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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继红龙继红：：
探寻教探寻教育的人文性育的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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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接触，山东巨野县凤凰
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校长夏恩路
是个大嗓门，个性十足，看似很
难相处，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有胆识，有担当，内心平和，
心胸很豁达。

夏恩路是菏泽市名校长、山
东省德育先进工作者，也是巨野
县小学唯一的正高级语文教师。
在同行们眼里，他是一位创新型
领导者，是当地教育界的“李云
龙”。

努力缩短嘴和脚的距离

1983 年，17 岁的夏恩路因
家境贫困辍学，回乡应聘当了一
名民办教师。

有一名学生很不爱惜自己的
课本，信手涂鸦，随手撕扯，好
言相劝总不见效。夏恩路突发奇
想：“你的书破成这样，老师的
书 和 你 换 着 用 ， 你 能 保 管 好
吗？”那个学生受宠若惊地点点
头。于是，他们当着全班学生的
面举行了换书仪式。从此，这名
学生不再撕书，也在不断改变着
自己。

夏恩路组建学生助教团，6
人一组，协助老师出试题、阅
卷、讲评试卷、批改作业、编写
教案学案，有时还替老师上课。
课上学生讨论起来，热火朝天，
老师根本插不上嘴。

学生进步了，或者思想上出
了“小偏差”，夏恩路经常采取
写纸条的形式，为他们私人定制
特别的礼物。

1999 年底，夏恩路任大谢
集镇教委副主任兼镇中学校长。
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尽人意，每年
升入县重点高中的人数只有个位
数。他深入班级、教研组，了解
情况，寻求突破。

他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加强
晚自习辅导，但不允许讲课，时间
完全交给学生，培养自主、互助学
习能力。熄灯铃响了，学生不愿
离开教室，打着手电筒或点着蜡
烛学习，他和老师们像“赶羊”一
样往宿舍里撵、拉、拽⋯⋯

中考结束，53 名学生考上
重点高中。但升学率不是教育的
全部，夏恩路认为，学生成长才是
学校发展的根本，是学校教育的大任务。他既有开拓精神又有幽默感，
在他的督促和感召下，学校连续三年获巨野县中小学生春季田径运动
会和秋季鼓号操比赛中学组第一名。

一名好教师离好校长有多远？他说，一个好校长应当生活在师
生的笑容里，努力缩短嘴和脚的距离，做到言行一致。

以超前思维和行动激发教师活力

组织教师外出培训学习，是夏恩路的规定动作和管理的重头
戏。他说：巨野县距济宁几十公里，但是教育观念相差太多。

学校经费负担不起，夏恩路别出心裁，提出“股份制”外出学
习，学校、个人各承担一部分。2002 年到江苏省洋思中学学习，
很多教师不情愿。夏恩路说：“就算得了一场感冒，也得要看病
呀，出去一趟就好了。”

回来后，教师们说：“别说学校出车费，就是自己全拿，也万
分值得！”教师们纷纷做好“三个一”：交一份学习心得，作一次交
流分享，上一节观摩课。

多年下来，他带领老师去过上海、浙江、辽宁，省内到过济
南、威海、潍坊、济宁等地。

教师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多年来，夏恩路坚持实行教师梯
级培训制度，一抓骨干教师的精英培训，二抓中间教师的提高培训，
三抓“教困”教师的常规培训。他认为，学校很难把“教困”教师培养
成业务骨干，但是绝不可以放弃，一定要让他们缩短距离，尽量跟上
行进的队伍，要用心改变和培养。

“有时恨铁不成钢，其实钢有钢的硬度，铁有铁的韧度，有的
培养成铁就行了，尊重他们的人格，正视他们的劳动，人就会焕发
新的活力。”夏恩路说。

他有超前思维和行动。中心校辖十几处中小学，早在十几年
前，他就已经实施教师竞聘制了：第一步是教师选聘学校，校长聘
任教师，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步新聘任教师竞聘上
岗。学校将班级、任课年级、学科和课时数设置好，成立评聘委员
会，由评聘委员会打分评聘。第三步落岗教师可以二次竞岗；如果
再次落聘，可以到其他学校自由寻聘。

