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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群

教师会议是学校宣传政策、沟通

思想、交流信息、部署工作、凝心聚力

的重要阵地。作为一名校长，经常要

主持教师会议，而要开好教师会议并

非一件容易之事。

有些学校的教师会议形式古板单

一，每次会议不外乎是校领导在台上

长篇大论，一次会议往往耗时超过一

个小时，且发言主题不清，内容漫无边

际；教师在台下听得头昏脑涨，有人甚

至公然批作业、刷手机。

相反，有些学校的教师会议值得

点赞。它就像校长的公开课，有明确

的“教学目标”，有严谨的“教学过程”，

有科学的“课后反思”，有可喜的“现场

生成”。

整个会议成为校长与教师充分交

流的平台，虽然意见有分歧，但终归集

中统一，上上下下实现同频共振。

校长是领导者，注重意识形态、方

向引领和振奋士气；校长同时又是管

理者，注重制度落实、绩效考评和局面

稳定。

领导者和管理者，分别指向理想

与现实。一位优秀的校长，应该追求

两者的均衡，将各项要求网格化，分步

骤分阶段地去实现。

教师会议是链接理想与现实的纽

带，是贯彻制度与措施必不可少的形

式。一次成功的教师会议跟一节成功

的公开课一样，需要做好以下准备：

一、在会议主题上，做到胸中有
货，备好“教材”

每一次教师会议，校长都必须本

着落实主题、达成共识的会议目标，做

到胸中有货。

以“双减”政策落实为例，要深入

推进“双减”，教师在校工作时间增加

了一个多小时，双休日也被压缩。校

长必须看到教师的实际困难，体察教

师的情绪，与教师共情，才能提升教师

的价值认知高度，激发教师的责任心

和使命感，最终使全体教师产生“人民

教师为人民服务”“公职人员为公家解

忧”的积极意识。

会议正式开始前，一首赞美教师

无私奉献精神的现代诗《最美的神

话》，以配乐朗诵的形式渲染全场气

氛。会议主题发言从孟晚舟归国讲

起，讲到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封锁

和打压，以及中国高精尖创新人才的

缺乏，再讲到中国的教育内卷对下一

代的危害，最后举出张桂梅坚守和奉

献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她的精神。

在大屏幕上，一张旭日中托举孩

子的画面充满了象征意味：为托举明

天的太阳，我们愿意付出今天的努

力。整个会议就像一节公开课，有课

件、有朗诵、有音乐，感染力十足。

一旦教师的使命感被激发，工作

的阻力就会减少很多。

二、在会议对象上，做到眼中有
人，备好“学生”

教师会议的对象有时是全体教

师，有时是班主任、新教师，校长要根

据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会议主题和目

标，选择不同的会议方式。

新教师会议需要目标激励、榜样引

领、文化熏陶，而针对资深教师的哲学

探讨、换位思考、价值驱动效果也不错。

还是以“双减”政策落实为例，“双

减”政策对不同年龄段教师的压力是

不同的。

对新教师和老教师而言，“双减”

