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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县域中学在资源、师资、生源、学科建设
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破解县中教育之
困需要集聚多方智慧。聚焦普通高中新课程、新
教材、新高考的“三新”改革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契机，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勇在发
言中指出，县域中学校长论坛的召开，为破解教育
之困，寻找解决之道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教育为何？教育何为？值得注意的是，作
为承办方的定远中学今年高考取得了突出成
绩，在省内县中备受瞩目。五年来，该校共为国
内重点高校输送 600 余名学生，连续数年的优异
表现和卓越成绩，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成为县域
高中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经过持续多年发
展，定远中学经历了从薄弱学校到一般学校、优
质学校，并逐步走向卓越学校的过程！”定远中
学党委书记戴茂俊介绍说。近年来，定远县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着力推动定远中学做强
校园品牌，做精内涵特色发展，县域高中发展跑
出了“加速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定远中学
的经验做法也吸引着众多教育同行者的关注与
热议，此次首届县域中学高质量发展论坛选择
在定远中学话教育谋发展，定远中学党委书记
戴茂俊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期望，“举办首届县域
中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旨在为我们提供一个平
台，让我们有机会共同探讨适合县域中学发展
的路径，共同寻觅突破县域高中发展困境的良
策，共同促进县域教育水平的提高。”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校长，校长必须
扛起提高教育质量的责任。”不少嘉宾表示，本次
论坛搭建起不同学校校长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
促进了区域间办学经验做法的交流沟通和借鉴共
享，搭建起了共享共建的平台。

搭建交流平台 共同缔造合力

首届县域中学高质量发展校长论坛举办——

把脉教育聚焦发展 校长专家定远“论道”
□全媒体记者 郑安杰

首届县域中学高质量
发展校长论坛 12 月 14 至
16 日在定远中学成功举
办，连续两天，来自全国各
地的中学校长、高校专家
学者、一线教师等近500人
齐聚一堂，一起聚焦探索

“三新”（新课程、新素材、
新高考）背景下县域普通
高中振兴的方法策略，共
同探讨县域中学教育发展
与变革之路，分享优质学
校的办学经验，旨在弘扬
教育家精神为实现县域中
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次论坛由安徽省教育学
会主办，定远县教育体育
局和定远中学承办。

“三新”背景下县域
普通高中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为促进新时代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与会专家学者、校
长、老师们共话“强国建
设，教育何为”这一重大
时代课题，紧密结合学
校特色和教育教学实
际，以点带面、入情入
理，共谋教育发展。

论坛上，安徽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王勇
围绕着学校向哪发展、
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等
问题，作了题为《当前在
课程改革中的几个突破
口》的讲座，他通过深入
的调查研究，指出要对
课程改革改变认识，解
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
么人、怎么培养人等问
题症结，为教育高质量
发展摸情况、寻病根、开
良方，提出要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文新华以《县域高中在教育现代化中的使
命与担当》为题，提出要把县域中学的发展
放到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中去，要服务
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接国家科技和人才战
略，要寻找县域高中的优势，寻求扬长避
短，探索县域高中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之路。

育人方式改革背后的规律如何？怎么
适应新形势？南京市教学研究室主任严必
友结合南京市近两年来的发展实际和案
例，带来《以研究态度面对课改和考改》为
题的分享，他建议要关注课改和考改的重
点，要研究课程结构、内容、实施与评价的
变化，要向考查学科本质、基本概念、理性
思维回归，以高质量的教研推动高质量的
发展，以适应高质量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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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县域中学教育的新使命与新担当，回应
当下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以及提升学校育人质量
的现实需要，与会的校长专家们纷纷围绕“三新”
教育改革、课改、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问
题，献计献策寻找发展良机。

推动教学改革，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关
键。江苏省启东中学，是一所老牌知名学校，启
东中学校长陈仲刘认为教学管理的中心应该聚
焦在“人”身上，面对学生这个重要人群，他的管
理自有一套，通过管理的细化创新，建立学生主
动问答制度，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机会思考、探究、
表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积极
性，在全校营造一个学生勇于提问、乐于提问的
教学氛围。

