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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查显示，人事自主权、经费使用
权、资源配置自主权和育人方式自主权
是校长们最希望获得的自主权为校长们
最渴望获得的 !项自主权利。

在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分为基础型、
拓展型和研究型三个方面，其中，基础型
课程占据总课时的 "#$左右，弹性也最
小。上海市武宁路小学校长孙纳新希望，
在规定的总课时框架下，学校可以不用拘
泥于今年上几节，明天上几节的束缚，灵
活将课程排列组合，满足不同学习内容的
需要。学校自主带来的收益，在该校校本
课程体系设计中已经有了体现。!!门课
程，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民主征集；根据课
程内容特点、学生兴趣周期的心理特点，
学校将学习周期较长、技能要求较深、思
维要求较高的课程，开发为长课程；将一
些学生想体验，容易学，但又容易产生

“兴趣超限”效应的课程缩短，形成短课
程；把一些反映社会时事，反映时代精神
的主题教育和专题教育课，编为微课程。
长、短、微课程相结合的设置形式，更加科
学合理，更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需求。
学校还研发了数字护照平台，实现了学生
选课的开放自主，实现了教师管理的高效
便捷，“一人一本”的数字化档案，成为了
解孩子的兴趣取向、记录孩子参与活动的
过程、记录孩子的收获的成长册。这份档
案也成为了教师和家长了解孩子的兴趣
取向、参与活动程度，了解学生特长以及
孩子在活动中的成长经历的参考。
校长们也希望，在师资配置上，学校

也能有更多自主权。论坛上，某省一名校
长吐露了自己的苦衷。大约十余年前，该
校为满足规模扩大的需求，组建专家团
队自行招聘了一批教师。这批老师很快

度过磨合期，挑起大梁。但是，从去年开
始，“自由恋爱”变成了“包办婚姻”，师资
招聘权收归上级主管部门，学校不参与
面试过程，新教师要到新学期开学前几
天才“揭开面纱”，给学校师资培训带来
不少难度。事实证明，一些新教师凭借出
众的笔试成绩入选，但面试表现不佳，课
堂掌控能力不强，并不能达到学校的要
求。这名校长担心，这么做，最终伤害的
是学生。江苏省常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杨文娟认为，政府要管的是“标
准化办学、合格学校的规范、法治和提供
服务”，在学校的办学方向、理念和课程
改革、评价机制等，应该放手让学校做
主。上海市进才中学北校校长金卫东建
议，教育管理也可尝试建立“负面清单”，
为学校办学划好底线，大胆放权给学校
办出特色。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年，本市建立了中小学生学业质量
“绿色指标”评价体系，不以分数至上，而是通过
身心健康、学习动力等十项指标对学业质量全
面评价。记者从本届论坛获悉，沪版“绿色指标”
已经走出上海，为长三角更多省市所借鉴。
合肥师范附小校长就是该市“绿色指标”试

点学校之一，也是当地居民有口皆碑的名校。
“校园不应该被社会上一些错误的教育观所绑
架。”校长张红从 &"'&年起就在该校任教，做校
长也有 &(个年头，也见证了家长教育理念的转
变。她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很多家长认为，只要
能让学生成绩好，管得严，就是好学校。学校实
行课程改革，减轻学生负担，作业少了，家长的
质疑却来了。学校通过亲子阅读、亲子博物馆之
旅等活动，引导家长改变理念，意识到小学阶段不
能只满足与填鸭式的灌输，而应该注重培养孩子
的习惯、了解孩子的兴趣、启发孩子的好奇心。张
红坦言，这样的转变很艰难，大约持续了四五年的
时间，但成效初显。除了成绩，身体素质、学习潜
力、心理健康成为家长们关注的重点。论坛公布
的校长调查显示，有 )(*&+的校长认为，办学质量
应该由政府购买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进行评估。
"',%$的校长赞成应该根据评估的内容和性质来
确定，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一刀切”。张红
介绍，该校也通过与高校合作，通过第三方视角
根据绿色指标体系，全方位衡量办学质量。

