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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长要当孩子喜欢跟从的人

阅读是学校营造的一种生
态，这种生态在清晰完整的学
校文化涵养下得以繁荣发展。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
一小学（以下简称“文化路一
小”）教育集团把阅读根植于

“乐享教育”这一办学思想
中，作为实现育人目标的重要
行动策略。作为获得河南省书
香校园称号的学校，文化路一
小教育集团践行“以文化人，
知行合一”的校训，秉持“学
校就是一座开放的阅读中心”
的理念，着力进行书香校园建
设，形成了“以书养德、以书
启智、以书怡情、以书育人”
的特色阅读文化。

注重环境建设，校园
处处溢书香

耳濡目染的人文熏陶，是
学校环境文化建设的魅力所
在。学校从环境着手，在校园
内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充分利
用教室、走廊、校园等空间，
设置班级图书角、阅览室、乐
阅书吧，方便学生即时阅读、
处处可读。校园里的图书馆和
阅览室，全天候开放；教室图
书角内的作品琳琅满目，都是
学生们喜爱的经典书籍；班级
墙开设“好书推荐”“读书感
悟”栏目，书香飘溢在学校的
每个角落。

开发多元课程，书香
浸润共成长

学校开发阶梯化、序列化
课程群，构建“主题阅读”

“拓展阅读”“项目阅读”“个
性阅读”等多维度课程内容，
通过建构学科课程群、打造品
牌社团、开展读书节系列活动等多个路径进行课程实
施，进一步推动了书香校园建设。

多维度课程内容。主题阅读是学校依据国家课程标
准，为促进学生养成博览群书的良好习惯，提升基础学
科质量水平，在“书香语文”“乐趣科学”“智趣数学”“快
乐英语”课程群中设计的阅读板块；拓展阅读是以增强阅
读能力为目标，依据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分年级推荐的阅
读课（课程群）之外的阅读内容，每学年推荐1—3本书；
项目阅读是在各级各类诵读比赛和征文活动中，推荐的
专题阅读篇目；个性阅读是通过家庭亲子阅读、师生共
读、团队共读等形式，自主选择的阅读篇目。

多路径课程实施。多种路径的阅读课程实施拓展了
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强化了学生阅读的发散性和审辨性
思维，促进高质量阅读的发生。

一是学科课程群。如“书香语文”课程群是以语文
课程为主体，开发的“美妙唐诗”“韵味宋词”“品读三
国”“诵读古文”等拓展课程的总和。课程群中的拓展课
程通过每周1节的阅读课和教师自主在课前、课中或者
课后穿插使用的微型课得以完成，在不降低基础课程要
求的基础上，通过课程群提高教学效率，浓郁书香文
化。同时，重视整本书阅读、沉浸式阅读，突出了结合
学科课程教学和跨学科主题的教学活动，有针对性地指
导学生阅读相关课内外读物。

二是品牌社团课程。“青兰文学社”培养学生写作兴
趣，丰富学生文化生活；“快乐诵读”社团诵读演绎国学经
典，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记者训练营”提供实践平
台，活跃校园书香文化。在学校“知行源”教师成长学院
里，“阅读乐享工作坊”基于教师的研究专长，组建以自身
成长为驱动的学习型组织，吸引了一批爱读书、乐读书的
青年教师，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容纳新知、反思实践、复盘
固化，形成互惠互利、共有共享的阅读文化。

三是读书节系列课程。读书节是学校每学年常态开
展的校园节日课程之一，学校针对不同学段设置11个
阅读项目，“你好，图书馆”“寻找最美声音”“我的第
一本书”“课本剧表演”“乐享阅读”……校园里处处是
文艺少年沉浸阅读的身影，用心汲取知识，收获满满，
评价表上闪耀的八颗星是最美的徽章。学校通过读书节
把阅读提升为一种仪式，引导学生享受读书乐趣，体味
世间万象，汲取成长力量。