教学管理关系着教学的提质增效。远道而来
的成都石室中学党委书记田间分享了自己的《学
校管理的实践进阶》，从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人
本性等方面做到坚持理念引领、明确发展规划、形
成制度保障、优化运行机制、赋能教师队伍、凸显
文化熏陶、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管理的创新，突出
服务学生、服务老师的核心理念，理顺学校管理的
职责，使得管理效率得以提升。

定远中学党委书记戴茂俊的着眼点则在学校
的“品牌”创建上，他以自身的实践践行“教育即化
人”，论坛上，他围绕“三新”的实践和探索体会，提
出自己的“良方善策”，立足品牌学校、教师学校、
学生学校、家长学校这四个学校建设，以品牌驱动
学校教育升级。

聚焦使命担当 共享教育智慧

妈妈经常让我学习后站在阳台向
外眺望，她说这样对眼睛有好处。一年
四季，楼下的景色虽不相同，但各有各
的特色。

春风吹走了寒意，枯黄的草地上渐
渐出现了嫩绿的小芽，树枝上也冒出了
小绿叶，迎春花嗅到了春天的味道绽开
黄色的花朵，梅花、杏花、樱花、桃花也
毫不示弱，争先恐后地张开笑脸，真是
美不胜收。

夏日炎炎，知了在树上“吱吱”叫
着，楼下小池塘里的荷花开得正旺，我
不由吟诵起杨万里的诗句“小荷才露尖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楼下的院墙爬
满了红的、黄的、粉的蔷薇花，火红的石
榴花更是挂满了枝头，来往的人们汗流
浃背，忙碌的身影增添了夏天的美。

秋风起树叶落，满院的金桂却散发
出恬淡的花香，闻到它我就想到了美味
的桂花糕，忍不住咽了下口水。葡萄架
上结出了一串串紫黑的葡萄，石榴树上
也结满了大大小小的果子，金黄的银杏
随风飘落给院子里铺上了金色的地毯。

冬天虽然寒冷，我却很喜欢，一场纷
纷扬扬的大雪，屋顶、树枝、地面都盖上
了厚厚的被子，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
打雪仗、堆雪人，手冻得红彤彤却丝毫不
觉得冷。蜡梅花似乎也和我们一样，在
寒冬里绽放着淡黄色的花朵，香气宜人。

小院虽然不大，却是我的乐园，我
爱楼下的小院。

【点评】小作者以儿童的视角观察
小院，段落清晰，描写细致，字里行间透
着生活的气息和童趣。

我家楼下的春夏秋冬
□滁州市紫薇小学三（5）班 童鑫 指导教师：岳文姝

不知是我记错
了，还是其他老师记
错了，反正我觉得以
前学生作弊现象比
现在严重得多。这
也是让我百思不得
其解的一件事。因

为那时我们要求也严，屏蔽仪都用上了，
可学生的作弊或非考试动作还是捂都捂
不住，任你暗示提醒他都不在乎，所以师
生之间在考场上也常常发生摩擦。而我
也从来不认为我们被授予了随时驱逐学
生出考场的权力。

现在监考我可以安心地思考一些问
题，但以前不行，他们随时会把我拽回到现
实。有一次，大概因为一时愣神，我盯着一
个学生的位置看，这个学生就浑身不自在，
嘴里嘟囔着什么。正常情况下，学生做题
是感觉不到别人在看他的，所以我后来想
到，他可能在责怪我甚至在骂骂咧咧：

“你怎么老盯着我，盯着我，我还怎么
抄？快滚！！”

