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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

师资流动和文化认同
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校肯定好

于分校，而分校在师资配备上通常
不如总校。同样，在老师心里，总校
教师的地位肯定要比分校高，心理
上会有一定的落差。校长何学锋告
诉记者，早在 !""#年开办春城校区
时，校领导团队对“分校”和“校区”
的提法是有过斟酌的，最终确定不
办分校、只办校区的思路，并确立了
“把新校区办得与老校区一样优秀”
的目标。为此，学校在师资配备和核
心文化认同上下了功夫。

春城校区开办的第一年，老校
区从现有中层及骨干教师队伍中选
派出 $名管理人员组成春城校区中
层团队，在总共 #"名的新校区教师
团队中，有 !"名是老校区派出的骨
干教师，分布在新校区各年级、各学
科中。之后连续三年，根据新校区扩
班的规模，老校区保证至少调出所
需数量 %"&的成熟教师进入春城校
区，而新招聘的教师中的 %"&则进
入莘松校区。当时两校区几乎所有
的会议、教研活动都集中在一起开
展，教学研究活动，一般都由实小成
熟教师先行示范，新进教师跟进实
践。总之，在开始的两三年里，春城
校区的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先保证对
老校区的“拷贝不走样”，这样的做
法在短时期内使春城校区的教育教
学质量迅速赶上了莘松校区。

学校确立了秉持前身蒙正学堂
“启蒙养正”的办学核心理念，力推
“群且自主”的育人之道，认为教育的
视野既是成就学生的成长，也是成就
教师的发展。对于教师，学校既倡导
团队协作，又强调自主发展。通过系
列化的新进教师培训、丰富的教师文
化校历活动、多元的教师发展平台，
取得全体教职员的文化认同，形成了
共同的发展愿景与理想追求。
在日臻成熟中，春城校区逐步

萌生创新做法。校区开办第三年举
行的“少代会”，从方案策划到过程
实施，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与特
点，过程中学生参与充分，民主意识
凸显，理念创新，对老校区原有制度
与经验形成了很好的补充与丰富。
这种“反哺”正是建立在相同的价值
理念和一致的文化认同上。校区的
发展策略也因此从“单向辐射”转变
为“同生共长”。

管理突破和机构改革
办学运行的初期，为了充分保

证校区间的同步均衡发展，学校提
出了“统分式条块交叉管理”模式，
即学校实行“一套班子集中统一领
导”，运行中校区作为“块”，侧重协
调监督，部门作为“条”，侧重研究策
划。日常运行中，各项工作都首先由
部门“条”拿出策划方案并统一发放
到各校区，校区的条线负责人则按
照方案严格执行。在这样的发展策
略指导下，部门“条”的作用得到了
特别的强化，确保办学推进中步伐
与内容的一致性。但在过程中学校
越来越意识到，校区捆绑在一起，看
似步伐整齐，行进稳当，但明显缺乏
对差异性和个性化问题的有效关
注，更缺乏校区发展的整体性思考
与统筹，分管校区的副校长在管理
运行中被边缘化，各校区师生的个
性发展需求、校区各自特殊的发展
背景和资源被忽视。

!""'年 !月，在春城校区开办
半年后，学校迎来第一次组织机构的
变革，将原有的教导处、科研室、德育
室、校务办公室、总务处和寄宿部六
个中层组织机构调整为课程教学部、
学生工作部、信息技术部和校务管理
部四个中层组织机构。第一次变革更
有利于各部门对于两校区工作的整
体性策划和资源的集聚优化，也使每
个部门成为学校管理网络中最重要

与最具活力的“核心节点”。比如分管
教师授课的教导处与分管教师教研
的科研室合并为课程教学部，就让教
师的个人专业发展和学科的研究推
进获得了完整的管理与指导。

!""(年 )月，景城校区开办，
由于校区分散、教师众多和管理层
级增加，各类事务处理的程序与环
节更为复杂，三校区间需要协调与
统筹的事务也急剧增加，校长、书记
以及各部门主任的工作精力极大分
散。在此背景下，学校酝酿成立了
“管理发展中心”，由校长助理担任
主任，主要职责是党政事务的统筹
协调、教育质量的视导督察、教育科
研的整体规划、政策制度的研究制
订、人力资源的开发建设以及校内
外的文化宣传等。在校区个性和特
色开始呈现的过程中，这一部门的
设置，保障了学校核心理念、文化底
色与制度规范的一致性，也起到了
对校区、部门、条线创新做法的及时
提炼、放大和推广的作用。

