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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周刊

制图 中国教育报 王萌萌

2021 年，一系列的教育政
策，给基础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影
响，其中“双减”政策力度之大、
推进之快，前所未有。

我认为，“双减”之减，是深
度推进素质教育的第一步。每
所学校还应该根据自己的区域
条件和学校课程资源条件，尽可
能多地为学生提供更加自主、更
多选择的成长环境。也就是说，
今天的“减”，是为了明天的

“多”。校长未来最重要的工作
应该是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
更多的丰富阅读、丰富经历和丰
富活动。

我把“丰富阅读、丰
富经历和丰富活动”称为“丰富
课程”，杰出人才的涌现与其成
长方式、生长的“土壤”息息相关，
把“土地”还给孩子，就成为了学
校课程设计的一种重要思想。

经过过去40多年的教育实
践，我已确认，有了“丰富课程”
体系，孩子们才会有更多的自主
学习空间，才会有真正的个性成
长。我认为，今天的“延时服
务”，只是初级版，其升级版应该
是“延展课程”。在天一中学，为
了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在学校课
程设计中，我们不仅全面落实了
国家课程学习的各种任务，还开
辟了众多的“自由土地”：科技
节、体育节、艺术节等，每个节其
实就是一个课程板块，蕴含50
至 60项活动，活动都由孩子们
自己设计、组织和自主参与。

我们广泛联系，邀请各界人
士走进“天一名人课堂”，他们用
自己的成长为孩子们树立了人
生榜样，他们用自己的视野向学
生们展示世界之宏大、科学之险
峻⋯⋯

我们组织学生参加央视、省
市电视台等多项目的中学生比
赛，让他们感受同辈不同主题的
各种挑战，经历团队协作、共同成
长的过程；为孩子们开设美国大

学预修课程、中国大学先修课程，
让他们有更多挑战自我、多元发
展的通道。

20 多年的探索性实践，把
“土地”还给学生的课程改革，既
优化了学校教育方式，更促进了
学生成长的品质性提升。我们
看到了众多学生个性发展的

“群星灿烂”，同时，学校的教育
品质也有了巨大变化。

近三年，无锡狄邦文理学校
在国家课程之外推出了“延展课
程”，我们对“学生自由选择的土
地”——“延展课程体系”的意义
和设计原则有这样的描述：丰富
的课外活动选择，是实现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保障。我们提供学术
类、艺术类、体育类、兴趣创意类、
社区服务等百余项课外活动，培
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和领导能
力。引导学生在互相合作和友好
竞争中建立深厚友谊，为将来的
学习及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树立学生在校内的身份认同，并
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使命感、领导
力，让学生有机会为校内外社区
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当孩子们有了更多的“自由
土地”，他们的成长则真正有了
幸福感。可以这样说，应“减”而

“多”，丰富课程才会有更多自由
成长的土地，可以确认，自由飞
翔的蝴蝶最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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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我带着田字格公益
团队来到贵州贫困山区，创办田字
格兴隆实验小学的第五年。

坐在校长室里，每天我都喜欢
观察窗外的女贞树。5年前，这些
树还很小，花坛看起来也很稀疏。
我性子急，看着这些小树不知道它
们何时能长大。于是，为了让花坛
看起来好看，我把树的间距做得比
较密。后来的4年，我不得不每年
从花坛往外移树，到现在已经移出
去8棵树了。

这就是时间和过程，你要静待
花开，花开的瞬间，你会感到世间
的一切如此美妙，任何付出都是值
得的。教育亦如此，静待花开是一
个美妙的过程。

我平时喜欢在朋友圈里晒各种田
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娃们的照片——上
课的、玩耍的、劳动的、学习的、发呆
的。有时候我甚至提醒自己：收敛点，
别老显摆。但没办法，我还是会忍不
住。我不仅晒照片，还常常感慨：瞧
我们的娃，多开心、多自信、多幸福！

做乡村教育，我看到的最大问
题是，贫困山区里的孩子接受的教
育和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是脱节
的，他们向往的都是城市教育模
式。所以我在兴隆办学时做的第
一件事是梳理“学生画像”。我希
望兴隆的孩子能了解并接纳：我是
兴隆人，我是农村娃，我生活在这
里，我的生命是独特而精彩的，我
为此而自豪。

兴隆办学的初心是为乡村孩子
探索一种适合他们、属于他们的好
教育。我们的学校在风景美丽的山
区，我们的课堂也常在大山中进行，
老师带学生认识花草，找寻动物，写
诗作画。我认为，这种得天独厚的
天然课堂，这种深入自然的教育，将
是未来教育的核心内容。让乡村孩
子拥有一颗热爱家乡、敬爱自然的
心，拥有本真的学习追求、关爱他人
及世界的视野以及走向未来的勇
气，这是乡土人本教育的探索。

