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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这场改革戳中了我们的兴奋点！”

谈起两年前的校长职级首次评定，台州

市金清中学校长黄兵海仍有些激动。

2017年，随着台州市教育局正式发文公

布校长职级首次评定结果，包括黄兵海

在内的10位市直公办普通高中校长成

为浙江省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吃

螃蟹者”。

“校长职级制改革的导向非常好，它

引导我们认认真真做校长，把自身发展

好，把学校经营好。”像黄兵海这样，愿意

为这场改革“代言”的校长还有很多——

不是“职务”是“职业”
安全管理、人事管理、德育工作、后

勤管理、分配制度、队伍建设、文化建

设、特色打造、发展规划、接受培训、处

理文件……一直期待着校长职级制改

革落地的湖州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校

长胡晓华在纸上一一列出了自己的工

作内容，在他看来，目前的校长工作“千

头万绪、无所不及”。

温州市洞头区实验中学校长纪玉

丕对此深有同感。作为一名上任不到5

年的年轻校长，在参加校长职级评定之

前，纪玉丕常常会觉得自己在学校工作

中的定位非常模糊，“好像在学校里什

么都管”。

从按照工作年限、教育教学业绩、

课题论文等情况进行个人申报，到校长

述职答辩，再到职级评定委员会的考核

评鉴，纪玉丕发现自己的角色定位逐渐

清晰起来，“当校长不再是一种职务，而

是独立的职业并且有自己的职业成长

阶梯时，校长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权威

性也会随之而来”。在洞头区的中小学

校长职级首次评定中，纪玉丕被评为二

级校长。随后她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

在3年后的职级评定中成为一级校长，

“一个积极向上的专业型校长，才会得

到更多人的认可”。

至2018年年底，作为我省试点区域

的温州市完成了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

革，像纪玉丕一样完成首次职级评定的

校长共有1000多人。

“取消行政级别实行职级制后，所

有的校长都处在了公平竞争的位置，不

论学校大小、学段高低，只要办好学校，

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就能取得相对较高

的职级。即使是农村学校的校长，也可

以成为高级或是特级校长。”温州市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泰顺县三魁镇中心小学校长庄明

贵在首次职级评定中被评为一级校长，

作为农村学校的校长，他坦言，现在的

工作“有盼头”，但也有“危机感”。

“在年度工作综合目标考核中被确

定为不合格的，职级降一档，不发当年

度职级奖励。”

“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的，免

去其校长职务。”

“被认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校长，按

照有关规定予以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

……

这些都是庄明贵的“危机感”。“在

这样一个‘能上能下’的制度下，每位校

长都会拼命学习、努力干事，去提升自

己、发展学校。”庄明贵说。

不要“官帽”要“专业”
短短15分钟的答辩环节，温州大学

城附属学校校长陈加仓却前前后后准

备了几个月。

“面对台下省内外的教育专家、名

校长、名教师，要讲什么、怎么讲对我来

说都是一种考验。”重要的政策文件翻

来覆去地阅读，学校建设课程体系、师

资队伍、核心素养的资料逐步完善，办

学理念、办学目标、办学成绩反复梳

理。陈加仓说：“别的都不提，光是梳理

提炼这些材料对校长们来说就是一个

专业提升的过程。”

而在黄兵海的眼里，不论是职级评

定还是年度考核，更像是校长的一个

“承诺会”。每位校长都必须针对学校

的自身特点，提出切合实际的特色发展

目标及达标方案。“当你对下一年的工

作进行展望时，就像是许下了一个承

诺，你也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实现它。”黄

兵海说。

台州市中小学校长

职级评定主要从教育理

论、学校管理、教育工作、

工作实绩4个方面来考

核评价校长的专业能力

和水平。台州市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秘

书处处长李士安介绍，

“考虑到各学校的办学基

础与条件不同，校长的办

学难度不同，我们在评定

时会根据学校的生源、师

资、规模、原有教育质量

定位进行难度系数的一

个判断。简单来说，我们

考察的是一个校长能在

原有的办学基础上带来

多少新变化。”

