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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校长一定是有思想的。”这是大家的
共识。

我们看到了郭兆红校长的“用文化引领
发展，用文化凝聚共识，用文化润泽心灵；

‘三动、三引、三融’策略”；也看到了翟克兵
校长的“致中和”和对“心”字的完美释义。

赵立成校长的“通过培育现在的学生，
我们可以影响未来的世界”，让人深深地感
受到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宋刚校长的“学校管理要以人为本，其
实就是以‘人心’为本。用心用情感受和探
究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位老师的成长”，张波
校长的“让每个孩子释放天性、快乐成长。
快乐和用心是会传染、会传递的”呈现出的
是一份真情和自然。

刘斌校长的“各个校区既个性化成长，
各美其美，又优势互补，美美与共，我们才能
百花齐放春满园”，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智慧
和教育格局。

杨彬校长的“既要有想大问题的能力，
又要有做好小事的精神”，这种能力和精神，
不仅贯穿在老师躬耕教坛的每一个阶段中，

更洋溢在教书育人的每一个细节中。
胡丽华园长的“让人、事、物都回归保持

到原本就有的自然的样子，形成一个和谐自
然的气场，由内而外唤起每个人心灵深处的
温暖与感动，润泽心灵”，一种内在的力量油
然而生。

王芝东校长的“用生命陪伴生命，用生
命影响生命，用生命唤醒生命，用生命润泽
生命”，让人看到了“生命教育”的“特教成
长”。

崔守峰校长的“学校教育发展到今天，
要打开象牙塔，开门办教育，让孩子们在社
会大课堂中振翅而飞、自由翱翔”，将知识
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让人获取更多的
启迪。

这就不得不提到校园文化。
10所学校，每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也

都是基于学校的特色发展，是独属于自己的
文化。校园文化是学校凝聚力和活力的源
泉，也是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提升学校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彰显师
生素养的关键所在。

好校长，要有思想

读书，让人更真实

思想来自哪里？
众校长纷纷表示，思想来自读书学习，

来自总结思考，来自持续自我成长。
读书是知识的输入阶段，反思是知识的

消化阶段，持续地自我成长，一定是凝练
升华。

在每一位校长的办公室，记者总是能见
到很多书，不只是教育类书籍，散文诗词、历
史地理、戏剧科技等涵盖广泛，而且，不同的
时间去，你会发现，书有不同的更新。

11月22日，冬日暖阳，淄博十七中校长
室，阳光径直铺洒在办公桌上摊开的书页
上，记者见到杨校长的时候，他正在研究国
内知名教育家、“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
教授的《走向学习中心——— 未来学校构想》。
在他看来，每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而突破
认知壁垒、拓展认知疆域最好的方式就是读
书。杨校长说，读书不妨广一些、精一些，让
自己静下来、沉下来，去感受沧桑，体验繁
华，经历百态人生，咀嚼酸甜苦辣。“放下手
机，拿出书本，读进去，这一点有时很难，但
是，正是难能，所以可贵，需要定力，需要智
慧。”

郭校长也说过，一名好校长一定是爱读
书的校长，爱读书的校长才能带领爱读书的
老师培育爱读书的孩子。

崔校长也曾发问：什么样的空气最令

人神清气爽、身心愉悦？那一定是溢满书
香的空气，才是最好的空气，最是书香能
致远。

有时候，记者也会和校长们共同探讨一
些书中的场景理论，就一些教育话题进行交
流。他们的真知灼见，往往能给你打开另一
个思想的维度。

就像和翟校长交流的“一个好校长就是
一所好学校”的说法，他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单一因素不足以决定一所学校的
品质。他认为“校长是一所学校中责任最大
的那个人”。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做错事
导致的后果。责任大就是做错事导致的后
果和影响大。毫无疑问，学校里校长责任
最大。

另外，他的“分数三问”也让人耳目一
新。一问，有没有好的分数？二问，分数是
怎么来的？三问，除了分数还有什么？

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读书吧，哪怕书不能立即给你答案，亦

能承载你的情绪，丰盈你的灵魂。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有句话说，一个人但凡有了读书的癖

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甚至
有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丰富多彩的世界。

读书，是简单的、自然的、朴素的，会让
人更加真实，更有味道，更有力量。

教师，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生，注入爱的力量

12月1日，在齐丰幼儿园，冬日
的阳光正透过百叶窗，洒落在办公
室的书桌上，孩子们在户外游戏的
快乐笑声时不时传来。

胡园长给记者打了个比方，教
育就像种庄稼，种庄稼需要播种的
土壤、适宜的时节，不急于催熟，不
急功近利，等待瓜熟蒂落。教育也
一样，要尊重孩子的发展特点和教
育规律，“耕作土壤和养育心灵，同
质同源”。

