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凝聚教师的“核心武器” 

（林卫民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把校本化教师教育放在优先地位，以教师专业成长和全面优秀作为学校发展的前提，全

面推进了我校各项事业走向更加卓越。 

  我校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投资并直接管理的一所附属外国语学校，属民办学校，包含小

学、初中、高中教育和国际课程项目。在中学阶段，我们就开设英、德、法、西、日、韩等

外语课程，多语种教学和国际理解教育在同类外国语学校中有较好的影响力。 

  基于人事聘任现实的教师管理思路是什么样? 

  根据民办学校“社会化的教师聘任”现实，我们及时调整了中层干部管理和教师人事管理

的思路：教师不再是“单位人”而是“职业人”，就用忠诚于“教师之道”的号召替代“忠诚于单

位”的行政要求；中层干部不再有“政治身份”而纯粹是“管理岗位”，便要不断积聚“为了团队

的兄弟姐妹们发展”的道德力量，规避出现人际关系的复杂；教师的教育和工作背景差异甚

远，必须用“教师工作是向孩子的未来宣誓”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防范出现“行为文化的支

离破碎”。实现这“三大转变”的主要途径，在于系统的思想灌输和长效的专业技能培训。 

  学校内教师的活动和交流常常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思想灌输，

“反权力体系的言行”很快会形成一股抵抗势力。因此，我校特别重视通过对教师进行潜移默

化的精神引领，确保学校利益和学生利益不因教师的“民办身份”而缺损。例如让教师共同参

与“爱生学校项目”的系列工作，听取各行业典范人物的励志报告，或在学校组织的各类事务

上轮换工作，以培养他们以虔诚之心对待“有益于所有学生生命成长的那些事”。 



  关于课程、指向教育性的活动等事务，是学校组织的“运营核心”。其所涉及的教育教学

技能的标准化要求，必须作为校本化教师教育的长效工作。因此，教师在踏上工作岗位前都

应当经过长时间的培训。遗憾的是目前某些师范院校对未来教师的实习及其他实务培训显得

有点迟钝甚至无所谓，这就逼迫中小学校必须利用校本教师教育对教师进行长效的补课。 

  校本化的教师教育机制如何建立？ 

  纸上谈兵并不等于战役的胜利。我校从“建立组织、确立目标、规划内容、加强评价”

几个维度，建立校本化教师教育系统。 

  建立组织与确立目标。学校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下设培训部和教科室，教科室还承担

教师评价职能；确立了教师发展目标——成为“适合一切学生的高质量教师”。 

  “推进教育教学技能的标准化”，是教师教育的核心任务。教育教学技能的标准化是对教

师专业内涵和本质的要求，操作层面上、表观形式上的标准化，对专业工作毫无意义。例如，

为了学生能更多地讨论，要求教师让学生围坐在一起，但是课堂讨论的关键更在于其他专业

方面的设计元素，诸如问题的提出、背景材料准备，以及学生个体将自己对于研究对象探求

所得出结论，递交给学习共同体所有成员进行考验，并对其他成员的好意作出回报……如此

复杂的工作流程很难用规章制度来加以规范化。教育教学工作“模糊输出”的特征，意味着无

法将所有具体事项，通过规划和控制来实行操作上的标准化，只能做到教育教学技能在专业

内涵和本质上的标准化。 

  规划内容与加强评价。我校校本化教师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观念(主要是教育观念)

及其更新；道德(主要是职业道德)及其提升；能力(教育教学技能)及其提高；知识(包括本

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及其拓展。 

  在民办学校，事业心、进取意识、敬业奉献精神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教师的专业能力

例如教学内容的处理能力、运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教学科研能力、与



发展计划，评价教师职业发展的优势和特长，旨在鼓励和促进教师自觉接受校本化的教师教

育，并相应地调整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 

  我们是如何实施校本化教师教育的？ 

  校长出于好意，总是想方设法号召并强硬地要求教师学习，有时反而引起教师的消极抵

抗、抱怨，甚至觉得这是“校长对教师的压迫”。要促进教师学习，需要重塑学习的价值。 

  学习是一种荣誉。如果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义务甚至是行政规矩去要求教师，就如同

一切强硬的管理手段所起作用一样，效果都是相反的。所以，关键在于要提高校本化教师教

育的内在质量，使教师能够产生发自内心地参加学习的渴望，从而使“学习成为一种荣誉”。 

  “有用”才是学习的动力。将学习和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结合起来，是一种高效的学习方法。

学校做一些课题项目、专题研讨，其实质就是为了推进行动学习。忽视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

学习，认为只有专家引领的坐而论道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的看法，其实是一种短视。 

  建立主题教育课程。主题教育课程要基于学校和学科现实，以问题为中心，以实践为导

向，追求“有启发、可借用、有效果”的实践价值。例如，就教育教学技能方面，我校 2014

年教师教育的主题是“教学如何让学习发生”，今年主题是“建构具有'深度学习'特征的课堂教

学”。 

  搭建一个“用学生来促动教师学习的平台”。我常常在想，作为校长，我能够做到认真带

头学习，是因为看到了来自教师群体的目光。生存在教师审视的目光中，校长是无法懈怠的。

同样，如果将教师也置于学生注视的目光中。教师也不敢懈怠。在学校内搭建师生可以公开

讨论学习话题的平台，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个平台上教师会看到来自学生的各种期待，从而

感受到自己必须通过努力的学习来回应这些期待。 

抓住各种机会让优秀的教师、管理干部上台演讲。让更多的教师成为学校各种会议的讲

演者，让他们现身说法，这是组织内部学习的最佳方式。对于讲课教师，是一次高效率的学

习过程；对听课教师，是很自然的自我反思的机会——“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我如何比他

讲得更好，或我有他讲得这样精彩吗”；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来自身边的现

实问题；对于校长来说，可以尽快发现优秀的“项目先生”，吸引他们进入学校管理团队或参

与学校变革行动。 

当所有人认为将事情做好比“把校长侍候好”更要紧时，一所学校将充满激情和活力。校

长管理学校的策略就在于“尽可能将自己想做的事变成教师想做的事”。同样，推进教师的学

习，策略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