教师将
接受信息技术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斯闻） 信息技
术如何推动教育变革，日前，教育部
公布 《2015 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
点》，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基本完成全
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 基本实现每
校至少拥有 1 套多媒体教学设备，
基本实现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全覆
盖（其中宽带接入 50%以上），拥有
网络教学和学习环境。

要点提出 2015 年教育信息化
工作的 8 大核心目标， 尤其是提到
扩大实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 该工程今年将推动各地开
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与测
评，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260 万
人，中小学校长 5 万人。研制教师网
络研修社区建设规范并扩大试点，
建立教师远程培训质量监测评估体
系； 研制网络研修课程资源建设标
准、 培训质量标准和培训绩效评估
办法等相关政策， 全面推动教师网
络研修社区建设。 研究教师开展信
息化教学的激励机制， 使信息化教
学常态化、普遍化。

要点还提出 2015 年教育信息
化的 8 项重点工作， 针对如何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教育部将全
面推进基础教育数字教育资源开发
与应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 2015-2016 学年将新增参与教
师 200 万名、“优课”3 万堂，使参与
教师达到 400 万名、“优课” 达到 5
万堂； 进一步加强在线开放课程建
设应用与管理；推动“易班”应用覆
盖到 8 个省份和 1/3 的部属高校；
推动各地开发本地特色资源， 鼓励
学校建设校本资源库， 实现课堂教
学的常态化、普遍性应用。要大幅提
升网络学习空间应用覆盖面。 师生
网络学习空间开通数量达到 4500
万， 使 50%教师和 30%初中以上学
生拥有实名网络学习空间， 并在教
育教学中深入应用。

做一个“走心”的教师
□本报评论员 冯永亮

“老莫懂我们！ ”学生们发自心底的一句话，胜过千万句的褒奖。 莫
振高懂学生，懂教师，懂教育，他是一位懂“人”的教育工作者。 因为懂，
他“捧着一颗心”做教育，带着情感、带着思想、带着精神做教育。 因为
“走心”，教师和学生与莫振高心意相通，这让他托举瑶乡孩子走出大山
的情怀和信念，有了打动人心的长久魅力。

“走心”之“心”，在于要有爱心、善心、童心和责任心。 爱是教育的真
谛，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莫振高则将他全部的爱融进
“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铮铮誓言中。 在条件艰苦的“石
山王国”，他视学生为儿女，以仁爱之心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以
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责任心，带领同事，孜孜以求，探索教学新方法，使
山区教育与现代化教育接轨，点亮了山里孩子的梦想之路；他始终保有
一颗可贵的童心，将自己变成“孩子”，以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尊重孩
子的情感，从而懂得孩子、理解孩子、教育孩子。

“走心”，关键在于一个“走”字。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化缘”征途中，
在行走教育的漫漫长路上， 莫振高以一己之力改变着学生， 改变着学
校，也改变着社会。 因为一直在做好事，莫振高“走”着的“心”，引发了互
动效应。 莫振高所探索的向社会募集善款、资助学生的做法，为教育助
学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在他的身后，在都安，在广西乃至全国，教
育扶贫正稳步推进，资金投入逐年递增，捐资助学蔚然成风，一批批学
子正逐渐成长为国家的栋梁，这就是“走心”的后续效应。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是否“走心”，与他所处位置的高低、身份无
关，关键在于带着一颗爱心，敢“走”、勤“走”、善“走”。 莫振高的“走心”，
让我们懂得，总有一种情怀，能够让人穿越名利的羁绊；总有一种信念，
能够让人抛弃患得患失；总有一种感动，能够让人荡气回肠、热泪盈眶。

做“走心”的教育，改变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升
华的不只是一个地方，而是整个世界。 让我们做一个像莫振高那样的教
师，做一个“走心”的教育工作者。

被孩子们簇拥着的“老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