!"*#年秋，畹町校区开办，校
区、部门以及教师间的互动频率进一
步加大，管理的幅度与成本进一步提
高，集团化办学的特征越发明显。如
何借鉴和利用集团化办学的优势来
进一步创新办学管理体制，学校进行
了第三次的组织机构变革。
这次变革，一是在四校区层面设

立“三大中心”，即将原来的“管理发
展中心”调整为“管理评估中心”和
“教师发展中心”，前者进一步增强四
校区的整体管理协调与自我质量调
研监控，后者进一步统筹与规划教师
校本培训课程，凸显集团化办学过程
中教师培养优势；新增“课程研发中
心”，以进一步强化课程建设层面的
集中研发优势，不断形成与打造各校
区具有特色的品牌校本课程。二是将
“课程教学部”、“学生工作部”和“校
务管理部”的设置下移至校区内部，
落实“条块交叉以块为主”的发展策
略，增强各校区工作策划与推进的整
体性、自主性与创新性。

情感凝聚和历史寻访
!""#年开办新校区至今，学校

教师人数从最初 )"多人增至近 #'"

人，平均每学年新引进教师 %"到 #"

人。大量新人在短时间内集中进入，
他们对学校原有价值理念与文化传
统的认识不一致，价值观多元，学校
的凝聚力与内生长力面临严峻挑战。

对此，学校及时提出了“每一个
都重要”的口号。每个学年，学校都会
制作短片在教师节播放。短片里，包
括后勤部门在内的每位教职员工一
个不落都会被录入视频。虽然只有短
短几秒钟的亮相，但传递给每一个教
职员工的是“学校很重视我的存在”。

学校通过“创意工作榜”和教育
人生录”等宣传平台及时捕捉和放
大每位教师的点滴成功。从一线教
职工中征集工作中的创新和体悟，
征集体现教育精神的人和事。比如
哪位老师运用了创新教学方法，哪
位老师助人为乐……这些信息成为
教职工大会、校刊《紫藤花开》等平
台的素材资源，成为教职工自我教
育的信息来源。
“三八”妇女节，学校男教师集

体在何学锋校长的带领下为女教师
们献上鲜花和礼物。学校还为女教
师们拍摄“工作艺术照”，留下她们
在讲台边和课桌旁的倩影。每年 %

月第二周的班主任节，学校精心策
划主题活动，校长何学锋等会给每
位班主任老师写上一张贺卡。教师
节，学校表彰“相伴实小二十年”、
“实小终身教师”等获得者，激起教
师的爱校情结，让教师为自己平凡
而执着的教育人生而感动。
今年恰逢建校 **"周年，学校

策划了“百年寻访”主题活动。四校
区团员青年教师在团总支组织下，
分“校史风云”、“前辈故事”、“身边
人物”和“看见未来”四个方面进行
寻访。他们或走进档案室查找校史，
或走进退休教师家庭倾听“前辈故
事”，或深入在实小工作 !"年及以
上的“老教师”，或来到中学访问曾

经的实小学子。在寻访中团员青年
教师寻找到了一种坚守的力量。学
校大队部向全校学生发起了利用暑
期进行“学堂里的新鲜事”红领巾寻
访活动，通过采访实小老师、毕业生
和身边的实小人，了解实小 **"年
来的发展历程，感悟百年学堂独特
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同而自主，特色发展”总体
发展策略指引下，闵行区实验小学
何学锋校长带领全体管理团队成员
以及广大教职员工，经过十多年的
努力，四个校区已经或正在形成校
区的文化特色，莘松校区孕育出充
满浓郁书香的儿童经典阅读文化特
色，春城校区形成了注重学生综合
素质提高的教育戏剧文化特色，景
城校区则在英语学科特色基础上发
展出国际理解教育文化特色，畹町
校区利用校区场地优势正在培育科
技教育文化特色。
“让学生主动快乐地学习，享有

童年生活的充实与幸福；让教师主动
智慧地工作，体验职业内在的尊严与
价值”是闵行区实验小学的矢志不渝
的办学追求。在“蒙正”精神的引领
下，学校正在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在
教育浪潮中一往无前、劈波斩浪……

本报记者 金雷

特约通讯员 周嘉琪

一校四区同而自主
均衡优质特色发展

———闵行区实验小学走出一条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新路
民众对基础教育的普遍重

视，尤其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
求，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同时给为政府推进优质学校
集团化、学区化办学探索带来了

难得的机遇。2014年9月，在
闵行教育规模持续拓展的大背
景下，因学区内生源的急剧增
加，闵行区实验小学在先后开办
了莘松、春城、景城校区之后，又

开办了第四个校区———畹町校
区。十多年的探索和变革，闵行
区实验小学走出了一条基础教
育集团化办学的新路———同而
自主，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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