减去的或许就只是休息、休闲的时间，

但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教师

而言，“双减”减去的是他们陪伴孩子

的时间。

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教师要牺牲

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内心的不平可

以想见。为此，在“双减”推进会议上，

我们让教师陈述面临的困难，看见他

们内心的焦虑，充分接纳他们的情绪。

学校在制定“双减”任务时，也因

人施策，给予教师人文关怀。比如：尽

量减少教师的托管次数，并实施调休

制度；组团集体接送孩子上下学；学校

食堂还提供“小鱼点餐”服务，每晚8个

菜，可以堂食也可以打包回家，为教师

解决后顾之忧。

会议对象如果是活泼开朗的年轻

教师，可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激励他们

献计献策；而对于沉稳保守的中老年教

师，则鼓励他们以小组为单位畅谈想

法。如果教师们有牢骚或意见，也可以

通过向“校长信箱”投稿等方式倾吐。

三、在会议进程中，做到手上有
表，备好时间

现代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在开教

师会议之前，校长一定要告知教师会

议时长，并督促自己分配好会议时间，

让教师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能一小时开完的会，绝不拖至一

个半小时。如有其他人员发言或讨论

环节，都要有时间规定，可说可不说的

不说，可议可不议的不议，能一次性说

清的不重复说。

如事情涉及特定人员，不搞大面

积“轰炸”，择时与相关人员再议。

如果讨论形不成统一意见，即使

教师们意犹未尽，也要结束讨论，不浪

费时间在推倒重建的循环中。可以引

导教师深入思考，待想法成熟后，再开

小会商讨，或利用网络进行“云讨论”。

会议流程也要遵循现代课堂中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模式，切

忌满堂灌。校长往往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把话语权交给教师，让话筒在教

师之间传递。尤其是政策解读、活动

设计等内容，让教师们充分学习，主动

解读，畅所欲言，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

生成。

比如，为解决个别班级放学经常

拖沓这一顽疾，会议安排了“吐槽与改

进”环节，各位行政领导带领教师们献

计献策。

四、在会议结束后，做到心中有
数，备好反思

每一次教师会议后，校长都应该

认真反思：主题是否完美呈现？目标

是否精准达成？任务是否及时下达？

群众中是否有好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否有可采纳之处？

如果会议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就

要反思：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有

哪一个因素没有考虑到？是否前期缺

乏规划、准备不够充分？是否能预见

会议中可能发生的争执？在今后的会

议中应该如何改进？

找到会议的缺憾后，校长可以采

用“打补丁”的方式，与团队中最有影

响力、最直言不讳的成员一对一交流，

针对会上讨论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

产生的不愉快的反应，倾听意见，着力

解决。

可以多样化召开教师会议，根据不

同的会议主题确定不同的与会对象。

有关办学理念、教育行为、价值判

断、理想追求等主题的会议，要全员参

与；事关学校章程和发展规划的修订、

各项制度的拟定，也需要全员参与，达

成共识，才能自觉遵守。

而一些日常事务，如班级三项评

比、一周工作总结、下周工作布置、各

类考试安排等，在校园数字化的今

天，线上召开会议或者发个通知就可

以搞定。

教师的魅力在课堂，校长的风采

在会上。校长如果把教师会议当作高

级别的公开课对待，就能很好地承担

起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一岗双责”。

（作者为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
心小学校长）

教师会议：校长最重要的公开课
□东阳市横店镇第二初级中学
韩 俊

“听说下个月全校要开展卷入式

教研。”

“什么？什么卷入式？怎么‘卷’？……”

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简单讲就是要上公开课。”

作为刚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教师，我

最怕的莫过于上公开课。一上公开课我

就紧张，一紧张就语速加快，语无伦次。

教科室主任介绍：“这次的卷入式教

研不再由教研组长指定谁上公开课，而是

以掷骰子的方式，随机抽选上课班级和教

师，并在学校微信群公布。”

“不要抽到我。”我赶紧默默祈祷。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不尽如人意，

学科组第一个抽到的就是我。

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看其他同样被

抽中上公开课的教师，却是一脸轻松，一

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我后悔了，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浪费

了抽签前的两个星期时间，没有好好准备

要上的课。

手足无措的我，在匆忙备课之后，上

了一堂非常不漂亮的公开课。

这一次的失败给我敲响了警钟。从

那以后，我开始积极地观看教学视频，平

时就做到上好每一节课，还经常请教有经

验的教师。去年寒假期间，更是将省市级

优质课的网络视频看了个遍。

上半年新学期开始，我早早做好了上

公开课的准备，竟然有点期待上公开课了。

这一次，我校的卷入式教研又在原来

的1.0基础上改进升级。

首先，各学科组搜集学科问题，经过

讨论，确定此次教研主题。

进而，围绕主题，各学科结合教学进

度，每位教师准备一节课，第二周抽签决

定上课的教师及班级。

很遗憾，这一次，我做了准备，却没有

被抽到。

“带着耳朵听课总比全身心上课要轻松多了吧。”我

心里这样想着，便不自觉地跷着二郎腿，一边听课，一边

记记写写。

“韩老师，请你来点评一下陈老师的这堂课吧。”

“什么？什么？点评？该怎么点评？”

我的脑子瞬间嗡嗡作响，只弱弱地说出：“挺好的

呀。”接着胡乱说了一通，开始懊悔自己刚才没有认真

听课。

我又听了别人的点评，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邵老师说：“不能把课点评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状态，评课就像‘捉虫’，要抓住问题，注重实效，要明确一

堂课好与不好体现在什么地方，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借

鉴，是否结合了学科素养的培养、学科教学关键问题的展

开，是否突破了重难点。”

我明白了，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讲”好自己的课，

还要会“讲”（评）别人的课。评课过程也是自我反思、自

我提升的过程，“讲”自己的课与“讲”别人的课二者是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2021年9月1日开学，我校的卷入式教研3.0阶段