兴隆实验小学有丰富的特色课

程。过去的一年，兴隆孩子的研究
课题很乡土。孩子们的课题有：土
豆和鸡蛋能一起吃吗？兔子的眼
睛为什么是红色的？等等。孩子
们从生活中选取课题，查书、搜网
络、写报告，最后在全校师生面前
答辩。

“一班一好事”是田字格兴隆
实验小学的特色活动。2021年的
秋季新学期，低年级的孩子化身村
庄的环保小卫士，清理大山里的垃
圾；三、四年级的孩子做的好事是
为村里老人开展文艺汇演；五年级
孩子完成的小项目是改造校园的
小水池；六年级孩子做的好事是发
现校园的历史。通过这些活动，孩
子们心中善的种子会慢慢发芽。

田字格的使命是通过乡土人
本教育创新推动乡村教育公平。
2021年，田字格与中国发展研究
基金会合作，通过“乡土村小”项目
将田字格理念及课程推广到30所
村小，让成百上千的乡村孩子和乡
村教师收获了新理念、新课程。

种田，识字，革新，也许有一
天，离开大山，将不再是改变乡村
学生命运的代名词，乡村教育也会
有另一种美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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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们都叫我“白发校长”。
2021年，我最高兴的事情是我
们的校园越变越美了，孩子们的
伙食也越来越好了。过去的一
年里，除了政府的补贴，很多人
通过短视频和媒体报道知道了
我所在的河南周口太康县清集
镇二郎庙小学的情况，给我们寄
来了米面粮油、牛奶等生活用
品。也就是说，我们食堂的伙食
越来越好，比很多孩子家里的伙
食还好，这才有了孩子们把饭菜
带回家的故事。

那个要把学校发的鸡腿带
回家给妈妈吃的“鸡腿女孩”，还
有要把学校午餐里的虾留着带
回去给妈妈的“留虾女孩”，都是
我们学校的孩子。过去一年
里，最让我欣慰的是，孩子们
都拥有了爱的能力，他们更加
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爱
国家。在我看来，孩子们知道
孝敬父母、心存善良、懂得感
恩，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当然
也是教育的收获。

作为一名乡村学校的校
长，我认为不能亏的有两点：
第一就是孩子们吃进肚子里的
饭，这关乎每个孩子的现在。我
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
童，父母外出务工，孩子们就得
不到更好的照料。农村的孩子总
要有人来陪他们，我们就决定让
孩子们住校，把教室改造成宿
舍和厨房，自己给他们做饭，他
们吃得饱，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
够好好学习。

第二个不能亏的是教师的
培训，这是孩子们的未来。我们
学校所在的二郎庙村是我出生
的地方，村子里的孩子跟城市的

孩子是不一样的，城市的孩子会
接触到很多事物，能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但是对于乡村地区的孩
子而言，很多学生连手机都没
有，所以老师是他们看世界的窗
口，只有老师看得更远，才会让
孩子眼界更宽，走得更远。

对乡村学校的教师来说，除
了教给孩子们书本上的知识，还
需要给他们情感上的陪伴。因
为缺乏父母的关注和正确的引
导，留守儿童往往会缺乏安全
感、情绪敏感。这几年我跟孩子
们吃住在一起，我不会因为一点
小问题就对他们打骂惩罚，我希
望跟他们不仅是师生关系，也是
他们可以倾诉的朋友，是陪伴他
们成长的家人。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读
书走出乡村，走向远方，最起码
能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有稳定
的情绪能进行良好沟通。当国
家有难的时候，能勇敢地站出
来，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能毫
不犹豫地伸出手。如果孩子们
都能这样，那么我们的社会一定
是文明的，我们国家的未来也一
定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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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春晖
团队而言，是特别值得梳理成长
的一年。这是春晖第一个三年
规划结束之年，复盘团队成长密
码，更能感觉事务突破的背后带
给春晖教师团队的成长蜕变。

先站上舞台，再站稳舞台，
这是从春晖小学建设到春晖小
学教育集团建设过程中的鲜明
特质。2021年，春晖团队常常
面对很多突如其来的机会和挑
战。我永远都愿意选择尝试，用
任务倒逼自己带领团队将过去
的散点研究实践连点成线，在实

战中去拓宽顶层设计的版图，稳
健走过从0到1的建设历程。

春晖从建校开始一直是不
缺热度的，难能可贵的是，团队
一直有着研究的静气和定力，使
得学校在“热”与“冷”间保持较
为沉稳的特质。这一年，春晖形
成了奔着长远意义设计的精彩
课程案例，意在给孩子们留下清
晰的精神底子。

如何把爱国的种子根植于孩
子们的心里，成为终身基础素
养？除了系列课程的开设，2021
年，我们每天早晨增设了升旗礼，告
诉孩子最简单的春晖规矩——听
到国歌就敬礼。一年来，每天上
学时间校门口的升旗礼，让家长
和师生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驻
足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成了
我们共同的每日功课。

