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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红专

近年来，新冠病毒的肆虐及“双减”

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管理的

强度和难度。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

担忧，不少校长在繁忙中产生了迷茫的

心理。

当今世界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有人用乌卡（即 VUCA ，是一个首字

母缩写词——于1987年首次使用，反映

一般条件和情况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复

杂 性 和 模 糊 性〔volatility,uncertainty,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美国陆军

战争学院引入了VUCA的概念来描述

冷战结束后的多边世界。“VUCA”一词

从2002年开始得到更频繁的使用和讨

论，广泛应用于从营利性公司到教育的

各种领域。——编者）时代来形容，学

校管理也处于这样一种境遇。

对此，笔者认为，乌卡时代更需要

底层逻辑。

底层逻辑是指一种从事物本质出

发，寻找不同中的相同、万变中的不变

的解决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

我们一旦拥有底层逻辑，就能够动

态地、持续地看清事物的本质，看透世

界的底牌，始终如鱼得水，不断创造新

的方法论。

对于校长来说，就是要领悟和遵循

教育、学校和管理的规律，使自己的办

学变得更加从容和自信。

那么，教育的本源是什么？德国古

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指出：“人是唯一必

须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通过教育才

能成为人。除了教育从他身上所造就

出来的东西，他什么也不是。”

总的来讲，康德所主张的就是：通

过教育造就有理性的、自律的、自由的、

完善的世界公民。

近代学者王国维提出旨在培养身

心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的教育目

标和德、智、体、美的“四育”思想。

继王国维之后，近代教育家蔡元培

提出旨在造就“完全人格”的军国民教

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

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教

育方针，即“五育”并举。

蔡元培曾形象地用人的身体来比

喻“完全人格”：体育如同人的筋骨，用

以自卫；智育就像胃肠，用以营养；德育

类似呼吸循环系统，贯穿全身；美育好

比神经系统，用以传导；世界观好比依

附于神经系统的网络，主宰人的心灵。

而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上述器官必须统

一协调，缺一不可。民国初年教育部公

布的教育宗旨基本上就是按照蔡元培

的意见制定的。

应该说，“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

的首要问题，而近代以来沿革的教育方

针，都是指向“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这一基本宗旨。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组织是以某

种理性方式黏合在一起的，系统的任

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其

他部分。然而，学界认为，学校是一

个松散结合的系统。其子系统及它

们从事的活动相互关联，却保持着各

自的特点。

举例来说，学校中的行政系统和教

学系统、行政人员和教师等之间的联系

不太紧密；教师拥有专业自主权，其教

学行为等不太受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

因此，学校需要通过一些更微妙、

更间接的方式实现有力的控制，即发展

学校文化。

学者研究发现，学校是一种管理

上松散但文化上紧密的机构，主要在

教学活动方面具有松散结合的特性，

而在非教学活动方面则具有紧密结合

的特征。

管理不在于管“门房”，而在于管

“心房”。学校可以实行既紧密又松散

的管理，即让人们对共享的价值观负

责，同时又向他们授权，让他们能够决

定做什么、何时做和怎样做。

学校组织体现出科层制和专业性

并重的双重系统特点，既能保证组织运

作有序，又能体现以教学为中心。但不

少学校反映，“双减”之后，很难安排教

师集中研修的时间，致使学校的专业特

征受到挑战，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教

育研训机构高度关注。

我们要倡导按常理办学校，具体而

言，应追求“三种主义”，即务实主义、专

业主义和长期主义。办学要有认真务

实的态度，一丝不苟。“说过不等于做

过，做过不等于做好。”要把教育比作农

业，精耕细作，脚踏实地。学校要重视

常规管理和过程管理，力求精细化和标

准化。

教育是人格与人格的对话，心灵与

心灵的沟通，灵魂与灵魂的交融，是一

种心心相印的活动，它要求校长走进教

师的心灵，教师走进学生的心灵。

学校的核心技术体现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是专业技术人员，教师的专业

水平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水平。因此，学

校要树立“教师第一”的管理理念，加强

教研组、备课组等专业组织建设，提升

教师的专业能力。

校长也是专业人员，要以实践的标

准和专业的规范，履行管理工作职责，

祛除教学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校长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办学