当然我也承认，作弊行为一直存在，
从未消失。这不，这次考试后学生之间又
相互举报了。

学生是成长中的人，他们能否养成诚
信的品质，取决于受了怎样的教育。诚信
教育，并不是拿诚信去“要挟”学生，“逼”
他们服从——极端的时候也需要“逼”，但
不是常态。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

我们自己说话算数吗？
如果考试的目的，只在于检测，学生

会铤而走险吗？抄袭现象还会普遍吗？
最重要的，还不是给学生排名，而是

我们围绕排名做的那些后续工作：公开那
个排名，表彰一些人，找考差的学生谈话，
反复谈话，召开家长会、教师会，反复开会
……

总之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考试早就
不那么“单纯”了。考试结果关乎实际利
益，甚至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尊严和安全
感。不要又说，中考、高考是要排名的啊，
这是两码事！

诚信教育是让人看到诚信的好处，而
不是总让人看到牺牲掉的是什么。所以
说，我们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一方
面希望学生诚信考试，另一方面却又在肆
意地破坏他们的向善之心。

正确的诚信教育，一定是把一个选择摆
到学生面前：抄还是不抄，这是一个问题。
尽管这个选择，很多时候是两难的。而我们
的做法，恰恰是让学生根本就没有选择，根
本就不需要去审慎地考虑，他只会想：

不抄白不抄，抄不到就亏大了！
所以，尽管我们把“诚信考试”几个字

写到了黑板上，学生心里却不太能够接受
它。换句话说，这很有可能演变出“说一
套做一套”的伪道德。

人的认识，一定要和他的感受建立关
联。如果理性认识是，诚信是好的，而实
际的感受却告诉他，诚信一点也不重要，
诚信只会让我失去更多，那么，这个人的
精神不会很分裂吗，他又怎么形成健全的
人格？ （作者单位：来安县第四中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诚信教育
□刘 洋

为 了 提 升 孩
子们的健康意识，
激发他们的拼搏
精神，提高他们的
竞技水平，我们学
校举办了首届校
园 田 径 运 动 会 。
此次运动会，规模
大，共有50支代表

队，近600名运动员参与了“角逐”，给运动会的组织
带来了挑战。这场运动会是对学校管理的一次考
验，既检验着班级的组织力和孩子们的竞技水平，也
检验着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组织水平。比赛中，也涌
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尤其是孩子们的接力赛，作为本次运动会的看
点和热点，比赛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眼球。其实，每一
个项目，每一个场地，比赛间隙，我都会不时去观看，
既是了解师生的精神状况，也是对师生的鼓舞，说明

学校非常重视。三四年级的4×50米接力赛，我也
准时来到赛场。这不，一位孩子看到我，立刻与同行
的同学说：“你看，校长都来看比赛了。”说完，两位孩
子很神秘地看着我，我冲他们笑笑，回道：“是呀，这
么精彩的比赛，谁不想看呢？”你瞧瞧，校长的参与对
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此次运动会完全按照正规田径赛的环节设置，
该有的程序，该有的项目一应俱全。接力赛先是按
报名名册进行检录，然后由学生志愿者引导到起点，
裁判员在裁判长的指挥下，再次核对每班的运动员，
然后把运动员安排到相应的赛道上。随着发令员一
声枪响——“啪”，运动员们像脱缰的野马或是离弦
的箭一般冲出去。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和全场师生的
呐喊声，赛道上的运动员们真是鼓足了力气往胜利
的方向奔跑。那是自我的展示，也是赛场的追击，更
是班级荣誉的拼搏。

按规定，赛场上只有摄像师和裁判长等工作人
员。这时，一个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在全校师生的