同样的，对特需学生，王校长
也一直在为他们的未来谋划着：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进入社会以
后怎么办？怎样才能更有尊严、更
幸福地生活？”“当看到一个孩子的
时候，不单要审视他学习得怎么
样，还要审视这个孩子的一生。”

“让每一个残疾儿童享受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让他们回归主流、自
立自强地生活，是我最大的期盼。”

之所以单单提到这两部分学
生，一个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另一个解读为“特别需要”。

两位校长，也都提到了“爱”。
胡园长说，一定是播下爱的种

子，注入爱的力量。老师要具备爱
的能力，具备爱的心态，而且这种
爱是发自内心流淌出来的。

王校长也说，特殊教育真的是

大爱的事业。爱心是特教老师的
灵魂，让每一位特需学生享受适宜
的优质教育，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多位校长提到“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学校就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家’”
“要努力让学生找到一个喜欢上学
的理由”。

有人说，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
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
过程。

也有人说，花期不同，花开
一样。

总之，教育家精神的提出，丰
富了新时代教师的内涵，赋予了新
时代教师的使命，愿我们的校长、
老师，以天下为公之情怀、以大道
之行之境界，努力做到以文化人，
努力追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坚守教育本真，寻求教育美好，心
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成为学校
保持良性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敏

世界上很少有职业像教师一样，时刻生
活在几十双、上百双纯真眼睛的审视之下。

因此，教师是学生时刻阅读的“道德书
籍”，要用心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老师们的

真诚与善意。
学校发展，教师第一。
在和校长们交流的过程中，大家都不

约而同地谈到了教师的重要性。

好校长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才算好校长？一名好校长，是如何带动教师队伍，
又是如何教育好学生的？有人说，这是校长界的“经典三问”。答案万千。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好校长”的模样。那么，好校长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两个多月来，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近10名校长，从幼儿园到小学、
初中，再到高中、特教学校，听听他们心目中的好校长是什么样的，再看看他们又
是怎么做校长的。

循着校长们的思想，我们看到，这些好校长身上往往具备共同的特质：爱读
书，善学习，常反思；有情怀，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敢担当，会决策；都把教师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也都对学生做到“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他们也特别注重文化建设、“中和”之道、开放创新……让每一个人成为一束
光。好校长会因其思想、品格和能力让人信任并追随。这就是校长们的魅力。

校长的魅力就是学校的魅力、教育的魅力。走近他们，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一
颗颗真诚的心，在澎湃跳动。

“学校里每一位老师的基本情
况都一一知悉。”“每一位老师，在
这里，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被欣
赏的幸福。”“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底
气和宝贵财富。”……

高品质的办学需要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

从教师的角度来讲，不是有几
个名师来装点学校门面，就是高品
质办学了，而是“师师皆良师”，因
为每一个学生都有遇见好老师的
需求和权利。

校长们也一直把教师的专业
成长放在学校管理的关键位置。

淄博七中就积极探索教师培
养模式，构建教师培训体系，完善
教师培养机制，通过“＋”系列，“线
上＋线下”“请进来＋走出去”等模
式帮助每位老师快速成长，激发教
师活力。

张店区实验小学的教师专业
成长是从“要我成长”变成“我要成
长”，成长体系循着“知教—愿教—

爱爱教教——能能教教——善善教教””的的教教师师专专业业发发
展展道道路路，，结结合合学学校校““精精致致教教育育””的的办办
学学理理念念，，将将教教师师专专业业精精神神凝凝练练为为

““精精于于心心，，致致于于行行。。””
张店区绿杉园小学的教师成

长离不开团队的帮助，少不了磨
炼，优秀是主动成长的结果。每个
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都有
自己的思维模式和为人处世之道，
更有自己的个人追求和美好希望。
看见、欣赏、包容彼此的优点、特点
和不完美，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所渗
透、影响、融通、改变，才能达到理
想的教育境界。

特别是张店七中教育集团，学
校发挥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势，实行
教师梯度化管理，为学校名师培养
开辟了一条新路。

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一种
职业，更是一种崇高的事业，新时
代赋予了教师“大先生”的理想与
情怀，每个老师都拥有成长为更好
的自己的教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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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们这样报道淄博“好校长”

“校长说”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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