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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长标准不仅是尺子
长宁区“校长养成宝典”今天出炉

! ! ! !校长引领一所学校，而教师则是引领每一位
学生的最直接“责任人”。学校便是践行陶行知先
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育核心思想的最重要场所。
近日，由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上海市陶行

知研究协会实验学校联盟主办，上海市行知实验
中学承办的“学陶师陶，做‘四有’好教师”主题演
讲比赛，再度点燃了本市广大教师学陶的热情。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
教师。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
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
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
一个个好教师，造就起了一所所好学校。他们

用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
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
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
功的喜悦。 王蔚

教育好声音

争做!四有"好教师

! ! ! ! !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实践案例解读丛书"共

计八本#中小学校长系列六本#中小学书记和幼儿

园园长各一本$中小学校长系列根据!校长标准"的

!项专业职责%%%&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

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

外部环境(#来编排六本书$中小学书记和幼儿园园

长两本则是按照书记'园长评聘职级标准的要求内

容编排$丛书的每一章都有长宁区校长写的案例和

专家点评$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原副

主任'巡视员尹后庆作序说#校)园*长和书记在学

校管理这个实践性极强的岗位上既不是脱离实际

地去&掌握理论(#也不是停留于&不需要理论的个

人经验(#而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的知识'技能与情意

为一体#真正形成具有思考型的实践力$

本报记者 马丹

今年秋季开学伊始，市教委在17个区县全面试行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通过特色课程共享、师资柔性流动等
方式，将优质学校与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的学校，或者大
型居住社区公建配套新建学校等结成办学联合体，让更
多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家门口好学校”的优质均衡义务
教育。“近年来，择校热的背后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
求，而一所家门口的优质学校往往离不开校长，也就是
学校掌门人对办学理念的‘掌舵’。”长宁区教育党工委
书记陈设立说，优质学校的掌门人究竟该如何培养和选
拔，究竟怎样才算是合格的校长，这是许多校长一直在寻

找的答案。
今天，长宁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长都收到了一套新出

版的“校长养成宝典”———《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实践案
例解读丛书》。陈设立说，今年年初，教育部首度发布了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以下简称《校长标准》），
它规定的5个基本理念、6项专业职责和4个方面实施
要求确实给了校长们一把尺子，但如何让更多优秀学校
的校长能够分享和共享经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正是
今天长宁区出版这套“宝典”的初衷。“校长标准不仅仅是
一把尺子，更是一份共同成长的指南。”

制图 董春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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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教育学院院长陈晞举了两个案例。
褚忠，某小学校长，始终梦想通过学习型

组织建设激励教师主动发展，不过，他也知
道，学习型组织不是空中楼阁，必须建立在教
师专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班主任工作是
学校教育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抓手，所以，如何
促进班主任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校学习型组
织建设的基础。然而，突破口在哪里？褚校长一
直没有找到。庆幸的是，在与陈丽老师的一次
谈话中获得了启发。陈丽，两年前毕业于某师
范大学教育系，虽然教龄不长，不仅教学工作
出色，而且，思维活跃、乐于创新、合作能力超
强，获得同事、学生及其家长一致赞誉。所以，
褚校长建议陈丽从本年度起担任三年级（!）
班班主任工作。陈老师在欣然接受校长建议
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请求，她说：
“请校长支持我对班级管理方式做一些改变

或者说改革，否则，还不如继续做任课老师。”
“在上述案例中，褚校长感谢陈老师富有

启发性的观点，同时鼓励陈老师大胆实验，陈
老师则感谢校长对她的理解和支持。其实，在
校长与教师交谈甚欢的背后，包含诸多学习
型组织的要素。”陈晞说，学习型组织不是为
了学习而学习，目的在于解决工作或生活中
的各种实际问题。褚忠校长就是努力通过建
设学习型组织，解决如何促进教师包括班主
任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陈丽老师虽然年轻，
但思维活跃、乐于创新，她不满足于做一位无
所作为的班主任，提出了改革班级管理方式
的要求，试图解决班主任工作在现代教育体
制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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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范围广泛，但教学手段却并不
多。“何不用中国五千年已有的成果，来展示

中华的传统美德，用文化经典作为载体传递
道德思想呢？”上海市江苏路第五小学校长孟
水莲说，对于学校来说，引入一个全新的道德
教育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推行就
要狠下决心、排除万难。于是，几年前开始，江
五小学就全面推进“诵读经典”，并尝试着将
其活动科学化、系统化、课程化。例如，开发了
符合小学生认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导读校
本课程，通过传统艺术活动来发展学生兴趣
特长，以蒙学经典培养学生行为习惯，把《弟
子规》等进行重新编写，制定出符合校情的
《小学生行为规范训练手册》，使之成为学生
行为检查的标准。

孟水莲说，关心下一代要从文化传承着
眼，要从儿童一生需要着眼，要从先教会做
人、正心正德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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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在照顾“大多数”，考

虑“平均分”的课堂教学设计思想指导下，不
仅拖垮了一些学科上有弱势的学生，也阻碍
了一批学生强势智慧的充分发挥，加上初高
中衔接不当、新环境适应等因素，会让学生在
高中阶段出现较大的分化。去年 "月，上海高
考新方案出台后，“!#!”的高考科目更是对高
中“走班”提出了新要求。“高中‘走班’学习势
在必行了，但到底哪些科目走班，又该如何管
理，其实并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月份从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调任天山中学担任校
长的潘敬芳一直都在琢磨，怎么才能让学生
在走班中有更好地成长。
“分层走班，不仅仅是对高考改革的应

对，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选择。”在华
政附中时，潘敬芳就曾推出过教师、家长、
学生三方参与的听证会，对是否需要在高
一年级“走班”和对哪些学科走班进行听
证。最终，三方商定高一的数学、物理、化学
学科作为“分层走班”试点，物理和化学各
分 ! 层，由学生自主选择层次；数学依据学
校数字化平台多次考试划分标准，教师提
建议、学生家长提意愿，再由学生与咨询组
共同商榷决定层次。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