眼前，有一个人正在赛道内侧手里拿着手机跟着孩
子们的节奏奔跑着为孩子们摄像。这应该是我们在
国际赛场的电视转播中常看到的场景，没想到也出
现在校园田径赛场，真的让人敬佩。很多师生都在
为他点赞。还有老师当场为他拍了一段视频 MV
呢。他的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一名老师对孩子们的
爱，更体现了一名老师对运动的尊重，也体现了一名
老师对职业的热情。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他记录下孩子比赛的视频，仅仅是一段视频
吗？肯定不是。这是记录下孩子的拼搏瞬间，是记
录下孩子的珍贵童年，更是记录下孩子美好的回
忆。回想他平时工作的严谨，教学的认真，在本场比
赛中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什么是育人？这样的
老师，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是育人吗？我们每一个人
都明白，教师要“教书育人”，殊不知育人其实就在于
我们的点滴。生活中，学习中，活动中，我们的一言
一行，我们的无声陪伴，就是育人的最好教材。

（作者单位：全椒县第二实验小学）

奔跑的“摄像师”
□周 兵

三生共燃尘，少年情怀难忘怀。青葱岁月里，你我相识
于天长中学初中三班。这是你我青春成长的地方，她承载着
我们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五十年前，我们带着一些青涩、
一些稚气，走进了中学的校门，开始编织我们青春的梦想。
同窗三载，我们有喜悦、有欢笑、也有泪水和汗水，更有时代
变迁带给我们这些少年的一些迷茫。我们依稀记得当年天
长中学竖起的第一栋教学楼有我们这些少年搬运砖头流下
的汗水；学校的小农场是我们学农的课堂，那里有我们稚嫩
的身体卖力地干农活的记忆；泥土地面的校运动会的操场上
有我们青春飞扬的身影，为了让我们班取得好的体育成绩，
班主任崇婷老师一次次违规地在跑道边跟着学生一起跑，一
边跑一边大声喊：加油，加油；还有那简陋的课桌上面男女同
学之间的三八线至今在你我的记忆中还未褪色。因为“文
革”的影响，那时的我们没有文化课学习的压力，却有过学
工、学农、批林批孔、野营拉练等活动的经历。这些都是时代
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成长记忆。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一回首，我们离开我们的母校天
长中学已经五十年了。一回首，我们已从青春少年步入花甲
之年。五十年的岁月沧桑，虽然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带来了
睿智和豁达。五十年的风风雨雨、酷暑严寒，我们体会了生
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岁月的沧桑洗净了我们青春的年华和
天真烂漫，但始终洗不去我们心中那份深深的同学情谊。

五十重聚首，喜宴楼里喜相逢。2023年11月18日，我
们五十位同学和着初冬的节拍，终又相聚。报到、握手、问
候、拥抱、拍照，持重有节又兴高采烈。大家欢聚一堂，怀
旧、座谈、联欢。席间，我们老夫聊发少年狂，尽展文韬才
艺，把酒言欢，重温同学情谊；当年的趣事、糗事尽数道来；
手机，相机频频举起，留下美好的瞬间；同学情谊淋漓尽致
地释放、摇曳生姿地绽放。回忆总是美好的，多想穿越时光
的隧道再看看我们鲜衣怒马年少时的模样。然而，正如聚
会筹备组负责人孙光明同学所言：“我们已不再是我们，青
春是留不住的。但我们依然是我们，因为我们初心不改，同
学之间的少年情怀一生不变。”春华秋实五十载，同学情义
始最真。一声同学，一生同学！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童年是一场梦，少年是一幅画，青年是一首诗，壮年是一部小说，
中年是一篇散文，老年是一部哲学”。五十年，我们从少年到老年，从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变
成一部部清醒的哲学。生活教会了我们太多的东西。踏遍千山人未老，初中三班，这边风
景独好。感谢聚会筹备组的孙光明、王正华、纪新林等同学倡议、筹备和组织本次活动；感
谢钱啸军、刘宁这一对同学伉俪为聚会提供经费支持；感谢全体同学对聚会的积极响应、特
别是生活在外地的同学专程远道而来，所有这些才使我们聚会的愿望得以实现。

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愿我们珍惜当下的日子，往后余生皆
安好。 （作者系原天长三中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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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见

定远中学党委书记戴茂俊在论坛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