要看三十年后”的气魄和胸襟，坚决抵

制当下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抓热点、

赶热闹）和实用主义（唯分数、唯升学）

倾向。

基础教育不能急功近利，提升教育

质量不能死盯分数、竭泽而渔，应系统

思考、科学施策，尤其要聚焦“五要素”

（办学方向、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生

发展、学校管理）整体推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生发展

是一个长期过程，育人成效的评价具有

明显的滞后性。因此，教育是生命成长

的事业，“面向未来”是教育与生俱来的

天然性格。

办学是件苦差事，坚守最难。教

育工作者们只有聚焦教育的本质内

涵，还原教育中本真的东西并转化、内

化为约定俗成、深信不疑的价值观，才

能形成一个清晰明白、始终如一和行

之有效的办学之道，并以守正笃实、久

久为功的姿态，去成就这项纯正而崇

高的事业。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
院院长、浙江省督学）

□台州市黄岩实验中学
金 雷

面对校园突发事

件，是否有一种可操作

的模式？这是一线教师

苦苦追寻的。笔者经过

研究和尝试，总结出一

套“4W”处理法。

学生模拟考后的第

一个星期一，笔者巡视

高三教学楼，发现有班

主任与学生在对话中

情绪激动，局面僵持，

看上去双方就要发生

肢体冲突。

笔者一看气氛不

对，马上介入，把这名学

生叫出来。

待学生稍微冷静

下 来 ，笔 者 就 用“4W”

法来处理这件事，问学

生第一个问题：“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

激动？”

学生回答，是自行

调座位的事情，他不愿

意去坐班主任指定的

座位。

第二个问题：“为

什么？”

学生陈述，班主任

认为这名学生讲话影响

其他学生，实际上他讲

话没有前面的学生多。

第三个问题：“班主任这样做的出

发点在哪里？”

该学生犹豫后回答：“是想让我们

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第四个问题：“你是高三学生，用这

样的方式处理问题是否成熟妥当，应该

怎样做比较好，如何避免矛盾的激化？”