这种方式把最大的管理权交给校长和评审委员会，有利于调动
教师的积极性，提升业务能力，改变“大锅饭大碗端”的局面。

他设计过的农村校园无一雷同

作为中心校的校长，夏恩路带领各位校长走进附近县市区公
园，有时到厂矿企业，讨论“公园规划设计怎么样？为什么这样设
计？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一圈下来，校长们明白了：夏校长是
引领大家在构思、谋划校园文化建设。

朱烟墩小学后面有一堆建筑垃圾，一时无法处理。夏恩路把垃
圾随势稍加整理成了连绵不断的“山脉”。沿着边缘挖出深深浅浅
的河流，在河边建设了“金水桥”，让人搜集村里闲置丢弃的碾
盘、石磙、砘子，摆成步步登高的阶梯。在河边栽种柳树，山上山
下遍栽苹果樱桃，山东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检查验收时，专家惊
叹：这是农村小学吗？

吕官屯小学承接省电化教学现场，学校展示了常规的地方特色
项目，如剪纸、草编、农作物果实，并用辣椒串成“中国梦”字样，用豌
豆、扁豆、黄豆粘成“我动手，我快乐”字样。他还买来两千多斤生姜，
设计成一座姜山，并刻上“江山如此多娇”。与会领导、专家纷纷驻足
拍照留念，给省电教盛会增添了生命活力。

夏恩路待过的乡镇中小学、幼儿园，校园设计改造都渗透着他
的心血和智慧，边设计边建设，在建设中改造，在改造中完善，所
有校门、校园风景无一雷同，都各具特色，附近乡镇学校还曾邀请
他去指导校园设计或校门改造。

荣誉纷至沓来，夏恩路成了巨野县教育的一面旗帜，但他最看
重的是师生和家长的“待见”。他婉拒了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机会，
无论在哪里做校长，他把“待见”当成最高荣誉。“待见”给了他
尊重和信任，“待见”背后是教师的成长、学生的成才。

“教育是我的人生。我适合教育，也钟爱教育。”夏恩路说，为
此，他唯有躬身前行，不断用心赢得师生、家长、社会的“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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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暑假，累到已经失眠的龙
继红，计划到井冈山好好休息疗养。前
脚刚到，后脚教育局的电话就来了：大
同小学创建全国文明校园的事，遇到了
困难，赶紧回来。龙继红二话没说，立
即回到长沙，带领教师奋战，又是一个
暑假没有休息。

临危受命，是龙继红履历中的特别
之处。扎根教坛 39 年，拥有 25 年校长
经验，龙继红经历过把薄弱校带成强校
的高光时刻，也见证了名校的凤凰涅
槃。

躬身教育事业的过程中，龙继红的
教育思想不断成熟，渐成系统。拨开繁
重琐碎的教育管理工作，龙继红践行
着，也思考着：教育究竟为什么，我们
可以做些什么？

文化，屡次临危受命都
能成功的秘诀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所处的位
置，在长沙人心中，有着无法复制的地
理特征。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湖南的
政治、军事中心，省委、省政府、省军
区，与学校的距离不过十来分钟的脚
程。

2016 年 8 月，54 岁的龙继红接到
调令，前往大同小学担任校长。此时
的大同小学，正在经历一场困境：曾
因地处老城区而发展严重受限，好不
容易有了改扩建空间，却因为意见不
统一，家长与学校、教师与教师间起
了冲突。

龙 继 红 扛 起 建 校 重 任 ， 广 泛 调
研、协调关系，几乎每天都忙到晚上
12 点后才离开学校。半年后，学校顺
利 搬 入 新 校 园 ， 紧 接 着 校 史 馆 建 设、
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创建等工作接踵而
至，龙继红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
头”。

