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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音乐教育十几年的郑瑛本以为自
己会“安逸到退休”，却在沉寂多年后，忽然
变得忙碌并充满激情。

从每周寥寥几节课还没有课时保障，
到如今每周课时全开足， 甚至到另一所农
村小学教授音乐；从不被重视，到如今被委
以重任，年年组织学生参与各项活动；从薪
资微薄，到如今待遇节节拔高，与语数等科
任教师几无差距，变化无处不在。用郑瑛的
话说，“事情多了，地位高了，待遇也好了”。

如今，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像郑瑛
一样感觉 “日子好起来”、“干活有激情”的
小学科教师比比皆是。

教师兴，则教育兴。 漫步在江夏区，在
每一所学校都可以听到美妙的歌声、琴声，
师生在操场上奔跑的身影， 让人感受到学
校的勃勃生机。 其实，早些年前，与其他农
村地区的教育一样， 江夏区也面临教师年
龄老化、结构性缺编等问题，体艺教师更是
匮乏。他们是如何突破瓶颈，开创体艺教育
新空间的？

“喜欢就是硬道理”

“谈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这句看似
调侃的话， 道出了音体美等小学科不被重
视的现状。 江夏区金口街红灯小学是一所
地地道道的农村小学， 教职员工仅有十余
人，校长陈芳明还记得，2013 年前，学校没
有音乐教师。 “连主科教师都凑不齐，更别
提招聘音乐教师了。 ”陈芳明说。 为完成国
家课程设置要求， 学校只得劝说其他学科
教师兼职音乐教师。 怎么教？ “也就是跟着
磁带听歌唱歌，教师不识谱，也不懂乐理知
识，只能如此”。

后来， 交流到该校执教音乐的郑瑛也
表示， 刚接手时， 学生音乐基础薄弱，连
“多、来、米、发、索、拉、西”都不知道。 但她
也强调，“学生特别喜欢音乐”。

郑店小学音乐教师杨菡拥有华中师
范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 。 当记者询问她
为何留在农村学校任教时 ，她说 ：“当我
感受到学生对音乐如火的热情 ，我就决
定留下来 。 ”

学生喜欢的不仅仅是音乐课。 来自求
实中学初三（2）班的学生吴念告诉记者，每
天 30 分钟的大课间是毕业班的欢乐时刻，
尽管临近中考， 但他们每天照常跳绳、跑
步，从不落下。 此外，各种体艺课程也受到
学生的喜爱。

喜欢就是硬道理。 江夏区教育局局长
肖水林说：“我们做教育， 就是要让孩子从
上幼儿园开始喜欢上学，向往校园生活。 ”
办教育就要 “遵循教育规律， 回归教育本
真，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此话非空，近几
年来， 江夏区为这 3 句话找到了一个实实

在在的抓手———体艺教育。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各项活动，让学生

全面发展。 ” 江夏区教育局副局长侯文亮
说，“绝不让体音美课程变成摆设”。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推进体艺
课的顺利开展，全区实现塑胶操场全覆盖，
农村学生彻底告别了在泥巴、 煤渣上跑步
的历史。 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均配备了符
合标准的音乐、体育器材和设备，还配备了
音乐、美术、体育等专用活动室。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现在我们也可
以与城里的学校一样， 有充足的条件开展
各项活动，这里的孩子更爱上学了。 ”谈起
这些，陈芳明脸上满是笑意。

从“把课开全”到“把课上好”

“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入敌后
把它的退路截断， 定叫它首尾难顾无法增
援。”在江夏区明熙小学采访过程中，五（1）

班学生郭磊演唱了京剧《趁夜晚》选段，字
正腔圆。

“我从小就喜欢听京剧，上学后又跟着
老师学习，现在会唱不少选段。 ”郭磊不无
自豪地说。

明熙小学校长曾明星介绍， 江夏区是
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里，自建校以来，学校
一直以京剧为办学特色。多年深耕，京剧课
程已成为学校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 在
京剧之外，包括舞蹈、围棋、形体、书法、美
术、跆拳道、经典诵读、田径等在内，学校共
有社团 28 个。

以社团为纽带激发学生兴趣， 是江夏
区中小学都在做的事情。 区教育局体卫艺
站体育教研员周志江介绍，仅在体育方面，
义贞小学的乒乓球操、庙山小学的绳操、法
泗小学的流星球、一小的独轮车、二小的抖
空竹、金水学校的集体舞、四中的射击等，
都颇具特色。

这是江夏区教育局深入开展阳光体育

“体育、艺术 2＋1 项目”的丰硕成果。 现在，
他们将这一活动升级到“2+X”。

“体艺教育的深入开展，不仅仅是为了
解决硬件不足的问题， 也不是为了特色而
特色，而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择，培养他
们的兴趣，发展他们的特长。 ”区体卫艺站
站长彭艳说。

在彭艳看来，“上好学”不是简单的“课
开得越多就越好”，重要的是如何让学生受
益。 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 现就职于义贞
小学的专职音乐教师李盈， 一直尝试把先
进的教育理念运用到音乐教学中。 她的音
乐课大多以小组合作形式开展， 让学生在
“听、唱、演、做”中多一些自主体验。