学生的结论是：自己顶撞班主任不

对，应先按班主任的要求做，课后再想

办法沟通解决。

通过“4W”（What、Why、Where、How）

法，让当事人围绕这4个方面回答开放

性问题，当事人会在陈述过程中冷静思

考，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兰溪市兰江小学 童姣仙

我身边的一个年轻同事曾被

家长骂哭，原因是她在班级微信

群公布听写成绩，班中某学生成

绩不佳，家长以教师伤害孩子自

尊心为由，打来电话大加指责。

近几年来，我吸取身边同事

的教训，在平时使用学号而不是

学生姓名。

每一个学生都有学号，但学生

自己有时都记不住，其意义可能只

是填写在试卷左上角的空栏内。

建班之初，导入学生学籍信

息时，我将学生按性别、出生年月

排序编号，由此生成学号。

我把生成后的学号在班级微

信群发布，要求学生在所有的姓

名贴（贴在课本和作业本上）上都

写上学号。一方面，这是为了让

学生熟悉并牢记；另一方面它将

会给我的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学生姓名只在学生得奖或者

被表扬时出现。这时我会将其拍

照上传班级群，大张旗鼓地宣传，

一方面激励该生，荣耀家长；另一

方面起到榜样示范作用。

但除此之外的活动，一概不

出现学生名字，尤其是考试成绩

汇总。

接下来，到了学号大放异彩

的时候：

一、登记、发布每日作业。教

师每天都要批改作业，不管是课

堂作业还是家庭作业，我在批改

时都一一登记、归类、汇总，发布

在班级微信群。比如，哪些学生

态度认真，哪些学生书写端正，哪

些学生需要改进等，让家长回家

配合教育。当然，公布的全部是

学号，家长们心知肚明。

我有一个细心的老同事，她

的方法是从学生姓名中选一个字

来指代学生，但汉字输入毕竟没

有数字快；此外，现在学生重名率

高，形近、音近的也不少，很容易

张冠李戴。

二、试卷分析。“双减”之下，学

校虽组织期末测试，但不允许发还

试卷，不公布学生成绩。然而作为

学科教师，毕竟要对一学期的教学

作质量分析，于是，我将犯了典型

性错误的学生学号发布在群里，让

学生和家长做到心中有数。

三、布置任务。如果一项任

务不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我会发

布一个分工计划：这次任务有两

项内容，第一项由几号到几号学

生完成，第二项由几号到几号学

生完成。下次如有类似任务，再

换一批学生。一来减轻学生负

担，二来任务落实到人。

四、提升效率。在讲台上发

东西我也念学号，每个学期的书

报征订，订阅人一栏全用学号显

示。每到发放书报环节，我盯着

订阅表直接念学号，学生们一个

个上来，一大摞杂志一下子就发

下去了。

励佳勤
定性评价更注重过程，给人以

持续的动力；但它也有缺点，更带有

因人而异的主观看法。所以，定性

评价有时会与定量评价产生偏差，

至于哪一种评价更好，没有定论。

在平常的教学与管理中，我基本上

采取两者兼有的方式。

顺
一般我会分析一下学生退步较

大的原因，之前学生得的奖有可能

针对的是行为习惯、思维能力等方

面，这与期末测试的性质不同。评

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学业一个方面，

学业有所反复也属正常。我们可以

引导学生客观地分析，找到存在差

距的原因。

带 鱼
任何一种评价方法都有其优缺

点，当两者不太一致时，我觉得并不

矛盾。从平时的角度看，学生学习

态度有进步，上课专心、作业认真，

可以定性评价他；而考试不理想会

有多种原因，如心理失常、健康欠佳

等，但不能以此否定他平时的努力，

应该和他一起分析失利的原因，鼓

励他继续努力。

yhglll
我会在建班伊始，公开解释说

明班级奖励机制的条款草案，在期

中和期末通过积分的方式奖励，班

级积分前20名能获得奖状，奖状的

种类由教师结合学生特点设定，如

爱班模范、体育达人、优秀学生干部

等，获得荣誉的前提是每门学科都

在合格以上。

一介武夫
当教师激励学生，学生没有达

到预期目标，不能说评价是失败

的。学生的成长是一个具有长期

性、曲折性、循序性的过程，靠教师

的一次激励、一次评价就成功的话，

那就不需要学生个体的努力了。有

时教师对学生的预期过长，导致达

不到预期目标，这时可以提出分阶

段目标来实现。

徐如松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果不一致，非常正常。因

为这两种评价的标准、维度、方法等本身并不相同，而

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总会有闪光的一面。正

确的做法是应该综合两种评价结果，给出新的、更契合

学生实际发展水平的结论。

yhglll
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后进生经历，

我一般会对班级中的后进生多加关注。我会为班委团

队配上一个班主任助手团，帮我处理一些跑腿、登记事

宜，我将他们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弟”。虽然他们在学

习上暂时处于后进，但是他们为班级作贡献的机会比

较多。参照班级积分制度，再结合师生的投票，会给这

些学生以很大的激励。

zmh3652
学生考试成绩出现较大退步，教师先要查阅试卷，

看看该生的答题情况，再分析错误原因（是不懂还是失

误），以及为什么不懂（是知识点难度太大，还是有其他

事情影响学习），然后对症下药。

龙泉许东宝
人都喜欢听好话，更何况学生。学生表现不尽如

人意，就恶言相加，会使其失去信心，无心学习。不管

何种评价，教师都要找到其中的激励成分，让学生取得

更大的进步。

如同有些运动员，在平时训练中教练觉得可以破

纪录，在正式比赛中却因各种因素与奖牌无缘；也有些

运动员平时表现并不突出，却能在比赛中放得开。

赵占云
在课堂中吵闹、学习成绩又不好的学生会被定性

为学困生，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却能在体育比赛中摘

金夺银，为班为校争光。因此，评价只能说是对应了某

一方面的标准。在教学中，教师应采用多元的评价方

式，通过评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其特长，为

其未来发展做铺垫。

乌卡时代，教育的底层逻辑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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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学号就把它用好

“减负不减读，‘悦’读越快乐。”近日，江山实验小学迎来第14届读书节，趣味说书、故事大王比拼、
亲子朗诵、课本剧汇演、书香家庭评比、现场作文大赛等活动深受大家喜欢。“品诗词歌赋，赏文化中国”
五年级诗词专场更是掀起读书节高潮，台上6支队伍摆擂斗诗，选手们满腹诗文，台下掌声雷动，其中一
段段“飞花令”令观众拍手叫绝。图为打擂现场。 （本报通讯员 冯 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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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小学阶段的速度、精确、快乐
哪一个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