构建阅读社区，书香共沐遍四方

面向未来，文化路一小教育集团构建校园阅读社区，
借助强大的信息技术手段实现线上线下的个性化阅读，
让孩子在广阔的阅读场景中，博采众长，真正达成“阅”有
所“获”，“读”有所“至”。

及时更新书目，满足阅读需求。学校与书局合
作，适时更新，改善学校图书不足、图书更新不及时
等实际状况，提升校图书馆功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校
园阅读活动，加强书香校园文化建设。根据学生阅读
情况，通过“阅读河南”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按照
孩子的阅读偏好，对学校阅览室图书补充更新，满足
师生深度阅读需要。

线上家长伴读，养成良好习惯。家长通过手机下载
“书香河南”APP，图书借阅采用网络下单、学校取书
的方式，家长与孩子一起挑选图书，由学校阅览室工作
人员按订单将图书配送至孩子所在班级。学生借阅图书
后，系统会将图书介绍、阅读重点、借阅时间、阅读进
度等信息自动发送至家长手机APP，家长可随时登录
查看并了解孩子阅读情况。真正实现学校、家庭、孩子
之间的阅读同步，实现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陪伴阅读，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建构区域文化中心，丰富文化生活。“校园阅读社区”
不定期邀请文化名人举行读书会、大家谈读书、专题读书
节等活动，邀请文化名人走进校园，邀请家长进入班级，
引领学生走向更广阔的阅读世界。让学生、老师、家长及
社区人在这里共沐书香，让学校成为区域内的文化中心，
让每一个生命成为最美的阅读者。

唯有读书方能静，最是书香能致远。在这里，每一
个孩子都沐浴书香；在这里，阅读成为师生高雅的生活
方式；在这里，阅读文化与乐享教育深度契合。以文化
人激发阅读潜能，知行合一培育终身读者。

（作者分别系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文化路第一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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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未来的预测，教育史上有过
诸多讨论，其中也包括学校消亡论。20世
纪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识的角度多有不
同，但对学校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问题的批
判，对我们还是有不少的启发。21世纪以
来，关于学校消亡的观点再一次被人提起
并引发一定的讨论，特别是最近被大家广
泛关注的ChatGPT的出现，更是引发教育
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知识的获取方式
越来越多元的时候，当教师传授知识的功
能可以被其他方式取代的时候，学校真的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回顾国外学者对学校消亡的批判，指
出了传统学校的诸多弊端，例如，学校以
其严格的科层制进一步导致了社会阶层的
分化。此外，还有学者看来，学校通过分
设科目和分设课程，把学习从工作、生活
中抽离出来，学习的平衡性由此被打破，
学习者只是知道被教的东西，但从实际的
行动中、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却少之又
少，导致了学习的畸形化。应该说，以上
这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现有学校教
育或者说教育制度的危害，这也是目前我
们在教育改革中应当思考的问题，但这些
问题显然不是通过让学校消亡就能够解决
的，更多层面上，学者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是社会学层面上的综合性问题。让当时这
些批判学校教育的学者没有想到的是，在
很快到来的未来，倒逼学校改革的不是政
策，而是快速发展的科技。

毫无疑问，ChatGPT的出现，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在某种程度上进

一步加剧对人类生活方式多层面的改变，
包括学习方式。既然机器拥有语言理解和
文本生成能力，那么知识的传授就不再是
教师的专利，甚至机器拥有的知识传授能
力会因为其强大的、个性化的沟通功能而
远远超越教师传统的知识传授方式。由此
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正在加速倒逼学校做出相应的改革。

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下，不仅知识
的获取越来越容易，知识的融合也会进一
步加强。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破了原有
人类在知识上的局限，跨学科学习变得更
加可能和容易，学习方式不再需要学生坐
在单一教室里呆板地听教师讲课，而是尽
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去解决面临的学习难
题。更重要的是，学习的门槛逐渐降低，
不同阶层的人群和不同区域的人群通过机
器实现了知识的共享，可以说，我们今天
的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值得思考的是，当知识的获取打破教
师的垄断，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学
习和获取知识的时候，当知识共享变得越
来越容易的时候，学校会发生什么样的转
变？我们的教育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传统的学校注重知识传授，把知识传
授当成学校功能的核心，学校的工作以

