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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18“校长荟“⑤—姚国平：善谋“小事” 不言有痕
扬报教育 今天
编者按：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核心。校长的素养，决定了一所学校能否办好。本期，我们与仪征中学校长姚国

平面对面，聊了聊仪征中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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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名片

姚国平，江苏省仪征中学党委书记、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对象，扬州大学和南

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扬州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扬州市教育学会历

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扬州市人民政府督学，扬州市人大代表。

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 140 多篇，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九项，在省内外作课堂教学管理和历史教学学

术报告近 200 场。

导语:
“学校教育没有什么‘大事’，要扎扎实实地把一些‘小事’做好。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

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从教 30 余年，姚国平一直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

坚持清晨在校门口静候学生到来

“校长早！”

“你早！”

每天清晨，只要姚国平在校，他都会站在仪征中学校门口，静候全校学生的到来。

学生推车经过校门，都会恭敬地送上一声问候：校长早！

姚国平也一定会微笑回应一声：你早！

上千声的问候，不下千次的回礼，成了每日清晨仪中校门口一道暖人心扉的风景。

连学校门卫都被深深震撼，打心底敬佩：了不起！

这样的“小事”在姚国平身上还有很多。

走近姚国平的书柜，你会吃惊不已。

从教 30 余年，他竟然保留了他所有教育教学的“痕迹”。

姚国平将自己每一页备课笔记、每一份评析过的试卷装订成册，30 余年从未间断，目前已拥有这样的“卷

宗”600 余册。打开这些特殊的“卷宗”，上面用多种颜色的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当时的教学心得、

课堂点滴、学生考试时错误的思维过程、学生得分情况以及事后的教学反思等信息。

在这些卷宗中，有他工作以来的听课笔记 218 本，所听的每一节课的记录中除教学实录之外还有现场书写的

800 字左右的“分析与评价”；有他走上学校管理岗位以来的“工作笔记”238 本，每本近 20000 字；有他已经

坚持了 30 年的“教育科研文摘剪报”，每半年对所剪贴的材料进行一次分类整理，到目前为止已装订了 252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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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柜中，还有他精读过的专业素养方面和教育理论方面的书 2000 多本，每一本书上都写有一两万字的读书

批注。

姚国平会定期对这些“痕迹”进行整理，并用档案管理的方式装订成册。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珍视

与尊重。

要求老师做到的自己先做到

1987 年大学毕业后，姚国平开始在仪征马集中学任教历史；1996 年，因为教科研业绩优异，调入仪征中学

工作至今。

如今，姚国平的微信步数每天在 13000 步以上。

他平时一天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每天早晨，6:40 到校，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到来。等学生全部进校后，

全校 48 个班，他会逐个巡视一遍。然后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再转一遍班级，8点到办公室。上午课间操前后、

下午第一节课前后、下午课间操前后、晚自习前后他都要把 48 个班转一遍。每天晚上，晚自习结束前再巡视一

遍教室，处理完校务回办公室进行自己的阅读、思考、写作，到凌晨才回家。虽然家离学校走路只有 10 分钟，

但他经常睡在学校宿舍里。

“我要教师们做到的，我一定先做到；我所做到的，我不一定要教师们都做到。”

在姚国平看来，大多数教师在教育教学上存在着如何科学地去做的问题，他们需要学校领导身体力行地去引

领。行政推动力应该来源于行政者本身的示范，而不是来源于行政权力。

姚国平 30 多年来的教育教学“留痕”意识强烈，近几年来他开始有意识地去引领教师们珍视与尊重“自己

的生命历程”。每次学校检查或评比教师相关业务材料时，他都有意识地在自己提供的材料上加一页封面，诸如

“备课笔记示例”“听课笔记示例”“试卷评析示例”“读书批注示例”等，他甚至向老师们公开宣布“达到或

接近我的水准就是一等奖，超过我的水准就是特等奖”。近年来老师们逐步从心底里认同了这种“累积”对专业

素养提升的作用，并积极付诸行动，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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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中学课堂严禁教师“插话”

课堂上，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回答。

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老师开始插话，给予一些提示，然后，在学生回答的过程中，老师这样的插话越来越

多。

这样的情景，在如今的课堂上很常见。

姚国平做校长后，明确指出，仪征中学的课堂，教师必须严格执行“严禁插话”等“三个严禁”。

姚国平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重。

他认为，老师习惯性插话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老师对学情了解不够，即对学生认知结构、知识储备水平的认

识不足，总是对学生不放心，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总是认为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会不到位，急于得到自己备课时设

定的答案，期望在课堂上完成自己设定的教学任务，以求自我满足。进而去“提示”，去“告知”，这是一种提

示性“语言贿赂”。

有老师说：“让学生都讲完，教学任务完不成。”

“那个教学任务是你老师设定的，如果你老师追求的是你设定的所谓的教学任务，而学生在课堂上并没有因

为你老师完成了所谓的教学任务而得到知识掌握与相关能力提升，那么，你老师这种所谓的教学任务完成是毫无

意义的。”姚国平这样认为。

姚国平分析，“教师插话”的教学方式有两种隐性的严重的不良后果：不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整体性、严密

性和流畅性，并使所有学生学习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学会了不认真倾听别人对问题讲解的习惯。

对此，仪征中学从学校层面作出刚性要求，要求所有教师严格执行“三个严禁”。严禁教师在课堂上学生回

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过程中打断学生对问题理解的陈述，严禁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规定时间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过

程中打断学生思考，严禁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规定时间做老师布置的练习过程中打断学生练习。否则，作为不合

