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政局长 】 如何让主政者了
解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
疑惑、难题？欢迎教师提交问题，我
们约请教育局长一一解答。

【研训视窗】 关注教科研部门负
责人或者基层教研员的思考与行动，
呈现区域教科研及师资培训的策略
与经验，展示区域研训工作的新制
度、新举措。2000字左右。

【区域观察】 以观察者的视角，
评述区域教育发展现象，分析区域改
革举措，品评区域发展动态。1500字
左右。

【管理者素描 】 呈现教育局长
等管理者的教育故事，从工作侧面
描绘管理者形象，挖掘区域教育管
理工作背后的故事。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电话：010-82296736

征 稿

学生画画倡节水
3月20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水日”，河北省广平县各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活动。图为明德小学学生画漫画，倡导节约用水。 程学虎/摄

校长培训课程设置缺乏前瞻性，如
何提升培训品质？校长培训遍地开花，如
何突出特色与个性？培训不是招数、不是
战术，有法却无定法，在激发校长自主学
习力的同时，培训者可从尝试高端培训、
丰富培训内容、 强化理想教育等方面着
手，提升培训的品位。

高端培训拓宽校长视野。 提升校长
培训层次，可尝试高端精品培训，在增强
课程设置前瞻性的同时，组建高水平、高
素质的讲师队伍， 以及周密而人性化的
培训管理。 这要求培训者站在时代的大
背景下设计培训课程， 不能局限于缺什
么补什么的格局中， 而是要实施更加宽
广、有厚度、有重量的“大培训”。例如，培
训者可利用已有的资源， 打破集中专题
学习大一统的单一培训形式， 组织有价
值的高峰论坛、 校长沙龙和优质网络课
程学习。

综合培训培养校长才气。 校长是学校
的灵魂人物， 在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
力、教育教学水平之外，其综合素养也很
重要。 作为提升校长综合素养重要通道的
培训工作，培训设计者应遵循中小学校长
培训的相关要求，培训内容要涵盖现代科
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思想
品德修养、教育政策法规、现代教育理论

和实践、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现代教育
技术、现代科技等内容。

具体操作中，培训者既要注重教育
政策法规、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以及学
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培训，也要将现代
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补充到培训
中来 ，拓宽校长成长渠道 ，体现培训的
科学性。

理论培训提升校长水平。 在许多教
育培训中， 专家们都在强调学员要学会
“理论联系实际”和“按需施教”，但是这
样的倡导常常被演绎为聚焦实践、 漠视
理论知识学习。有的校长说“理论好听不
中用， 高高在上不顶用”、“远水不解近
渴”。 当案例学习、现场诊断、经验分享、
参观考察等学习内容受到校长的好评
时， 培训者也聚焦实践而较少涉及理论
知识学习。 殊不知，理论是前提、根基和
土壤，如果理论不牢、根基不深、土壤不
肥， 实践之花就不能持久娇艳盛放。 所
以，校长和培训者都应明确：聚焦实践不
等于排除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绝非只要
实际。 只有在重视理论学习基础上的实
践，才能让校长拥有高远的理念，让学校
发展拥有源头活水。

理想教育激活校长梦想。 培训的目
标是校长领导力的提升， 但校长领导力

的提升不可能只通过培训就全部完成。
培训只是一种唤起，不能包办承揽，校长
领导力的提升最终要靠校长在学校管理
工作中一点点生发。 培训者应清楚地认
识到这一点，并加强对校长的理想教育，
帮助校长寻找到理想教育， 激发校长主
动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才能在兼顾工作
的同时，以梦想为航，走得更远。 拥有高
远的追求。

自我学习促使校长乐学。 作为学校
的管理者，在完成工作之余，校长还要周
旋于管理，应酬劳心、琐事缠身，难免疏于
学习。 但无论学校管理的完善，还是教育
质量的提升，都需要校长进行更多更深入
的学习和研究才能完成。 因此，培训者要
激发和引领校长自学的热情，在集中培训
之外，帮助校长建立自主学习的规范和要
求，并通过自主学习指导、检查评估等方
式，调动校长自学的积极性。

培训者能力再强， 也不能代替校长
学习， 校长的专业发展始终在于校长自
身。 培训要做的就是激发校长自主发展
的意识，唤起校长的学习渴求，强化对校
长自主学习的引领， 搭建校长学习交流
的平台，这才是实现培训者服务、提升作
用的通道。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松原市教育学院）

校长培训提效有法可循
□宫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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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指某一行业或领域，使用
流量较大、频率较高，可作为索引或者代
表性的词语。 纵观江西弋阳教育的发展，
曾主导弋阳教育系统工作、会议、计划、方
案以及指导性文件的关键词是管理 、制
度、检查、督导、考核、评价。 在这样的环境
下，弋阳教育平稳发展，没有显示出有别
于上饶市 11 个县市区的个性。 但在 2013
年以后， 蕴含行政意味的关键词悄然退
隐，平台、氛围、诊断、帮助、合作、团队等
关键词走上前台， 而伴随关键词的改变，
是弋阳县教体局转变管理思维和推动教
育去行政化工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由规范管理到搭建平台