这不是龙继红第一次临危受命。
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小学，当时是省

军区子弟学校，校风严谨却也保守。龙
继红前往育英小学担任校长时，组织交
给她的任务是，转变这所子弟学校的校
风，避免故步自封。

“开放，是育英小学的突围之道。”
经过调研，龙继红决定从教研改革入
手，从广州、武汉等地引进优秀教师，
激励教师进行开放式教学，努力激活这
一潭止水。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育英
小学全体语文教师花了 8 年时间开展

“日记小列车”作文教学实践研究，破
解作文难题，使其成为享誉三湘的教育
教研品牌，学校因此被评为“湖南省首
批教育科学学科研究基地”，系全省唯
一的小学。

长沙市芙蓉区育才小学，前身是创
办于 1724 年的育婴堂。历经数百年沉
浮，到龙继红被任命为校长时，学校正
处于发展的低谷。

“ 最 大 的 问 题 是 ， 教 师 没 有 归 属
感。”对于一所创办于几百年前的学校
来说，于历史中寻找归属感，一定是合
适的。龙继红的思路在实践中得到了印

证——通过走访老校长、老教师，寻找
育才历史，深挖育才文化，倾听新老
教 师 心 声 ， 解 决 他 们 的 难 题 ， 并 以

“育才人”身份，同全体师生分享育才
文化、育才荣光、育才精神。有了文
化认同，龙继红又快速组建起校本课
程 开 发 团 队 ， 带 领 教 师 推 动 “ 魅 力
园 ” 体 验 课 程 及 网 络 选 课 系 统 落 地 ，
这一课程先后荣获省校本课程建设一
等奖、教育部基础教育经典案例优秀
奖等多项荣誉。

从 1996 年初任校长至今，龙继红
担任过 8 所学校的校长。不管在哪所学
校，她都特别重视打造校园文化、培养
教 师 和 学 生 的 人 文 素 养 与 人 文 精 神 。
20 多年的校长履历，她也从一开始的
主要依靠经验和制度治校，转变为依靠
文化治校，在不断总结、归纳、提炼自
己每一个教育实践行为中，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教育理念：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独
特魅力。

课堂里的学生，是我心
中教育的本真

龙继红很忙，采访约了数次才成
行。第一次采访，她正带着资深教师和
年轻教师磨课。“语文老师要上好一堂
课，首先得感动自己，才能感染学生。
眼里心里得有孩子，教知识，也要教规
矩。”龙继红的叮嘱温柔却不失力量。

“如此忙碌，为什么还要坚持走进
课堂？”记者问。

“课堂里有学生。”龙继红说，新时
代，教育手段日新月异，教育理念层出
不穷，但不管怎样，教育人想问题、作
决策，都应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课
堂，是践行这一理念的上佳之选。

龙继红除了担任校长，还有其他多
重身份，经常到全国各地开展工作，“恨
不得一天掰成三天用”。即便如此，只要
有空，龙继红就走进课堂、走上讲台，哪
个班弱一点，她就到哪个班上思政课；一
有时间，她就组织教师听课、评课、磨课，
引领学生和青年教师成长。

教育始终要关注的，是学生的多元
发 展 。 从 浏 正 街 小 学 的“ 少 年 武 警 学
校”，到育英小学的“日记小列车”、育才
小学的“魅力园”体验课程，再到大同小
学的“同美体验”课程，龙继红每到一所
学校，都为学生发展量身定做课程。

比如大同小学每周五下午“好玩的
课”，便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在这
一课堂里，孩子们学做饭、玩音乐、打
羽毛球⋯⋯

为什么会有“好玩的课”？龙继红
说，自己爱思考，从事教育工作几十
年，琢磨“除了学习和分数，处在小学
阶段的孩子喜欢什么”已成为一种习
惯。基于学校的教育理念，龙继红结合
大同小学校情，开发了“同美体验”课
程，它打破了班级、学科壁垒，想上哪
门课，学生和家长共同选择。“同美体
验”课程分为生命与健康、角色与责
任、交往与合作、创造与审美四类，共
50 多门课程，既满足了 1200 多名学生