格的课堂教学论处，实行一票否决。

“我们要求每位教师从自我做起，切实转变课堂教学行为，适应课程改革需求，学会放手——放下包袱，放

松情绪，放宽心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自我消化和吸收。”姚国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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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男生培养成绅士，把女生培养成淑女

在仪征中学，学生见到老师必须要问好。当初，姚国平甚至“不惜牺牲校长的名声”也要做成此事。

“一开始，有人会认为我这个校长死要面子，但是你想想，走上社会，一个从来不知道问候尊长的年轻人会

有什么样的境遇？”

姚国平担任校长后，明确了仪征中学“把男生培养成阳刚、正直、大气的绅士；把女生培养成自尊、开朗、

雅致的淑女”的育人目标。

他多次以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人物原型为例，讲述绅士风度的重要性。

“泰坦尼克号是沉没了，但永不沉没的，是人类善良的人性与高贵的精神！这就叫绅士风度。”姚国平希望

每个学生能注意自己的仪容举止，能给人留下彬彬有礼和富有教养的印象。

姚国平要求，学生要从遵守学校的规则开始做起，认真做好“两操”、校内不骑车、进出校园佩戴胸卡、课

间休息不喧哗……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而且是很不起眼的小事，但就是这些不经意、不起眼的小事，还就是构成你未来能

否成就大事的最重要的基础。”

“真正成功的教育，不是多考几个本科生，而是塑造学生的灵魂；真正有效的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

潜移默化的感染。”他认为。

中小学教科研应是“草根式”研究

姚国平很务实。

他认为，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应该是“草根式”的研究，他从不主张中

小学教师整天纠结于形式化的论文的篇数，课题的数量、级别之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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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小学教师所做的研究，应该是能够完全呈现出一个一直在教育教学行走过程中思考着的人的思想。

如果是为了面子或评上什么头衔而去刻意写所谓的凑数之论文，去申报那些完全应时的、空洞的伪课题，即使因

为此类的伪研究评上什么头衔，那也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最终走向全面肤浅。

基于此认识，在 30 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的行走过程中，姚国平一直在用心对深入思考并着力实践的诸多方

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认真的阐释，力求使这些研究成为“源于实践，提炼实践中的那些操作性强的典型案

例，努力使其上升为能给同行们在较大程度上提供一些所需要的操作技能方面的可供常模参照的范式。”

从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8 月，他投入很大的精力来对自己 25 年的历史教学过程中，一直在用心思考并着

力实践的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非常认真地梳理并加以理论阐释，对自己近 10 年来对课堂教学管理的相关思考进

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努力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完成了历史教学研究、课堂教学管理研究两个系列，均发

表在业内核心期刊。

历史教学研究系列：《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批判精神”培养的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论历史教师历史思

维的发展路径》《论历史教学中“另类问题”情境的创设》《论文明史观视野下教育理念的嬗变》等。课堂教学

管理研究系列：《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高效理想课堂》《教学目标设计的定位，整体与差异的统一》《课堂

教学目标设计中长远与近期结合问题的探讨》等。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仪征中学教师实实在在提升课堂教学效益的“草根式”研究已蔚然成风，并直接积极

影响了学校的升学质量。

多元评价标准改变唯分至上的成才观

50 个人排队，排 1 队就只有一个第一，排 5 队就能有 5 个第一，那如果能排 10 队呢？如果能排 50 队呢？

李亮是仪征中学 2010 届毕业生，姚国平是 2010 届高三的分管校长，并任教李亮所在班级的历史学科。李亮

是一个从小酷爱读书的学生，在其父母的指引下，阅读了大量书籍。在校期间，他的成绩很普通。语文作文很强，

数学却很不好。

论成绩，李亮只是学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但姚国平从他写的作文、日记、随笔中发现他对世事的观

察、思考是颇有心得的，研究国学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姚国平没有觉得他喜欢写随笔是“不务正业”，在姚国平

的关心下，李亮的“思考梦”，没有被高中繁重的课业扼杀，反而一直被小心呵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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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一所普通高校后，李亮在国学研究及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展示舞台，他的能力与才华

很快得到大学同学的认可与老师的赏识。本科毕业后顺利考上 985 高校研究生，并成为新华社江苏分社兼职编辑。

研究生毕业后，成功应聘一大型跨国企业，现任该企业总裁秘书。

“当下的教育，没有分数过不好今天，但仅有分数肯定过不好明天。”姚国平认为，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

的最高阶段，要尽可能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最大程度为每一个学生创设良好的个性化、多样化成长空间。

近年来，仪征中学更新育人理念，注重在共性中养成个性，提出“另起一行，我是第一”的教育思想。

另起一行，不是认同学生逃避竞争，也不是要学生一定要当第一，而是想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多的度量衡，

唤醒学生内心的种子，成就最好的自我。作为学校、老师，更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为孩子找到成材的突破口。

为此，学校整体设计全校竞赛指导和培养模式，优化课程结构，加大与南京大学等高校在数学、物理竞赛方

面的合作力度，提高攻坚类培训的质量和效率。打破三个年级竞赛教师各自为阵、单兵作战的培训模式，由创新

部整体设计，有分工，有侧重，探索多角度多层面的人才培养方法。学校与东南大学合作成立了“机器人创客实

验室”，完善竞赛班课程设置体系，创设更符合学生学习能力，贴近学生学习需求的新的课程体系。

目前学校开发较高质量的校本选修课程 60 门以上，用学科课程、德育课程、特色课程来激励学生。“只有

提供多样的选择，让孩子们不断试错，才能知道什么是适合的”。

记者 刘冠霖

编辑 刘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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