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泸州：
林间课堂学采笋

4 月 19 日，四川省泸
州市纳溪区打古镇的学生
在竹林中学习竹笋识别、
采摘。今年开学以来，四川
省泸州市积极探索让学生
走进自然的校本课程，把
菜地、 竹林、 农家当作教
室 ，把锄头、竹笋、鱼篓等
置为教材，聘请老农、工匠
为兼职教师， 指导学生参
与农事劳作， 培养学生爱
农敬农， 激发学生的学习
潜能。

杨涛/摄

【教育地理 】 锁定区域亮
点工作、课改有效举措，挖掘成
功经验，展示教育风采。3000字
左右。

【管理视界】 借鉴企业管理
经验，解读教育管理科学，分析
管理现象，指导教育实践。2000
字左右。

【问政局长 】 一线教育人
向局长提问、对教育现象“开
炮”；教育局长答疑解惑，展示
经验。欢迎教师提交问题，我们
约请局长一一解答。

【决策者说】本栏目定位“行
动力”，邀请有想法更有行动的
教育主政者，笔谈教育改革之
策、教育工作之美，区域教育之
变。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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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
期呈现。每篇15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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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基层的
专业自主权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常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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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投稿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112016年 4月 27日 版

图说区事

本周刊“局长课堂”栏目连续三期关于局长（区域）阅读的策划，搅热了这个春天的读书话题。许多读者纷纷投稿讲述自己

的读书经历，分享区域内的阅读故事，还有的教育局长意犹未尽，继续探讨关于阅读的话题。在第21个“世界读书日”之际，周

刊再次选发一位教育局长的读书故事，看他怎样让“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同时再次发出倡议：2016，我们读书吧！

□任 勇

湖北孝感：

让“孝文化”在学校生根
□通讯员 程建专 胡继舟

不是当了局长，我才开始阅读。 儿时
买的第一本书，是高玉宝的《我要读书》，
定价为 0.42 元。 没想到，这书名也契合了
我“一路读来”的人生之旅。

师者之读，让教育更精彩

我在中学教了 27 年数学 ， 为了教
好书，我东买西购一万余册数学 、科学 、
文化等方面的书 ，订阅了所有能订到的
中学数学杂志和其他教育类期刊 ，我在
书海中获取知识 、得到启迪 ，在书海中
探索与创新。

我有这样一个观点 ：“一切知识懂
一点，一点知识懂一切。 ”前半句说的是
文化上的“博学”，后半句说的是专业上
的“深学”。 有了这“博”与“深”，我这位
数学教师给大家的感觉是很专业 、懂教
育。 因为我读了大量的数学教育教学方
面的专业书 ，仅趣味数学方面的书我读
了不下 100 本 ， 满脑子都是数学趣题 、
趣味活动和趣味故事 。 因此 ，我的数学
课能不生动吗 ？ 教育方面的书 ，我是从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 100 条建
议》开始的，大量教育书籍的阅读 ，至少
让我的教育带有素质提升 、 带有温度 、
带有差异发展 ， 相对逼近教育之本原 。
文化方面的书 ，涉及民国学术文化的各

类读本基本上是“过”了一遍 ，四大名著
读了多遍， 西方文化名著读了不少 ，初
为人师时，我曾在全班学生面前一口气
把 《水浒传 》 中的 108 位好汉排名 、星
宿、绰号说下来，学生钦佩不已。

校长之读，让管理更文化

当校长 7 年， 一是数学专业的书刊
我一直都在读。 《数学通报》《数学教育学
报》等杂志期期必读，这样才能保持一定
高度的学术敏感， 才有最具前沿的专业
视域，到数学组发表见解，我才有专业自
信。二是教育教学的书刊，新书一出就争
取购买，买到手就及时阅读，读了之后便
思考、 研究， 且思且研后就想传播和践
行。至于像《人民教育》《教育研究》《中国
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刊物，基本上是
收到就读之，随身携带的电脑包里，放的
都是这些刊物，有时间就读，及时学习新
的教育理念，掌握新的教育信息。三是学
校管理类的书， 这些书算是校长要练就
的“看家本领”，这类书有理论探索的、有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实践案例的，书一
到手我会先粗略地读一下， 再各选一些
细读之， 很有价值的就会常读之、 研读
之。 如张楚廷的《校长学概论》先精读选
项，然后再“博览群书”：《校长学》《校长

素质论》《成功校长的实践与研究》《现代
学校管理学 》《给校长的建议-101》《学
校文化管理》等。

读了这些管理之书 ，我做管理的底
气足了 ，学校管理也从制度的 “法治之
管 ”走向人文的 “文治之管 ”，管理体现
了尊重人 、关心人 、培养人 、激励人 、开
发人的有人情味的管理 。 “文治 ”，依靠
人文关怀等激励手段 ，调动 、激活师生
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 追求主动发展 ；校
长则像导师和朋友 ， 属于育才型校长 ，
而不是指挥型校长 ， 更不是严管型校
长；“文治”，以内激为主，着重满足师生
的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 ，依赖于工作和
学习本身的魅力 。 文化就是力量 ，文化
浸润的学校其行必远。