个性化的选课需求，也考虑了家长对学校
教育的期待和要求。

走进大同小学，随处可见孩子们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踏前想一想，小草也
在长”“书也有家，请不要让它走丢”等
文明用语，是孩子们想说的话；走廊贴满
了学生的书画作品，连校长办公室贴的也
全是孩子们的作品。

这与龙继红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
性、创造性密不可分。大同小学通过制定
和完善班级公约、文明公约，让学生成为
学校的主人，鼓励他们为校园建设出点
子 。 2018 年 ， 大 同 小 学 迎 来 70 周 年 校
庆，集校史展示和流动课堂为一体的校
史馆落成，学校带领学生一起挖掘“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校园史话，让孩
子 们 在 设 计 校 园 吉 祥 物 、 编 排 音 乐 剧、
担任校史馆讲解员等活动中，加深对校
园文化的理解。

“目光所及之处皆应是教育，我希望
用这样的校园文化氛围去涵养孩子的品
质。”让龙继红欣慰的是，经过一系列探
索，搬入新校园仅一年，学校就获评第一
届全国文明校园。

育人，以“大同”之责传
承树人之志

2017 年，长沙市龙继红名校长工作
室成立。几年间，多位校长加入工作室，
成为学员。他们共同的感慨是，在龙继红
名校长工作室，人人都是研究员，校校都是
根据地，每参加一次活动，都是教育思想的
洗礼，都能获得教育管理策略的提升。

“校长，引领学校发展方向，无论是
管理理念、管理策略、管理体系、管理机
制 ， 校 长 都 应 有 主 见 、 有 特 色 、 有 品
位。”龙继红坚信这一点。在主持工作室
期间，她始终围绕这一目标，为各成员学
校搭建展示、交流、研讨的平台，引领大
家积极开展课堂教学研究，使学员的办学
理念更有系统、更具特色，所在学校办学
质量有明显提高。

5 年间，工作室坚持行走在乡村，行
走在薄弱学校，问诊学校课程建设、校园
文化建设，给学生们送上精彩课堂，给老
师们送上教育智慧，给校长们送上管理之
道。在工作室，不同观点汇聚、碰撞，使
每一名校长的教育理念都能在思考中沉
淀、在实践中成熟、在研讨中深刻、在活
动中发展。

校长们迅速成长，越来越多教育改革
先行者、教育实践引领者从这里走出，为
长沙“办家门口的好学校”做了引领，像
长沙市实验小学校长王云霞，在与大家的
交流中，重新定位思考，以“书香校园”
建设为契机，开展丰富的全员阅读活动，
让校园充满浓浓的书香味，老校园焕发出
了新生机。

除了关心校长队伍建设，身为长沙市
人大代表，龙继红还积极建言教师编制配
备、“进 校 园 ” 乱 象 和 大 班 额 治 理 等 问
题。作为湖南唯一一名以小学校长身份
担任国家督学的校长、市特级教师农村
工 作 站 站 长 ， 她 的 足 迹 遍 布 新 疆 、 江
西、贵州等多个省份，走过 100 多所贫
困学校，为校长成长和农村学校发展贡
献智慧与力量。

身份越多，责任越大，反过来让龙继
红的视野更广阔，思考和实践更深入与笃
定。龙继红常能跳出校园看教育，她致力
于培养出有能力、有使命、有格局、有担
当的学生，也期待通过影响更多校长，来
影响更多学校发展。

如何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胸怀
呢？在大同小学，龙继红通过各类教育活
动，努力让孩子们理解何为“有教无类、
天 下 大 同 ”， 理 解 学 校 建 校 时 “ 天 下 大
同、世界大同”的教育理想。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英国
林肯敏思特学校校长“帮忙购买 100 个口
罩”的请求，学校迅速行动，短短一天时间，
大同小学师生家长将募集的 6500 个口罩
运往英国，两国孩子以绘海报、录视频、写
信等形式互相加油鼓劲。这一次的守望相
助，让孩子们明白了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颗心怀天下的种子悄然生长。
龙继红说，创新应当成为学校的常