“教学为核心”，一切围着教学转，这是当
前学校的普遍现象。尽管我们现在不断强
调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提升，但在人才的
选拔方式依然是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背景
下，学校教师眼里“有分没人”的现状依
然相当严重。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一
现象必然发生转变。可以预见，人工智能
的发展会让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变得更加
个性化和有趣，学生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的
方式，通过小组学习、项目式学习等方式
来获取应有的知识。此时，学习可以打破
时空的限制，学生在家里、在图书馆、在
不同的学习空间，可以通过自主与合作的
方式完成学习任务，而教师要做的就是发
现学习任务，提供学习任务，这样，教师
就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习任务的组
织者、发现者、帮助者。在这样的背景
下，学校教育会真正实现由知识导向向能
力导向的转变。

学校要进一步反思，既然知识的获得变
得更加容易，那么，学生更加需要什么样的
能力？学校的课程要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教师应当意识到，科技的迅猛发展进
一步导致知识的爆炸和信息的泛滥，应当
说，我们面临的世界不是变得比以前更简
单了，而是更加复杂了。生活不仅仅是获
得了什么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复
杂的世界里，面对复杂的信息去处理复杂
的问题，知识的结果可以容易获得，但学
生的探究能力以及发现问题、处理复杂问
题的能力显得更加突出，同时，人和人之
间的关系同样会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发生变
化，更多传媒工具的出现、隐私的消隐、
信息的多元而让人际关系面临更多的挑
战，学生的沟通能力、共情能力、审美能
力、健康生活等能力在科技时代更加需要
得到有效的培养。因此，学校的课程要更

加丰富，要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差异性，
特别是要更加面向未来。

厦门市华师希平双语学校从去年建校
以来，半年的时间开设了近100门课程，
学校在开全开足国家课程的同时，进一步
优化和完善双语课程、校本课程，构建了

“一体两翼”的课程体系。在校本课程上，
学校构建了生活技能类、人文素养类、运
动竞技类、艺术训练类、科创类几大领域
的课程，率先引进了专业级青少年体育训
练基地，游泳、羽毛球等课程从小学到高
中实现了一贯制培养，与科技馆合作，共
同打造全国一流的科创课程，提出学生

“人人会游泳、个个会打羽毛球，每人参加
一项科创课程”的要求。同时，学校和国
内著名的艺术院团积极洽谈，引入高品质
艺术课程。在课堂改革上，积极推广学习
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学生学习的参与性，
提倡实行项目式学习、小组式学习、任务
式学习，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创
造性能力。虽然是一所新学校，但学校坚
持“让学生应对未知世界，奠定终身发展
的基础”为导向，面向未来，不断实现学
校的变革，以应对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世界因科技而变得更加复杂的同
时，教育应当提前做出主动应对而不是被
动等待，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学
校理应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积极变
革。为未来而教，为未来而学，学校教育
才有更好的未来。

（作者系福建省厦门市华师希平双语学
校校长）

着眼未来学校需要怎样的改变
刘伟

校长应做
学生的大朋友

潘照团

课间，我往上课的教室走去，或者在教室外
候课，常常有学生跟着我，围着我，跟我聊天；
午间，我在校园里散步，也常常有学生跟着我，
有的还跟我捉迷藏，时不时从身后出现又消失。
跟你，是喜欢你，信任你；喜欢你，信任你，才
会跟着你。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校长
的办学之道要转化为学生的成长之道，“被信
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能激发学生成长的内
驱力。