“管理”是一个教育领域广泛使用的
词语， 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
段。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过度追求使管
理成了目标， 而由此派生的管理制度、管
理体系、考核体系也成为教师职业倦怠的
主因。 弋阳县教体局则通过微信平台和叠
山书院论坛，让教师拥有提升能力和展示
自我的平台。

2014 年 5 月，弋阳县教育系统微信群
成立，教体局领导班子和各级各类学校校
长进群。 旋即所有学校分别成立校内微信
群，并建立不同层次的教师群，使教师与
局长可以零距离对话，谈生活、谈工作、谈
对教育的期待和愿景。

4 个月后， 适逢孔子诞辰，“孔子思想
与弋阳教育发展”研讨会和弋阳县叠山书
院论坛亮相，弋阳教育系统精心打造的另
一个教师专业成长平台———叠山书院论

坛正式开锣问道。 论坛每月一个主题，采
取 TED 演讲、MBA 案例分享、 辩论对抗
等形式， 既有论坛主力成员的华丽出彩，
也有观察员们的积极互动，吸引了全县教
师的广泛参与，也引起了老百姓的关注。

从制订制度到营造氛围

制度管人的提法在教育界曾风靡一
时，完备的顶层设计似乎是包治百病的良
药，而弋阳县教体局局长方华则认为，“氛
围比制度更重要”。

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弋阳县教体局
以满足学生、教师、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着
眼点，通过广泛的家校合作，营造教育发
展的良好氛围，让教育走向社会，也让社
会了解教育、关注教育，进而帮助和支持
教育。 近两年来，弋阳县的社会贤达、工商
界人士对教育的关心力度前所未有，截至
目前，各民间教育发展促进会为助教助学
募集资金达 400 多万元。

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优化了，内部奋
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也被激活。 心理学研究
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家校合作协会、教
育梦龟峰读书联盟、名师工作室等五大民
间协会成立，引领成员专注教师专业成长
开展诸多实践；学校管理者跳出日常琐事
看学校发展，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
更关注自身成长———学校围绕“怎么让学
校的制度更可爱” 展开了思考和研究，围
绕“如何把活动做成项目，把项目做成课
程，把课程做成文化”进行了大讨论。

团结、奋进、思辨成为弋阳教育快速
发展的推进器，制度对人的鞭策和约束内

化为教师自觉的行动与追求。

从检查、督导到诊断、帮助

检查、 督导曾是弋阳县教体局管控学
校工作的“法宝”，学校因疲于应对而弄虚
作假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从 2013 年秋季学
期开始的教学常规检查变得有所不同，一
贯要求查严、查实、查出问题的教学常规检
查，变为由学校自行提出检查内容、检查时
间、检查标准，检查形式也由单一的突击性
行动变为邀请式、展示式、告之式。

检查、督导形式的转变，体现的是管
理思想的转型与提升。 当检查、督导成为
手段、路径，诊断和帮助就成为行动的目
标。 弋阳县教体局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
了职能的转化 ，杜绝了 “傻子检查骗子 ”
的怪状。

从考核、评价到成长、培训

与许多区域不同，弋阳县教体局将培
训列在考核之前， 将培训划分为 3 个模
块：一是立足本土化培训，用身边人教育
人；二是请进来，邀请国内学校管理有特
色、教育教学理论有见地的专家学者到弋
阳讲学；三是走出去，到课程改革的热土
吸收能量。

弋阳县教体局多次选派校长、 干部、
教师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学习。 任何一
个模块的培训， 选派学员时都采取竞争
制，例如在选择参加上海与全美年度教师
对话活动及在天津大港五中影子校长培
训时，教体局通过主动报名、演说遴选等

方式，选拔外派学习人员。
当机会需要努力才能够得到，培训便

成为教师自我成长的福利，学员也会更加
珍惜学习的机会，进而完成不用考核也能
激发教师发展主动性的目标。

团队合作从无到有

“团队 ”成为弋阳教育的热词 ，代表
性事件是五大民间协会的成立。 五大协
会由民间组织、官方推动，既有草根团队
的自发自觉，也有行政部门的引领帮助。
所以，他们能够凝聚一批有责任心、有思
想、 有能力、 有干劲的教师和学校管理
者。 他们也与专业媒体和协会对接，寻求
理论支持和资源保障。 以弋阳家校合作
工作协会为例，他们与省教科所合作，承
办了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家校合作培训 ；
龟峰教育读书联盟和省教育期刊社联
手 ，鼓励会员读教育书 、写教育事 ，共同
实现教育理想。

作为江西省两个家校合作县级试点
县之一，弋阳县以整体推进家校合作为契
机， 让家长成为学生成长道路的合伙人：
与家长保持高频互动，让家长参与学校的
考试、颁奖等活动。 如朱坑中心小学由百
名教师课外访千家到千名家长看学校，走
出去，请进来；圭峰中学更是两度把家长
会开到家长的务工地浙江省金华市。

