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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有这些触及心
灵的教育理念

校长理念

1.洛一高校长张欣——以“三生”
教育健全学生人格体系

所谓“三生”教育，是指“生命”“生
存”“生活”教育，即“提高学生的生命
质量，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改善学生
的生活状态”。这不仅是校园文化活动
的目标，也是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目
标。因为，“培植‘三生’内涵，健全人格
体系”是素质教育的具体化和细节化。

2.洛阳理工附中校长杨康义——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他们的天赋和
秉性、兴趣和爱好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
个学生，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他的认知能
力、兴趣爱好和关注点也不尽相同。一旦
教育太注意统一性而忽略差异性，只强调
共性而忽视个性，教育就成了牢笼——禁
锢了学生发展的自由和成长的空间。

3.市三中校长郭伟忠——让细节
在教育中发挥大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于教育这
件大事儿，究竟应该怎么把握呢？每个
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认识。在市三中校
长郭伟忠心里，教育就是做细节、做过
程。在一点一滴中，对学生做好情感关
照，让细节发挥大作用，也是做好教育

工作的一种方式。
4.洛阳华洋国际学校校长裴素

青——心存敬畏方能保持工作激情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在教

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
础，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
人格才能形成人格。”我国大教育家叶
圣陶先生说：“当代的教育是教人做人、
教人做事的事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说：“一个民族中只有最优秀的公民
才有资格当教师。”每每读到这些名言，
我的内心就对教师和教师的职业产生
敬畏感，使我对教学工作不敢有丝毫懈
怠，是一直鞭策我前行的动力。

5.洛阳外国语学校校长段华松——
从教，为人生之幸福。

工作就是一个平台，一个创造人生

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
无论在哪所学校当校长，我一定会

问教师们这些问题：我们上大学是为了
什么？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努
力培养学生又是为了什么？作为教育
工作者，一定要弄清楚这些人生观方面
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一切都是为了人
生的健康、富足、快乐和幸福。工作就
是一个平台，一个创造人生幸福、实现
人生价值的平台。

6.市五十六中校长梁焕霞——让
学生有个性地成长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学生。教育的
对象是人，人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教
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成为最好
的自己。

记者：近几年，如何让学生
减负，成为家长、学校等各方普
遍关注的问题，您认为学校要
怎样做才能给学生减负？

史林旭：学校应该进行以
课堂改革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打
破满堂灌、作业多的传统模式。

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让学生体验成功。只有享受
到学习的乐趣，不把学习当成负
担，才能够养成主动学习的习
惯。其次，要建立高效课堂，课
堂要有知识技能、教学方法、情
感态度三个方面的体现。

记者：怎样才能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呢？

史林旭：有的老师讲课条
理不清楚，课堂毫无生趣，死气
沉沉，这种教法直接阻碍了学
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学生会越
学越没劲儿。

因此，六中的教学目标是
让学生“愿意学、学得会、会应
用”。“愿意学”是关键，这需要
教师多和学生交流感情，拉近
距离，学生才能听话，才能亲师
信道。“学得会”是核心，教学内
容要降低难度，贴近学情。“会
应用”是目的，让学生能够驾驭
知识，灵活运用。

（图片由学校提供）

市六中校长史林旭——

教育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记者 赵夏楠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什么
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
习惯。”市六中校长史林旭也表示，学
生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就是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对学习充满信心，就算将
来走出校园，也能够始终保持一种积极
向上的心态，具有学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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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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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 27 岁就担任校长，一路走
来，您认为做好一名校长，最重要的是
什么？

史林旭：当校长这么多年，我始终
坚持两句话、八个字“尊重老师、关爱
学生”。

教师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校长
不应该将教师当作被管理的对象，而是
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一线教师的声音，
让教师感到这个职业的尊严与快乐。只
有让教师感到教育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而不是一种苦役、单纯的付出，才能创造
充满温暖的课堂。

我常跟教师们说，如果能够对待学
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要以命令
的口吻要求学生，蹲下来与学生交流，这
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与学生贴
得更近。

记者：校长是一校之魂，校长的管理
理念决定着学校的发展理念，决定着学
校的发展方向。您是如何管理学校的？

史林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校始
终要坚持规范化管理。在六中，备课要
有备课的规范，不能天马行空；上课要有
上课的规范，不能随心所欲。一节课，从
导入到重点、难点的讲解，都要渗透着学
校的要求、教研组的要求，只有在规范上
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从日常业务考
核到学生管理，只有各项工作的管理都
规范了，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

学校管理要向规范化迈进

记者：据了解，六中一直提倡开展
“信心课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史林旭：“信心课堂”把握教育规
律，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在课堂上，
教师减少讲课时间，给予学生信心，给
他们发散思维的时间，学生在不断思考
与练习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这种课
堂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也在学生和
教师之间营造出一种幸福满溢的氛围，
最终达到知识与能力同步发展、认知与
情感和谐发展的目的。

记者：初中生心智不成熟，自控能
力也不强，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

史林旭：学生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好的学习习惯要
在实践中培养。初中是学生身体、心
理、性格成长的关键期，教师要做的工
作千头万绪，但要把培养学生的良好习
惯放在首位。

我们学校要求学生从开学第一天
起，在教师和家长的协助下，建立起一

本属于自己的成长日志。成长日志包
括学生的照片、目标、宣言、家长寄语等
方面，每日一记，先写每天的成就与不
足，再整理3个知识点（语、数、外各一
个），最后整理错题，家长签字。成长日
志记录了学生初中3年的点点滴滴，慢
慢培养了学生梳理知识、总结错误的习
惯，学生把写成长日志当成记录一天学
习的心情日记，效果非常好。

记者：除了作业，学生还要写成长
日志，会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学生通
过写成长日志发生了哪些变化？

史林旭：学生都是在课堂上完成成
长日志的，不要求字数多，也不需要多
么华美的辞藻，只是用一二百字记录自
己一天的学习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老师和家长发现通
过写成长日志，孩子们变得充实了，有
思想了，学会反思，学会积累。成长日
志架起了家长和学校沟通的桥梁，拉近
了师生距离。

“愿意学、学得会、会
应用”

培养学习习惯从写成长日志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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