“在整个评定过程当中，工作实绩

是我们最看重的。”作为职级评定委员

会的一员，温州市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潘

建中认为，有些校长擅长讲，却不擅长

做，但不论一个校长的办学理念讲得多

好，发展不好一所学校的校长就是不称

职、不优秀的，“这就要求职级评定委员

会的构成必须多元化”。潘建中提到，

一个多元化的职级评定委员会其成员

既要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专家，也一定要

有熟悉本地区情况的校长。

余姚市凤山小学校长钱时森还未

参加过校长职级评定，现在他最关心的

就是校长职级制评价程序是否客观、公

正、科学。“评价校长在哪一个等级，要

看校长在任期间给学校带来哪些有助

于学校发展的新东西；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有没有提升，是否得到自我实现；学

生的综合素质是不是得到质的提高。”

钱时森希望，“应该委托专业机构对校

长进行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评价，所谓局

外人评价教育。”

“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最大的一

个难点就在于如何进行科学的分级和

评定，特别是当面临多个不同学段、不

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时，第三方专

业机构的进入能够使得校长职级制改

革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从而有效促进职

级制改革的推行。”李士安说。

不愿“被动”愿“自主”
“真正给校长带来压力的并不是述职

答辩，而是教师和学生对校长的满意度。”

黄兵海介绍，在办学满意度测评环节中，

职级评定委员会会听取教职工和学生对

校长的评价，其中参加教职工评价的人

数不低于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总数的

85%，学生评价则随机抽取部分学生进

行测评，“在专家们对你进行打分之前，

首先要看看教师和学生给你打多少分”。

“校本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关心师

生身心健康方面”“教师的凝聚力与工

作态度”“家校联系、合作方面”“课程设

置、作息时间安排方面”……这份面面

俱到的“考卷”对校长而言并不简单。

“这其实迫使校长不能再做‘等待

型’或者‘跟风型’校长，而是一定要按

照学校实际，去促进学生和教师的发

展。”面对2015年刚成立的学校，陈加仓

在学校的课程体系建设上下足了功

夫。24馆德育课程体系结合温州智库

资源，努力做到“创每个孩子回味一生”

的德育教育；“三界四步”大境脉课程重

视学生的学习起点和个别差异，让不同

学科教师走进同一课堂，实现优质教学

的最大化；全校教师共同参与的跨学科

课题从1.0发展到4.0，促进了每一位教

师的专业成长。“校长职级制改革扩大

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校长们有更多

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是

为了什么。”陈加仓说。

如今，随着温州市、台州市、丽水莲

都区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工作

的开展，越来越多的浙江校长们在期待

着校长职级制的真正落地。

“希望副职校长也可以纳入到校长

职级评定中来。”

“未来，校长与教师能双轨制晋升，

双赢！”

“完善校长培训制度，让更多校长

能够顺利‘升级’！”

……

摘“官帽” 成“职业”

校长们为什么愿意为这场改革“代言”？

关关注注 □余 色

江西省南昌市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将接受学生、家长无记

名评议给师德打分这事，最近引

起了全国教师们的热议。

有教师叫好，当然更多的

教师提出了异议。提出异议的

分别有以下观点：师德是用来

尊重的，不是用来评价的；将家

长、学生定义为教师服务对象

的政策，显然不懂教育；学生、

家长评价权重占50%，会引发教

师刻意讨好学生、家长的现象，

使得教育失真、扭曲；师德在不

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标准，让

学生、家长打分不科学；如果没

有科学的评价体系，最好不要

强制评价师德……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事

业的高度重视，对立德树人在教

育工作核心地位的不断强调，教

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师德建设得

到了教育各主管部门甚至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

而侮辱学生、有偿补课等一

些触动社会神经、触犯师德红线

的行为，让家长批改作业甚至让

家长帮着完成作业等教师“懒

政”造成的家校矛盾，常常成了

社会舆论“燃爆”的导火索。

无怪乎教育主管部门希望

能引入家长甚至学生来“匡正”