弋阳教育关键词的改变见证了弋阳
教育发展的过程和轨迹， 也畅通了教师
专业成长的通道， 让每个师生能做最好
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弋阳县朱坑中心小学）

弋阳：教育转型换了“关键词”
□陈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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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师提出教育检查 “一本
通”的建议，我认为是可行的。我县
10 多年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
并全面实施了统一的目标管理检
查制度。

每学年初，我们都会印发《沂
源县教育体育工作目标管理方
案》， 其评估检查的范围涉及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教育和
成人教育等教育部门管辖的所有
单位。 评估内容分基础性工作、发
展性工作和创新性工作，每项工作
又分为 ABC 三个指标， 每个指标
都有一定的权重。 例如，基础工作
A 级指标包括德育与学校管理、教
学管理、队伍管理、安全卫生管理、
体育工作、总务后勤管理等。 依据
评估目标采取日常工作的量化累
积和年末统一评估相结合方式，评
估结果作为评选优秀单位的依据，
评估中发现的问题作为修订新学
年《方案》的依据。

目标管理检查制度是教育检
查“一本通”的很好尝试，这种检查
制度有 3 点好处：一是变多套检查
为一套评估， 减少了检查次数，降
低了学校的负担，让学校将工作重
心放到教育教学上来；二是变注重
检查评估为业务指导，教育局每学
期组织一次全面的视导，为基层学
校量身打造符合学校实际的视导
套餐；三是规范检查行为。 我县制
定了《沂源县教体局工作规则》，明
确规定“严格控制各类检查、评比、
评估、验收、表彰等活动，未经审批
不得组织检查与评估，从源头上杜
绝了多头、多项检查现象。

（山东省沂源县教育体育局局
长 李志明）

AAA 目标管理检查
制度有成效

问政局长

区域观察

QQQ 检查能否“一本通”
教育检查可以规范学校办学

行为，但来自教研、基教、电教、督
导等部门的名目繁多的检查，常常
让学校应接不暇。检查部门不同，
查检内容多种多样，学校准备资料
耗时又费力，也就难以拿出更多的
时间发展特色。

所以，是否可由督导部门牵
头，各职能部门共同制定一套内容
覆盖各部门的检查，实现检查指标
“一本通”。作为教育局长，您认为
这个办法可行吗？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口镇陶
镇小学 刘世国）

图说区事

质量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人们常
把“努力提升质量”作为口头禅，却常
常忘了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
质量。

以经济发展为例， 在国人疯狂地
追求下，GDP 大幅度提升， 但人们也
尝到了片面最求发展速度形成的 “黑
色 GDP”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贫
富差距越来越大，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
重，食品安全隐患越来越令人担忧，等
等。伴随着人们对分数的热捧，教育领
域也出现了 “黑色 GDP”———一味追
求分数的教育质量观让学校、 师生和
家长身心俱疲。

或许， 对分数的情有独钟带来了
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但分数这把唯
一的标尺也让学生厌学、辍学，甚至迷
失人生方向。

我们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孩子，
我们迫切需要构建教育的绿色质量体
系。 但是， 这绝不是要求学校放弃分
数。没有分数，学生不会有进入更高学
府的资格；只有分数，学生则无法适应
社会生活。 所以，文化知识的掌握、好
成绩的获得都是绿色质量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在遵循教育规
律的前提下， 除了让学生学习文化知
识外，还要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品质、高
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科学的思维和
创新的能力。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
洪曾说， 教育应培养学生的终身竞争
力，这“比上任何大学都重要”。 培养终
身竞争力， 就是培养孩子海阔天空的
胸怀，积极向上的个性，以及面对挫折
的勇气和与人交往的能力。 这 4 句话
包含了学生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和
健康生活的关键要素， 指出了构建教
育绿色质量的着力点。

绿色质量应是全面的。坚持面向全
体学生的教育，实施全人教育，把每一
个学生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 要求每一
个学生都考高分、上名牌大学，而是尊
重并珍惜学生的差异，注重并顺应每个
学生的天性，发现并唤醒每个学生的潜
能， 给每个学生装上自主成长的发动
机， 让他们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行走，成
为更好的自己。

绿色质量应是和谐的。 教育要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注学生在德智
体美劳等方面的成长， 而不是要求每
个学生在每一方面都出类拔萃， 或者
每一方面都平均发展。 学生需要的是
协调发展， 一种顺应其个性与天性的
发展，一种平衡渐进的发展。

绿色质量应是健康的。我们的一切
教育教学行为，包括对质量的追求和获
取，都应注重人的发展，以人的特质为
基础，以回归教育本真为取向，着眼于
人复杂而长久的生长。 这些都体现在我
们对学生生命和人格的尊重上，体现在
对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遵
循上，体现在良好师生关系和各种人际
关系的建立上，体现在教育的长足和可
持续发展上。 只有这样的教育质量，才
是“环保的”，才是让家长放心的质量，
才是每个教育人应终身追求的。

局长专栏

汤勇：四川阆中市教科局局长

“绿色”质量
才是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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