局长之读，让影响更自然

当了 10 年的市教育局副局长 ，读
书的面更广了 ，个人读书的影响力也大
了。 我没有刻意去推动读书 ，但这些年
受我影响而读书的教师越来越多。 一是
通过活动影响 ， 如我积极参与和推广
“教师学习共同体 ” 活动 ， 渐渐地厦门
“教师学习共同体”星火燎原 ，多家教育
媒体深度报道 。 二是通过讲座影响 ，如
我每年都要给新教师 、骨干教师 、学科

带头人、专家型教师、各级校长讲座 ，讲
座中多有“学习之道”内容 ，让教师和校
长深知“最是书香能致远”。 三是通过讲
话影响，作为教育官员，“讲话”自然多 ，
我充分利用各种 “讲话 ”之机 ，讲 “读书
比什么都重要”，讲 “读书是最美的生命
姿态”，讲“读书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讲
“读书铸就教育梦、铸就中国梦 ”。 四是
通过著述影响 ，我给厦门市教师的一个
印象是“管什么就编写什么书 ”，我分管
职业教育，就主编了《现代中职生丛书 》
6 本 ；我分管体育艺术 ，就写了 《艺术教
育的理性走向 》《体育竞赛辅导的若干
原则》等文章，给教师的感觉是 “不读书
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 我分管学校安
全，就带领全体保卫干部读了大量的学
校安全方面的书 ，编写了 《中学生安全
教育读本 》 《保护我自己———少儿安全
自助 36 计》。

作为书生局长 ，我给人的感觉是天
天阅读 ，天天进步 ；终身阅读 ，终身 “觉
悟”。 “阅读是终身的 ”，阅读不止 ，涵养
攀登精神高峰的动力不止。 天下第一好
事是读书，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读书日 。
一路读来， 书像火把照亮了我的世界 ；
一路读来，书让我无声地进入了一种恬
淡、怡然之境。

（作者系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

由于不同学段、 不同学校面临的
现实问题存在明显的差异， 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也有明显的
不同。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在实施管理
时， 应该多一些指导和引领， 少一些
“一刀切”的命令，激发基层学校和教
师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活力。 教育管
理要特别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要避免管理模式化。 教学
需要模式，但要避免模式化。 不管什
么学科 ，不管教学内容特点 ，一味地
要求所有教师采用相同的教学模式
授课 ，相同的评价指标评课 ，就是模
式化的具体体现。 这种专制、束缚创
新的管理方式， 不仅禁锢了学生，同
样捆绑着教师，无视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 ，无视千差万别的需求 ，是完全违
背教育宗旨的。

上海市虹口区在承担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试点项目 “开展数字化课程环
境建设和学习方式变革实验 ”（简称
“电子书包”）5 年来，试点学校不断增
加， 但始终坚持不给学校布置统一的
试点任务， 每所学校依据自身的特点
选择试点方向， 有的在基础学科领域
进行探索， 有的在拓展性课程和研究
型课程领域实践； 有的关注学生阅读
过程的记录与分析， 有的关注作业的
个性化处置……风格不同的研究领
域，为总项目提供了多样化案例，丰富
了大家对数字化环境下教与学方式的
新认识。

第二，要激发基层活力。新一轮课
程改革已经走过 13 个年头，教师们对
新课程的理念已经有较高的认同度，
但对课改总体的满意度不高。 原因何
在？课程改革从启动到实施，采取的是
行政管理模式，由国家制定课程方案、
学科课程标准， 出版社聘请专家编写
教材， 教师根据国家的要求实践新课
程……问题是， 专家常常不了解基层
的教学状况， 一线教师又很难理解专
家的意图， 导致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巨
大落差。

虹口区教育局在教育管理实践
中， 注重发挥学校和教师的主观能动
性， 涌现出一批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
革方面颇有建树的学校。 如丽英小学
的“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实践”，幸福
四平小学的“小班化教学研究”，曲阳
四小的“科技坊系列课程”，第四中心
小学的“协同教学实践”，等等。将课程
改革自主权下放到学校， 充分发挥了
基层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 取得了很
好的效益， 在上海市教委确定 “十三
五”教学改革实验区时，很放心地选择
了虹口区。