师德，希望这样的评价能提醒、

鞭策教师更好地做好教育工作，

能更用心地立德树人。

其实，让学生和家长给教师

的师德打分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2018年暑假期间，安徽省合

肥市中小学师德考核评议系统

正式上线。合肥的家长和学生

通过这个网络系统可以直接给

教师的师德打分。

同样，学生测评和家长测评的权重达到总

分的50%。

同样，这个考核办法在当时引起了争议。

一年过去了，效果如何？

“在开始师德评价之前，从学校管理者角

度来说，也希望能够了解家长、学生对教师的

评价，这样的评价也有利于促进教师的发展。

但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抵触和反感的。

教育工作有一定的专业性，让家长和学生来评

价教师，对学生严格要求的教师担心自己会吃

亏。”笔者认识的合肥市一位校长这样介绍。

但是从最终的评价结果来看，这位校长发

现，学生、家长对教师都比较宽容。该校学生、

家长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教师最后也得到了93

分，达到了优秀的标准。“可能家长觉得老师也

不容易，还有家长担心给低分会被教师倒追来

源。”实际上，这位校长也坦言，尽管还有很多

问题并没有在家长、学生的评价中暴露出来，

但是他们反映出来的教师确实有问题。

这套评价系统，只在当年用了一次后就不

了了之。

这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结果。

还记得，金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俞正

强跟教师是“不讲”师德的。“不讲”师德，是因

为他认为师德没有办法用分数来评价。但他

同时又认为，良好的师德可以改善教师的职业

倦怠，可以改善教师为求分数不择手段的、急

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可以让教师心甘情愿为学

生的发展而付出。

多么矛盾的“讲”与“不讲”！

因而，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师德红

线，金师附小每两年会根据家长反馈、学校实

际更新一次维护学生权益的5条红线、10条黄

线。“踩红线，年终绩效奖全无；踩黄线，踩一条

从年终绩效奖中扣500元，直至扣光。”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合肥那位校长的认

同，“家长评教是可以做的，评价结果供学校了

解情况，帮教师改进反思”。

也许，除了行政化、居高临下地考核教师

师德，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花更多的脑筋

来激发教师的师德。

“我们一起来开心”“我要说声谢谢你”“拼

班感恩奖”“我们的好老师”“师徒结对话感恩”

“说说进步的人和事”“说说我的进步”……这

些，都是金师附小近年来开展的一个个发现同

事美好、发现自己美好的“开心会”，就像驶向

春天的列车，慢慢地，携手同行者越来越多。

对了，那些教师们分享的美好，专门编制成了

该校的“好教师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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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玉立

9月，班上的学生小学三年级了。家

长们总习惯用“分水岭”“节骨眼”来形容

这个阶段。看着略显焦虑的家长，我打

算来个家长座谈会，聊聊育儿方面的困

惑和经验。座谈会结束后，一位家长拉

着我走到教室一角。交谈中，她几乎表

扬遍了全班的孩子，但在谈到自己孩子

的时候却眉头一皱，毫不留情地向我“控

诉”孩子的坏习惯，还表示家庭关系因为

学习而变得很紧张。她这一番话让我感

触颇深，真的是孩子这儿出了问题吗？

其实作为学生们最知心的大朋友，

我也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说：“要是我的妈

妈也这样就好了。”看来，在成长这个催

化剂的作用下，亲子关系正在发生着剧

烈的化学反应。随后，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我们来场

‘交换孩子’的活动吧！”

活动前期，我在家长群里探了探底，

家长们都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纷纷表示

终于可以把家里的“熊孩子”送出去了；学

生那儿也激动地表示很想离开父母去外

边“玩”一天。大胆的家长配上勇敢的孩

子，活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我们选取了12个代表家庭互换孩子24小

时，其间家长不能与自己的孩子取得联

系，并配上了一份“任务清单”。

“我家新闺女·我家新小子”活动任

务清单的内容有：1.孩子参加体育运动

至少1小时；2.“新爸爸”“新妈妈”辅导孩

子功课；3.“新爸爸”“新妈妈”陪伴孩子入

睡；4.“新爸爸”“新妈妈”下厨做一顿美味

的晚餐；5.拍摄一张美美的“全家福”；6.