开始，步骤如下：①确定主题；②卷入研备；③深度听课；

④深度辩课与项目化评课；⑤反思提炼与主题汇报。

按照议程，9月6日，我所在的历史与社会组（以下简

称历社组）召开讨论会，一致认为我校学生学科上的问题

是读图能力非常薄弱，在分析历史背景、历史现象时不会

运用地图和图表。因此，历社组将本次卷入式校本教研

主题定为“图知人地，图穷史现”。

接着是各备课组确定授课内容，抽签选出5位教师

上公开课。

经过卷入式教研2.0阶段后，教师们都养成了较好的

听课习惯，比如提前预习上课内容，完成导学案；在听课

过程中，积极猜想开课教师会怎么上、轮到自己上又会如

何等，做到“先人一步”。

听完5位教师的课，我发现他们都特别注重对教材

知识的梳理，加上本次教研对图表的重视，我深刻认识

到，教材上的每一幅图都蕴含着大量信息，而以往我搜罗

大量素材时，却忽视了教材本身已精挑细选的配图。

轮到我上公开课《母亲河——黄河》时，我深挖教材

中图片所涵盖的信息，牢牢把握黄河流域图，真正做到一

图多用。学生也觉得一堂课下来学得很深入，不少学生

合上书本都能描出黄河干流形状、黄河流经的省区及地

形、黄河上中下游的重要城市等。

赢得同行及教研员的认可后，我的内心也充满了自

豪感，十分感谢学校搭建的平台，让每一次的集体备课、

磨课、听课、反思变成我成长的砖瓦。

辩课环节，教师们积极分享，激烈讨论，除点评每节

公开课，我们还围绕本次教研主题，以读图、识图为切入

点，抓住学科的教学关键问题，努力探讨如何提升学生

的学习能力。同时，成立了历史与社会项目化研究课题

小组。

10月12日，历社组举行《“图知人地，图穷史现”——

如何落实教材素材与提升学生读图能力》汇报会，即使不

同学科的教师，也纷纷给予肯定，表示从中获益良多。

每一次我校的卷入式教研都在进步，每一位教师都

有充实而上进的状态，这让我备受鼓舞。

从人员分工到资料收集，从集体备课到共写反思，再

到专题汇报会，拍照、写稿、资料归档，每一环节都分工明

确、有条不紊。

即便帷幕落下，也不意味着卷入式教研活动的结

束。教师理念、教学模式都发生着积极变化，它为我这样

的“小白”打通教学“任督二脉”提供了平台，为教师课题

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活力。

□杨根法

校园文化建设千头万绪，可以从

制度建设、课程建设、团队建设、人文

关怀等多处着手，而我认为，要打造师

生的精神“感应场”。

它可以是具象的，也可以是无形

的；它可以意会，可以言传，也可以物

化；它可以潜移默化，也可以源远流

长；它可以是打造出来的，更应该是经

过岁月见证的积淀。

我校把“感应场”分为书香殿堂、

成长沃土、百年家园3个层面，形成

了“精神立校、文化育人”的办学信

仰，以创建校园文化“十个一”为突破

口，让景观建设尽显学校悠久的文

脉、深厚的底蕴，因地制宜、顺势而

为，彰显“潜心育人、温暖有方”的江

山教育精神。

“一条党建长廊”就是经典的例

子。校训墙每一所学校都有，我校的

校训墙由于受墙体内的喷泉水系长时

间侵蚀，表面有些斑驳。按理，学校应

该将这面墙重新整修，但这样就浪费

了天然的陈旧感。于是，学校直接在

墙体上装饰了一系列党史元素：鲜红

的党徽、党的一大到十九大召开的时

间和地点、标语“为谁辛苦为谁甜，全

心全意为人民”。

这是重大时光节点记忆的铭刻，

在墙面岁月旧影的映衬下，显得分外

庄严与厚重。来参观的客人站在这

儿，仿佛走过了党的光辉百年，感受到

精神的洗礼。

在“党史墙”对面，一条最平常不

过的林荫小道，通过入口处小红军号

手铜像、经由“朗读亭”改良的录音房，

展现出我校党建品牌的3个“永”，即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远嘹亮的号角”

“永不停歇的脚步”。

再讲讲校史馆的设计。新建的时

候，我们发现一间教室容纳不下百年

校史的资料。怎么办？最后想到了将

场馆建成半开放式，而不是密闭在一

个狭小的空间里。校史陈列从大楼外

面的墙体开始，是一块由校长本人写

的“百字文”碑铭；从1906年建校，筚

路蓝缕，四迁校址的历史延伸到门厅

四周，再以第一任校长毛云鹏铜像为

中心，将名人乡贤的小传徐徐展开，进

入馆体内部。

最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左墙上挂

着3位年轻科学家的照片，他们居然

是江山实验小学 20 多年前的毕业

生。他们似乎在告诉学弟学妹：科学

离我们很近，我们的今天可以是你们

的明天。

爱国家，从爱家乡开始；爱家乡，

可以从爱学校开始；爱学校，就从校史

馆出发吧。

校园里还有“四时书屋”“南国

红豆”“甜蜜馆”“清廉亭”“励德图”

“儒学园”等景观，它们所蕴含的精

神财富，无时无刻不在滋润师生的

心田。

“这是一个校园文化建设的暖心

样本。”衢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负责

人这样评价。正是从这个样本得到灵

感，市教育局决定，修订一个符合衢州

市校园文化发展愿景及具有新时代特

色的参照标准。

（作者为江山实验小学校长）

营造法式

把校园景观打造成师生精神的“感应场”

成长之路

卷
入
式
校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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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让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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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带来作业的大变化，寒
假期间，结合乡土资源，读经典、读
美食、读茶酒、读民俗、读游戏，学以
致用的多学科（语文、英语、科学、历
史与社会）综合性作业，受到松阳县
民族中学学生的欢迎。这是该校学
生为完成假期综合性作业，在石仓
村明清古民居群研学。

（本报通讯员 杨红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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