规划课程，就是规划人生。
人人可参与的营养小博士课程，
人人可参与的晖宝快闪舞台，人
人可参与的晖宝春风行动，人人
可参与的晖宝回收站⋯⋯课程
在改变着春晖孩子的生活。课
程活动，不应只求一时的简单热
度，而是要从价值意义的根基来
设计课程，谋求课程建设中的长
远意义价值，注重从典型课程案

例的生长过程中，分析课程生长
的路径样态，找到值得复制的行
动路径，从而推动学校课程体系
建设走得更稳更实。

先做起来，再做精彩，是春
晖团队成长的重要密码。做过
的事情，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善
于由此及彼，及时复盘，推进2.0
版本的更新，这也是春晖团队相
辅相成的好习惯。

这一年，春晖团队渐渐养成
了很多不一样的习惯。比如，校
长团队都很熟悉一点，PPT不是
讲给客人用的，而是学校进行顶
层设计用的。送走客人，沿着设
计思路继续实践，继续思考。正
因为此，很多熟悉春晖的朋友
说，这所学校最不一样的地方，
是每一次来，都能发现和上一次
不一样的地方。

讲求落实落地，是春晖团队
不懈的价值追求。从一时的光
彩，到一直的常态，这是2021
年春晖课程建设过程中值得坚守
的好习惯。感念站在滨江教育发
展的风口期，给了想做事、能做
事的团队共同的成长机遇。向前
看，让我们乐享其中，共同成长，
以坚定的步履去迎接2022年的华
丽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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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联合学校总校常务副校长、人大
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

回眸2021年基础教育，最关
键的一个词便是“双减”。在我看
来，落实“双减”重在实现三个回
归、去除三种异化，即让教育回归
学校、让学校回归育人、让学生回
归成长，去除社会的功利化、家长
的焦虑化和教学的应试化。

在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以下
简称“人航”），我们希望孩子们的
学习是有趣的，而且也是有意义
的，希望孩子们不要把教科书当成
自己的全部世界，而要把世界当成
自己的教科书，把社会当成自己的
大课堂。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学
校五年级学生于沈心的一幅画给
我的印象很是深刻。受艺术家埃
舍尔的启迪，于沈心创作了一幅名
为《看，中国》的建党百年主题作
品，以手画心，把浓浓的爱国情感
融入其中，这幅画获得了全国中小
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一等奖。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人航
的教育站位，那就是帮助学生日常
思考“我要成为怎样的人”，为国家
和民族未来的人才储备做好准备。

课程教学是人航推进“五育并
举”的重要手段。“双减”带给了学
生更多的课内提质和课后服务提
质的空间，过去一年里，人航将课
程教学作为落实“双减”的主要载
体，以精彩纷呈的课程故事演绎学
校的“双减”之路。

学校课程建设的“三航体
系”为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
的课程体系建构提供了很好的指
引。启航课程，面向全体学生，重
在夯实共同基础；领航课程，面向
分层学生，满足分类发展需求；自
航课程，面向个体学生，重在发展
个性。启航课程重在落实课内提
质，领航课程和自航课程重在落
实课后服务提质。

“双减”背景下，学校还特别重
视“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实，以小学

为例，在课后服务的选修课设置
中，体育类共有 66 门，占总数的
50%；体育类社团共有29个，占总数
的42%。学生参加课后服务，选择
到16∶30的是100%，选择到17∶30
的是99%。2021年，学校的小学、
初中学生体质健康优秀率分别提
升了6%、8%。

“双减”要将学生过重的作业
负担减下来。那么，什么样的作业
是学生过重的负担呢？那就是大
量、重复、有标准答案的纸笔作
业。为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全体教
师进行作业专项教研。其中一个
举措便是减少纸笔作业，控制时长
总量，设计单元大作业、实践性作
业、跨学科作业。学生学习内容与
方式的变革，是育人方式变革的重
中之重。人航倡导老师课内提质，
在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根据学
生实际进行内容与真实情境问题
解决的校本化拓展。

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式教现
在的学生，就是在扼杀学生的未
来。我们的选择是，让真实的世界
成为孩子们的教科书，用现在的方
式教学生过去的知识，解决当下真
实情境下的问题，用核心素养为学
生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打下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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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诗坚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

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校长、田字
格公益创始人

沈茂德
江苏省无锡狄邦文理学校

校长、江苏省天一中学原校长

田冰冰
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教

育集团总校长

张鹏程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清集

镇二郎庙小学校长

2021 年 ，在
基础教育领域，
“双减”等政策频
频落地，作为答题
人，中小学校长在
治校中有哪些收
获和遗憾？作为
践行者，他们又有
哪些新的思考？
为此，我们特邀了
5位中小学校长，
共同倾听校长们
奋斗中的心声，找
寻2022年前行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