“学生不是听众、看客，他们需要深度
参与，从学会聆听、演唱到生成性表演，甚
至分享音乐感受。 音乐课不再是唱歌那么
简单。 ”李盈说，“在这样的音乐课上，学生
不仅学会唱歌， 而且能从音乐欣赏中陶冶
情操，习得音乐素养，并在与同伴的交流中
培养协作能力，于表演中获得自信。 ”

与李盈一样，从“把课开全”到“把课上
好”，不让体艺课成为花架子，江夏区教育
人一直在探索。

“上好课 ”需要拥有高素质的体艺教
师， 江夏区为了提高体艺教师的教学水
平，成立了“体艺教师成长联盟”，吸纳了
全区 144 名体艺骨干教师 。 成长联盟每
月以学科为单位 ， 定期开展教育教学研
讨交流与实践活动。

“以前一个人做教研，孤苦伶仃，而且
工作无处下手。 加入成长联盟后， 我们在
一起备课，取长补短，碰撞出许多智慧的火
花。 ”李盈说。

拿什么留住你，体艺教师

教育改革每向前走一小步， 都要付出
艰辛的努力， 江夏区体艺教育的成功转身
也曾经历阵痛。

“师资短缺是最现实也是最严重的问
题。 ”侯文亮说。不过，办法总比问题多。江
夏区在事业编制不断缩减的形势下， 每年
引进 60 名大学生充实到教学一线。 其中，
体艺教师占 10 名以上， 都是体艺科班出
身，部分教师还是教育硕士。

针对一些边远农村学校体艺教师缺编
的情况， 区教育局提出了农村小规模学校
合班教学的设想，将班级人数少、年龄段相
近的学生按低段、中段、高段合编，一起上
体育与健康、 音乐和美术课。 区教育局还
安排城区学校体艺专职教师对口支援，郑
瑛就是由赤矶中学走教到金口街红灯小学
的音乐教师代表之一。 金口街教育总支将
求实中学、赤矶中学、义贞小学的体艺教师
派到红灯小学、贺岭小学送教，由教育总支

派专车接送。
补充教师是第一步， 将教师留住才是

工作重点。 拿什么留人？ 尊严与待遇。
如今在江夏区， 音乐等小学科不再是

“边缘”学科，体艺教师拥有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以前，音乐教师在评优评先工作中不
受重视，特别是农村体艺教师，极少有人能
够得到管理部门的认可。”郑瑛说，“但现在
不同了。 活动多了，得奖机会多了，也能评
优了。 ”去年，在区里组织的“艺术小人才”
活动中，郑瑛所带的合唱团获得了一等奖。
在以前，这是很难实现的。

除了评优评先，让体艺教师感觉“干活
有动力，生活有奔头”的，还有区教育局推出
的一系列创新举措，比如体艺教师申报制。

“过去，在给教师计算工作量时，语数
外等学科教师的系数是 1.3，音体美学科教
师的系数只有 0.8。 同样工作一个月，体艺
教师的收入只有语数外学科教师的一半。”
求实中学教导主任夏鸿兴介绍，“因为学校
认为语数外等学科教师课后要批改作业，
工作量大。 ”

体艺教师申报制实施后， 在取消传统
学科系数的基础上， 学校鼓励体艺教师主
动申请兴趣小组辅导任务， 代替语数外等
学科教师的作业批阅和培优补差工作量，
实现体艺教师与主科教师课时量的均等。
体艺教师辅导学生获奖的， 学校也将视获
奖等次给予奖励。

“现在基本达到了所有学科教师工作量
均等， 体艺教师与主学科教师待遇基本持
平。 ”夏鸿兴说，“教师申报非常积极”。 譬如
纸坊第二小学目前共有体音美专职教师 9
人，每个教师都申报了兴趣小组，包括航模、
乒乓球、排球、田径、舞蹈、绘画等。

“我们将教师的特长与学生的兴趣点充
分结合，让教师实现自己的价值，也让学生
在兴趣中成长，可谓一举多得。 ”纸坊二小校
长李秀丽说。

累并快乐着， 是江夏区体艺教师共同
的感受。 但一切皆有所值———在于自身待
遇的提高，在于精神的富足。 同时，体艺教
师的付出也为江夏区体艺教育的发展带来
了惊喜： 江夏区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在
80%以上； 合唱基地校在武汉市第二届校
园合唱节中荣获一等奖； 篮球基地校一中
代表队在 2012 年“体彩杯”武汉市青少年
篮球比赛新城区组中一举夺魁， 并获市九
运会冠军……

“小学科迎来了‘大时代’。我们期望通
过体艺教育，让教师教有所乐、教有所得；
让这里的学生学有所乐、学有所学。不以分
数论成败，不以高低论英雄，让学生自然地
成长，构建‘绿色’的教育生态。”面对成绩，
江夏区教育人如是说。