活动结束后孩子为“新爸爸”“新妈妈”写

一封信，“新爸爸”“新妈妈”为孩子写一

封信；7.填写一份活动反馈表。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离开父母，学

生们的内心又期待又忐忑。其实，比他

们还要忐忑的还有即将迎接他们的那12

对父母。有一位妈妈为了迎接新女儿，

前一晚彻底失眠了，想了各种相处的方

法。为了这24小时，参与活动的12对父

母使出了浑身解数，每户都准备了一大

桌子丰盛的菜肴。盛宴过后，“新爸爸”

“新妈妈”又安排和“新儿子”“新女儿”喝

茶、唠家常，安排他们与“新弟弟”“新妹

妹”散散步，再下下棋。下午时分，“新爸

爸”“新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出游寻找秋

色，享受午后的阳光；傍晚回到家又细心

地给孩子准备好床铺。12对父母后来都

反馈：上了学，亲子关系开始紧张，家长

既要要辅导作业，又要接送孩子上培训

班，时间非常紧凑，很久没有过这种优哉

游哉的生活了。互换活动是在一个假日

举行的，我发现大多数参与活动的家长

都自动忽略了任务清单中的“辅导孩子

功课”这一项。

第二天天一亮，活动结束了，大家各

归各位。当我翻看学生和家长互写的信

件时，不禁感慨万千。

学生鸣鸣是一个帅气的男孩子，被大

家称为“数学小王子”，他的脑海里总能出

现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24小时的相处，

他对“新爸爸”“新妈妈”充满了感激，却也

道出了心中的小秘密：“和您相处的这一

天，我过得很开心，很自在……甚至有过

想晚点回家的念头。您让我消除了我对

天底下妈妈的一个误会。我以前总以为

妈妈对小孩都很严厉，但是您却很温柔。”

当鸣鸣妈妈看到儿子写给临时父母

的信时，感慨万分：“我可以对互换的孩

子温柔而有耐心，但是对自己的儿子却

非常严格，只要发现他有一点点问题就

开始怒吼……”

学生豌豆的妈妈在信中回忆道：“晚

上睡前给新闺女准备了泡泡浴,新闺女开

心地说：‘豌豆真幸福，回家还能泡澡。’

可事实呢？每次豌豆要求泡澡时，我总

是冲她喊：‘泡什么呀，赶紧冲一下开始

做作业了’……”

不少家长说，通过和别人家孩子的

相处，更好地了解到自己孩子和其他孩

子的共同处和不同处，知道了自己在家

庭教育上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当我

们羡慕别人家孩子优秀的时候，其实自

己家的孩子也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家的

孩子”。

同时，很多家长都说：“在不用管作业

的时候，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新儿子真好管，他让我不用一直盯

着他，自己在房间里认真完成了作业。”一

位爸爸在班级微信群里夸奖“新儿子”。

“我们家新闺女睡前安静地阅读了半个多

小时，这是我努力了两年却没让自己孩子

实现的目标啊！”另一位爸爸说。

是啊，新的家庭给了孩子一个相对

独立、轻松的氛围，学习不再是一项“硬

性任务”，而变成了一种“自我选择”。我

对家长们说：“在抱怨孩子学习不主动、

不刻苦的时候，也许该想想，是不是我们

要的太多，管得太严了。”家长也开始意

识到，让生活慢一点、陪伴多一点、表达

暖一点、抱怨少一点，也许就会发现孩子

正 试 着 独

立地成长。

（作者
系宁波市
鄞州区华
泰小学班
主任）

“互换孩子24小时”的家庭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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