第三，要切实给校长放权。理顺教
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 切实放权
给学校，让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是
激发基层专业自主权的关键。 虹口区
主要在 4 个方面做了探索和实践：一
是给学校制定办学章程、 建立学校制
度体系的权利。 让学校依据国家的法
律法规和教育政策， 自主设定学校办
学“基本法”。 二是给学校制订发展规
划、建立自评机制的权利。 完善、有效
的自我评价机制， 是学校可持续发展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是学校真正走
向成熟和自主的重要标志。 三是给学
校聘用教师、分配绩效的权利。学校有
权与教师签订工作协议， 有权依据协
议辞退不符合本校要求的教师。 教师
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由学校自主制
订， 经教代会或全体教师大会批准后
执行。四是给学校建设校本课程、特色
发展的权利。 鼓励学校在高质量完成
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办出自己的特色，
是虹口区教育局的一贯主张， 许多学
校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如鲁
迅中学的“鲁迅文化特色”，虹口高级
中学的“小走班实验”，虹口实验中学
的“新优质学校探索”，华师大一附中
实验中学的“分层递进教学”，柳营路
小学的“81 个好习惯”，等等。

当前， 虹口区教育局正在进一步
梳理教育管理的权利清单和责任清
单，随着这些清单的出台，教育行政部
门与学校权责的界定将更加清晰，教
育管理将更加规范有序。

“百善孝为先”，尤其对孝感这座城市
而言，孝文化是当地人祖祖辈辈传承的精
神财富，如何一代一代继承这笔财富？ 学
校是最重要的教育场合。 为此，孝感市在
孝道教育方面花足了心思。 近年来，该市
在全面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同时，研究
制订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
的意见，通过培训会、现场推进会、视导检
查、诵读演讲、专题展览等措施，激励学校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孝文化，不断推
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文化熏染，优化校园育人环境。 孝感
各地学校在建设过程中注重校园每个细
节的打造， 力求使教室文化、 办公室文
化、宿舍文化、食堂文化与校园整体文化
建设浑然一体，让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石、一物一景、一墙一楼都体现出文化
内涵。 比如，安陆市紫金路小学在实施改
造工程时， 积极挖掘恢复明清徽派建筑
风格， 将改建后的各教学楼分别取名为
“书院楼 ”、“翰墨楼 ”、“紫金楼 ”、“经纶
堂”和“晚香阁”，并邀请书法名家题写楼
名，成为当地一大景观。

各地学校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内容和《三字经》《论语》等传统经典
篇目，打造为校园文化墙，建设孝德文化

长廊，营造校园良好环境和氛围。 如孝感
市玉泉小学确定以“孝正”为校园核心文
化，打造了“三园一苑、一廊一道”和“琢
园、淙园、汩园”，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园林
建筑相映成趣；孝德长廊上，经典篇目跃
然墙上；教室外走廊里，孩子们自己装点
孝德展示牌；校园玉苑中，到处是孩子们
绘制的孝德彩画，图文并茂、润物无声。

课程浸润，在课改中传承孝道。 结合
新一轮课改和教材建设， 在抓教育教学
质量的同时， 孝感市教育部门鼓励和倡
导各学校研发校本教材，加强德育渗透。
该市先后编写了 《中华孝文化读本》《孟
宗的故事》《黄香三字经》等地方教材，并
成为各中小学的首选。 同时，一些学校还
对国家课程进行拓展， 如语文课组织学
生诵读《论语》《孝经》等经典作品，积淀
“孝”文化功底；思品课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了解国情，逐步提升“孝”文化道德境
界； 历史课激发学生以史为鉴， 吐故纳
新，为传统的“孝”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
涵；手工课引入孝感雕花、剪纸、皮影等
传统艺术， 让学生感受当地传统文化的
魅力。 2015 年，该市还举办了首届孝德文
化主题班会课件、教案、论文评选活动，
集中展示孝德文化成果。

活动引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孝感
市注重开展孝心、孝行活动，各学校利用
重大节日开展感恩书信、 孝心孝行月、
“日行一善、知恩图报”等主题教育活动，
开展了“十大孝亲敬老小天使”、“湖北省
美德少年”、“孝感市美德少年”等评选表
彰活动，营造了“知孝、行孝、扬孝、向善、
向上”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学校着力培养
学生的孝心，提升学生的孝能，引导学生
的孝行， 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
化。 如黄香故里、云梦义堂中心小学开展
“读一本黄香书籍、 讲一个黄香故事、写
一篇主题作文、做一件行孝事情”实践活
动，把孝德教育推向常态化；孝南区三汊
镇中学通过撰孝、学孝、评孝等措施，对
学生进行孝德文化教育； 孝昌县丰山镇
红卫小学通过图文并茂展示 《二十四孝
图》、孝亲敬老教育、开展“道德之星”评
选等活动，打造孝德校园。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 促使孝感
市孝文化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接下
来，孝感市还将努力建设一批“班子建设
好、道德教育好、活动阵地好、教师队伍
好、校园文化好、环境建设好”的“六好”
文明校园， 使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成为精
神文明建设的亮丽品牌。

一路“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