教育地理·湖北武汉江夏区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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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评价体系不完善和相关资源匮乏的影响，体艺等小学科教学工作一直没
能得到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的重视，发展缓慢。 但是，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南部的
江夏区着眼于体艺教学改革，从行政管理到资金支持，不断提升体艺教学工作
成效，使其成为学校特色发展的力量。 本期，关注“楚天首县”江夏区，看他们如
何破解体艺等小学科教育发展难题。

□本报记者 黄 浩 □特约通讯员 马 祥

小学科迎来“大时代”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加强中小学体艺教育纪实

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如何科学管理？ 虽
然各地实际情况不同，但提高管理效率有
着共通的办法。 至于怎么做，先看一个小
故事。

由于不忍心让孩子经历早起上学的
苦，一位家长写长信给市长，希望把上学时
间推迟半小时。市长觉得有道理，而且也符
合减负的方向，大笔一挥，指示当地教育局
落实。然而政策出台后，遭到许多家长的反
对， 理由是新规定打乱了原来的工作和生
活节奏———以前把孩子送到学校， 再去上
班正好，现在如果推迟送孩子，家长上班就
会迟到；如果早早送到学校，校门不开，学
生安全令人担忧；推迟半小时上学，再推迟
半小时放学， 孩子回家就比较晚。 不仅家
长反对，教师对此也有意见：难道晚半个小
时上学就能减轻学生负担？ 在一片反对声
中，这一规定很快就取消了。

类似的事情在基础教育部门并不鲜
见， 问题的普遍存在反映出地方教育部门
在管理和决策中的 3 个错误。 一是完全听
命于上级领导， 不管领导的决策正确与否
都积极执行，不敢把真实的想法告之领导；
二是在管理和决策时缺乏听取学校、学生、
家长意见的调研过程，随意决定，导致政策
朝令夕改；三是只做表面文章、政绩工程，

简单地认为推迟上课、 减少考试次数或科
目就是给学生减负， 而忽略了学生负担沉
重的根本原因。

显然， 这样的管理没有给学校发展和
学生成长构建适宜的外部环境， 无法营造
良好的区域教育管理秩序。 对于地方教育
管理部门来说，改变这一现状，提高管理水
平， 可以从落实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改革的要求出发，在做好管理的同时，把办
学权和评价权交给学校、社会机构，尊重管
理科学和办学规律，提高管理、办学、评价
的专业化水平。

厘清责任，不让管理成为糊涂账

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不能用行政思维
治理学校，而是要回归本位，在该作为的领
域一展拳脚，如果长期越权介入学校办学，

做得越多就错得越多。也就是说，无论管理
部门的决策是否正确， 只要逾越了管办评
分离的原则，都不可能是科学有效的管理。

但实际操作中，管理部门该做什么、学
校该做什么的界限并不清晰。 比如校车安
全问题。 有的地方政府把自己定位为监管
者———监督学校配备合格的校车、 安全运
营校车。受资金与自身能力所限，学校无合
格校车运营，导致学生安全出现问题。这是
因为相关管理部门没有厘清职责。 管理部
门应该是校车安全的责任人和主导者，保
障校车的投入，并负责校车的运营，而不是
只做监管者。

我国目前校车安全保障做得好的地
区，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导购买、配备合格的
校车，再由专门的公司运营校车。 所以，厘
清责任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前提， 否则责任

错位，教育管理就会是一笔糊涂账。

民主管理，构建制度听民意

科学的教育管理并不仅要求领导的职
业化、专业化，也需要管理部门负责人尊重
决策程序，能够听取学校、教师、学生和家
长的意见，基于调研和数据进行科学决策。

许多时候， 基层的教育工作者将管理
工作的科学托付于英明的、懂教育的领导，
殊不知规范的教育管理不能只寄望于领导
的个人能力，还应该有制度的保障。 所以，
解决区域教育管理工作不科学的问题，一
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教育官员、 校长的公选
遴选制度，把懂教育、懂管理的人选拔到领
导岗位； 另一方面则需要完善社区居民和
家长参与管理、决策、评价的机制，提高教
育决策的科学性， 避免行政领导把个人意

志强加给教育。
成立社区教育委员会， 推动学校建立

家长委员会，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委员会、家
长委员会的作用， 这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当前应做好的重要工作。 这比管理部门关
起门来决策或领导用“个人魅力”推动教育
发展更有效。

依法治教，制定规范放权力

教育管理部门要督促学校依法自主办
学。我国中小学当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
实践学校现代治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
门要放权，同时也要督促学校用好自主权。
相关管理部门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一要
带头严格执行教育法律法规， 一些地方教
育管理部门不遵守教育法律法规， 损害学
校、教师、学生权益是最大的问题，对地方
教育形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二要通过抓
教育信息公开， 提升教育管理和学校办学
的透明度，约束行政权力主体。

有效的教育管理不是用行政权力去指
挥学校怎么办学， 而是建立规范的教育秩
序，为学校办学、学生发展提供服务。 实现
教育管理的科学， 我们的教育管理者还要
学习许多知识，培养多项能力。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科学管理不是拼魅力
□熊丙奇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课程体验，是江夏区教育人的追求。 图为学生表演独轮车和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