信得过的人，首先是没有架子的人，校长热
情和善，遇上学生，不仅对学生的问好能积极回
应，而且能主动打招呼，甚至在合适的场合能寒
暄几句……如此校长，学生自然觉得亲近，也会喜
欢。做到迎上前去、蹲下身子、主动招呼，对于很
多校长而言并不难，难就难在这是出自真心的，而
非“空架子”。

孩子喜欢的校长一定是儿童立场的坚定信仰
者，喜欢孩子，尊重孩子，欣赏孩子，成就孩
子，而且自己还是个作风正派的“孩子”。“校
长”这个称谓本身就自带光环，校长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因此，我给自己定
下的信条是“不施于生，勿出于己”，不要求学生
做的，自己也不能做。我们学校有“给校长打打
分”的活动，就是让学生来监督校长的言行。“光
盘用餐”“走进教学楼不大喊大叫”“看到垃圾要
捡起”“垃圾要分类”“听课不交头接耳”“进教室
要问好”“非必要，教室内不准动手机”“在校
内，党员校长要戴党徽”“不在公共场合抽烟”

“不带病上班”……叫学生给校长打分，实际上就
是通过评价关注校长的言行，以作风正派的校长
言行“身教”学生。

当然让学生喜欢你、信任你，校长还要言出必
行，说到做到。如何把校长的守信品质传递给每个
学生？光靠大庭广众下的报告是远远不够的，一个
学期下来，这类活动也寥寥无几，即使有，也不可
能每次都是允诺什么、兑现什么。我采用的一条有
效路径是设立“校长友谊奖”，学期初在校园内发
现可以结交的学生 （主要是寻找需要帮助的学生，
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彼此约定共建条款，一学期
坚持做到的，期末结业典礼上给他们颁发“校长友
谊奖”。每张奖状都是私人定制、亲笔签名，学生
非常期待。期末颁奖，既是对学生的鼓励，又是向
全校宣告——校长是个守信的人。

校长做什么，孩子才会喜欢？肯定是孩子喜欢做的
事。校长要了解孩子的心意，了解，一是懂得，二是理
解。孩子天生好奇、贪玩，对新鲜的、好玩的事物天生不
具免疫力，大部分的孩子还有很强的挑战欲。这一点校
长要心中有数，在校园内自觉化身为儿童，让自己时时
保持一颗好奇心，内心充盈着满满的探索欲，俨然就是
老顽童一个。看到学生在草丛里挖蜗牛，可以陪他们一
起；看到学生在球场上拼杀，可以申请加入；学生过“六
一”儿童节，可以约上几个同伴穿上同样的服饰一起去
体验……与孩子们玩在一起，彼此的距离最近。“你不能
教导小孩，除非是变成了一个小孩。”陶行知先生的话再
明白不过了。

孩子们对外界的好奇心，我们除了保护，还要支持
帮助。不仅是条件上的满足，更是积极的主动参与。就
如疫情后，学生看到学校的校长信箱经过一个漫长假期，
成了鸟儿进出的巢穴，第一个发现者跟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一样，欣喜若狂。一传十，十传百，每个课间，这个“铁
皮鸟巢”成了全校学生的网红打卡点。我不仅教给他们
参观的方法，还给他们配了针孔摄像头，可以静静地观察
鸟巢内的动静，更让孩子们开心的是我把自己也陷进去
了，成了他们研究“鸟事”的伙伴。校长把自己奉献进
去，更能点燃孩子们心中的火炬。

好奇心可以这样，挑战欲也可以如此。我们可以在
校园里举办师生棋艺对抗赛，可以让学生组队来集体围
剿我们。不论输赢，他们都非常开心。挑战校长，就是
从小培养孩子们敢于挑战权威。我们要把校长的权威
形象从圣坛上请下来，走近学生，让整个校园弥漫浓浓
的烟火气息。我常常向学生拜师，向他们学轮滑、学吉
他、学尤克里里、学魔方、学吹笛子，甚至可以向他们学
长跑，一切都是虚心地学习，只要我们谦卑下来，孩子们
就伟岸起来。我们要牢记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先生之最
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当一位校长
在为人、言辞、做事上深得学生喜欢，教育就拥有了万千
气象，一派生机便由此升腾。