武宁路小学是上海市首批新优质学校，校
长孙纳新则分享了该校在引领家长改变教育理
念的经验。该校创设了一系列条件让家长了解
自己的孩子，从而指导家长为孩子提供相适应
的教育资源和辅导，例如开设家长学校，通过儿
童教育专家的言传身教引导家长如何理解孩
子，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改善亲子关系，如何
面对“问题孩子”。学校创造机会，让家长参与到
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来。每月一次的家长开放日，让家
长有机会亲眼了解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学校通过数字
护照记录下学生每一次的选课项目以及在课程中的表现，
为家长了解孩子的兴趣取向提供了科学的、可借鉴的参
考，减少了盲目的培养所带来的适得其反。学校通过精心
设计校本作业，指导家长参与减负，避免了家长胡乱购买
课外练习的冲动，杜绝了“学校减负，家庭增负”的现象。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谁来帮助校园“松绑”?
校园，本该是老师潜心教学、

学生静心读书的地方。但是，近年
来，时常能听到老师和校长感
叹，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规
定，给宁静的校园增加了喧闹
之声，也增添了学校的负担，而
这种压力，又会无形中转嫁在
老师和学生身上。
上周末，由上海教育报刊

总社、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浙江
教育报刊总社、安徽省教育宣
传中心共同主办的“2015年
中国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在
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闭幕。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校长视角
下的管、办、评分离”，一项针对
沪浙苏皖四省市 250位校长
的调查显示，政府对学校进行
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和评估，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办学
自主权和活力的激发，学校渴
望“松绑”。

每月都要接受检查
!一名校长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关于

学校面临的检查太多的话题，几年前
经媒体呼吁后，政府主管部门曾经出
文清理了部分评比。但一阵风过去，
一项项名目繁多的检查和评比又悄
悄冒出头来。一学期下来，大大小小
的检查大约有十几项。每一项检查都
要准备厚厚一沓资料，后来又要升级
引入信息化手段，除了电子和纸质文
档，还要求交视频材料、刻录光盘。学
校应接不暇，只能找外包服务，又增
加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些评比则在
逐年升级，评完“示范”又得接着评“示
范引领”“标兵示范”，还不够，再升级。
校长想婉拒，但上级部门不答应，觉得
学校不够积极主动；评比检查团来，一
定要校长亲自接待，到场，否则就是不

重视。这名校长曾经一个星期接待了三
项评审，内容毫无关联。
食品卫生、校园安全、卫生防疫……

对于学校而言，这些当然都重要，但是，
这名校长坦言，在林林总总的检查中，真
正能起到督促学校办学的不足 %#$。
论坛上发布的调查结果，也证明这

名校长的困扰并非一人独有。本次调查
对象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四省
市 %-#名中小学校长，由安徽省教育厅
负责发放调查问题。调查显示，)),($的
校长认为，最主要的障碍是政府管理教
育越位、缺位、错位。在当前政府的“三评
一查”（即项目评审、教育评估、人才评价
以及检查事项）中，问题比较突出的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教育评估，占
(",($的校长认为它对落实学校办学自

主权影响较大，而另一个是检查事项，占
-&,!$的校长认为其影响大。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兴
国教授指出，近年来政府之所以越位管
理，或多或少源自于政府对学校自主管
理的不放心。在校长们心目中，政府最
主要职能依次为“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
的行政干预”“加强对学校自主办学的
指导与监督”“建立教育经费投入稳定
增长机制”“建立分类指导、发展性评价
的指标体系”。
“学生、老师的评价，老百姓的口碑，

才是最有价值的评价。”成为不少与会者
共同的心声。半数以上的校长认为，应该
建立由学校负责人、教师、学生及家长代
表、社区代表等参加的校务委员会，来实
现对学校的民主管理。

师资课程让学校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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