态，而 文 化 ， 是 创 新 主 要 的 思 想 源 泉 。
传承和践行学校的文化与思想，培养具
有家国情怀的时代英才，并最终实现教
育兴邦的理想——这是龙继红和大同小
学的追求。

教育究竟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些什
么？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翻开龙继红的
教育字典，能找到清晰答案：让每个生命
绽放独特魅力，好的教育，是发现与成
全，让孩子性情更开阔，个性更明媚，生
命更舒展。

校长名录 龙继红，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校长，全国先进工作者、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督学。

记者：校长的个人成长经历会给
办学理念打上鲜明的烙印，您可否分
享个中思考？

龙继红：理念和实践相融相生，
相辅相成。一个教育理念的提出，是
对具体教育实践的总结、归纳、提
炼，是循序渐进的，并非跨越式的

“突变”。“让每一个生命绽放独特魅
力”是我从教 30 多年来始终践行和
推广的育人方式，反映了我对教育
一 以 贯 之 的 理 解 和 追 求 。 坦 白 讲 ，
此前管理学校，我更多依靠经验和
制 度 ， 到 了 2011 年 ， 有 了 15 年 的
校长经验积累，才逐步开始文化管
理的探索。随着对教育的感悟越来
越 深 ， 对 教 育 理 论 的 理 解 越 来 越
透，我逐步沉淀出具有个人特色的
教 育 理 念 。 如 果 非 要 找 一 个 转 折
点，应该是 2010 年，我到北京黄城
根小学和英国牛津郡小学考察学习
的经历。在那里，我真切感受到了
教 育 的 意 蕴 ， 他 们 的 教 育 在 校 园
里，在走廊上，在课堂中，在老师
对学生的每一句叮咛里。北京黄城
根小学奠基石上的大字“为人生奠
基，让生命辉煌”带给了我更为深刻
的思考——教育就是为孩子们的幸福
生活奠基，让生命绽放魅力。

记 者 ： 您 担 任 过 8 所 学 校 的 校
长，您带领的学校，校园精神被挖得
很透，每所学校都逐步完成了跨越式
发展，探寻学校发展之路，您最看重
什么？

龙继红：校园因什么而文明？是
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状态。每所学校的
情况不同，要解决的难题也不同，但
工作方法是相通的。不管在哪所学
校，我都特别重视校园文化的打造、
教师人文素养的培养、学生人文精神
的熏陶。举例来说，育英小学、育才
小学、大同小学，是家长心目中的名
校，想要让名校持续发挥名校效应，
不仅要挖掘、传承、铸就和弘扬校园
文化，更要与时俱进，不断突破瓶
颈，让教师有尊严，让学生收获多元
成长，让家长享受教育的喜悦。

这 得 益 于 我 语 文 教 师 的 经 历 。
1982 年我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从
事 语 文 教 学 工 作 到 1988 年 。 教 语
文，丰富了我的教学实践，也让我明
白了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在教育教学
和日常管理中，我尤为重视人文素养
的培养、人文校园的建设。可以说，
我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思想的形成，得
益于语文教师这一角色。教育不是知
识和认识的堆积，人文教育能够帮助
孩子更好地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记者：校长要不要上课，是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您坚持上课的原因
是什么？

龙继红：践行学校的办学理念，
不仅要有完善的制度，更要有切实可
行的路径和核心领路人，课程是关键
环节，我甘愿做践行者。我认为，做
校长，一定要沉到课堂，注重教师队
伍建设，注重办学实效。一名好校
长，应该是学生的好老师，也应该是
教师的好老师，如此才能成就一所学
校、成就更多人。

校园因何而文明
——对话龙继红

龙继红和学生们在一起龙继红和学生们在一起。。 受访者受访者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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