美国艾·里斯与杰克·特劳特合著的《定位：争夺用户
心智的战争》中提出，企业要改“满足需求”的旧有营销为

“进入用户心智以赢得用户选择”的新式营销。学校教育
也应借鉴这一理念，不能仅仅满足学生需求，而要深入学
生心智。作为校长，也要有个新的定位，要从学校行政负
责人，走向履行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进
而深入儿童世界。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市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
总校长）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也是心灵与友谊
的桥梁。讲得好，学生听得进，就有了语言价值的最大
化。一个常常讲套话的校长，学生不喜欢，比如“感
谢”“感动”“祝贺”“希望”之类，每次讲话千篇一
律，任谁都不喜欢。有的校长讲话生搬硬套，常常做糨
糊加拼接的“搬运工”，很多话题不合时宜，学生也不喜
欢。有的讲话还过于深刻，远远超过学生的认知与经验，
学生听不懂，自然也不喜欢。如此一来，不仅学生觉得校
长讲话是客套和形式，就连教师都会觉得是程序语言。中
层科室组织活动时，我们经常会提醒：讲话要短一点，活
动内容很多，要紧凑一点。这值得我们深思：校长讲话
如何让孩子喜欢听？

生动，是最为关键的话语要素。只有语言生动，才能
让学生心动。校长讲话的生动可从现场取材，如今年正
月十六的开学典礼，学生都带着灯笼到学校，我就从另外
一个校区的学生义卖会上淘了一个兔子灯带到现场，让
学生猜灯谜，猜中了就把灯笼送给他，然后借灯说话，告
诉学生：大家都是彼此的点灯人——要照亮自己，照亮他
人，照亮前方。这种形式一下子打开了学生的话匣子，同
时我把现场学生用起来，引导这名学生说出“灯”的寓意，
就引出了校长讲话的初衷。借学生之口说出“点灯”的意
义，不是更好吗？

语言形式的改变也可以贴近儿童的心理，比如三句
半、打油诗，语言简单有节律，特别能拨动孩子的心弦。
一次长跑的拜师会上，我这么说：“拜师仪式又开启，这次
拜师破个例。不求琴棋书画多才艺，只愿一事一毕有毅
力。这年头，健康体质排第一。潘老师年近五十，锻炼少
有时。跑几步，气喘吁吁想放弃。原因究底，应是心力不
济。今个儿，豁出去，向小伙伴们拜个师。”语言浅显，朗
朗上口，学生喜欢听。

除了在活动仪式上，校长讲话还发生在生活中。有次
晨会上，我听到两名大队部纪检组的学生在对话，A生说
某个班级学生吵闹要扣分，B生说不要，A生回应：今天晨
会的主题就是“公正”，应该扣。之后我有意在晨会退场的
路线上“截获”了她们，对A生予以表扬。这次的表扬完全
是现场即时性的，学生乐在心窝。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安
排“校长午餐会”“校长午茶会”“校长读书会”之类，通过非
正式组织的方式，在轻松的生活场景中与学生对话，学生
自然入心入耳。

校长讲话要让孩子喜欢，幽默是很重要的。不过正
如老舍所言：幽默是一种才能，但不是人人都有。不过，
校长与学生的对话是可以设计的，只要有心，话语内容、
形式与场景都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2 校长要说孩子喜欢听的话 3 校长要做孩子喜欢做的事

“好的关系就是好的教育”，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样，都是教育常识。这种常识当然包含校长与学生的关
系。“把促进每个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营造育人文化”“使学校成为师生共同学习的
家园”，这些都是明确写入 《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 的基本理念。在新时代，当好校长，除了是“师之骄
子”，还应该是“生之赤子”，做好学生的大朋友，应该是新时期校长的专业职能和基本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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