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华
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北

京市特级校长，现任北京市朝阳

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党委

副书记。曾荣获北京市优秀共

产党员、首都劳动奖章、“三八”

红旗奖章等称号，被评为“第七

届全国百名优秀小学校长”“全

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校长”，获

得第六届明远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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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教育家精神

凝精神化妆容 聚仁心育新人
□ 李青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

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

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坚持终身学习、探

求真理和敢于创新，而这正是中国特

有的教育家精神的体现。面对 1891.8

万教师这样一支大队伍，除了条件保

障、物质投入等，没有教育家精神这一

精神底色做引领，是很难带好的。

那么，基层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如

何 从 自 身 实 践 出 发 践 行 教 育 家 精

神呢？

涵养精神品质。“四有好老师”“四

个相统一”“四个引路人”“大先生”“教

育家精神”，这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大教师的殷殷嘱托，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一以贯之对教师队伍的高度

重视。

而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教育使命。多年来，曲靖市第

二小学全体教师带领学生走过春夏秋

冬，一起看“人面桃花相映红”，一起听

“稻花香里说丰年”，一起叹“霜叶红于

二月花”，一起盼“风雨送春归，飞雪迎

春到”。岁月与人生的四季相映成趣，

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动力就是扎

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作为区域内的品牌学校，曲靖市第

二小学全面贯彻落实“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带动区域内学校发展”的相关指示要

求，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和二小优

质品牌学校的示范辐射作用，增加优质

教育资源总量。通过“名校办分校”的

领航方式推进集团化办学，构建了优质

均衡高质量发展的教育体系。

培育良好氛围。育人的过程说到

底是以人格塑造人格，作为“传道者”，

教师只有自己有理想、有信仰，才能用

自己的理想点燃学生的理想，用自己

的信仰引领学生的信仰。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本，是教

师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表

现。作为一名小学校长，着眼于如何

在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培育和弘扬教育

家精神的良好生态，我认真思考“四

有好老师”的标准，结合学校实际提

出了师表“十个一”形象工程。其中，

“扎实的教学功底、良好的性情品质、

美好的人格魅力”是教育者最深层次

的“妆容”。

我们时刻注意这样的“妆容”，在和

谐的氛围里积极树立“四有”的好形象。

夯实内在根基。20世纪80年代的

中师校园呈现出大练教学基本功的浓

郁氛围：视唱练耳、书法、绘画、篮球、

排球、乒乓球、跳舞、演讲、主持……这

些“必修课”成为中师生一辈子的精神

财富。1991 年，我有幸从曲靖师范毕

业，来到曲靖市第二小学工作至今。

2023年我有幸进入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名单，这既是一份荣誉和激励，更意味

着责任与使命。

当年教师节前夕，我受邀参加中

国美术馆举办的“为新时代人物塑像”

教师节专场活动，最终和优秀教师代

表德吉卓嘎、王文山一起，成为三尊

“塑像”之一。9月 9日，我到北京人民

大会堂参加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

的第二天，在绿树成荫、翰墨飘香的全

国爨文化特色校园里，教育部部长怀

进鹏、云南省省长王予波对我所在的

曲靖市第二小学的“双减”工作、素质

教育、德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一系列“肯定”让我备受鼓舞，

这些成绩也是我们团队笃行、创新的

结果。

激发成长动力。浇花浇根，育人

育心。教育家既是“人师”，也是“仁

师”，用大爱浇开生命之花，用大爱书

写教育人生，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

爱之心则是这一精神之魂的生动体

现。记得 1991 年踏上讲台之初，我遇

到一位特殊的小女孩，自幼跟随父亲

生活，父女俩住在废旧的公共汽车

里。第一次家访时，我就被眼前的情

景震惊了：那锈迹斑斑的汽油桶就是

孩子写作业的桌子啊！从那时起，我

常将孩子带到宿舍，洗漱、梳头，省下

工资添置新衣，让自己的爱与孩子一

起成长，直到孩子顺利进入初中、考上

职高……

我以为，这是一位有“仁心”的师

者应该做的事情。

诠释师者本色。讲堂是一个神圣

的地方，可以带着孩子放飞自己的梦

想。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

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基，也是

广大教师以教育为志贯穿职业生涯始

终的准则。

每一个孩子的花季不一样，让喜

欢射箭的孩子射箭，让喜欢下棋的孩

子下棋，尊重差异、相信孩子并激发每

一个孩子的天赋潜能和梦想——这是

好教育的生动图景。学校一边连着万

家灯火，一边连着民族未来，让每一个

孩子、每一个家庭充满希望，就是让我

们国家和民族充满希望。我们教育

者，就是要这样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

能走向美好的明天。

筑牢文化信仰。胸怀天下、以文

化人的弘道追求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

精神之翼，中华文明是最包容的源远

流长的文明，是最能够给人以启迪与

智慧的文明，而教育家精神就依存于

这丰厚的文化土壤。文化记忆，是教

育永恒的力量。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锦绣若春光下的百花，从开一

曲风雅的《诗经》到瑰丽的唐诗宋词，

诸多文体，吐芳弄艳，争竞风流。小学

六年，我们以多种形式分层推进，日积

月累，毕业时70%学生能背诵260篇诗

词等经典，让经典文化在青少年心底

留下芬芳……

教育行走的路上，我们将始终厚

植人民幸福之本，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为促进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

己的微薄之力。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云南省曲靖市第二小学校长）

在北京朝阳群众眼里，朝阳区实验

小学无疑是“名校”的代名词；而在许多

教师眼中，学校校长陈立华则是“特级

教师+特级校长”的代名词。28岁，她

被北京市教委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教

师；32岁，成为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43

岁，获评正高级职称；45岁入选教育部

“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

航工程……收获荣誉无数，但陈立华身

上没有丝毫倨傲之气，在她口中谈到最

多的是老校长、同事对自己的帮助。

“我1993年来到学校，31年的时间

都是在朝实度过的，感到做教育特别

幸福。”这种幸福也被陈立华传递了出

去。走进朝实，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学

校墙上镌刻的办学理念——“为幸福

人生奠基”，这七个大字已经成为师生

的共识。

比起分数，幸福更重要

在陈立华的教育人生中，2006 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

那一年，知道自己要从老校长马

芯兰手中接过朝实的接力棒，不仅陈

立华心里慌，外界也有许多质疑的

声音。

“很慌，心挺虚的，觉得自己干不

了。”说起当年接“帅印”的感觉，陈立

华至今难忘。

但此前在课堂上13年的磨炼让她

有了接受挑战的勇气和底气。

“在当时的朝实，我可能是带一年

级教师最多的人。”做校长之前的五

年，陈立华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年轻

教师，为此她带了五届一年级教师，天

天和年轻教师待在一起摸爬滚打。

熟悉年轻教师，培养年轻教师，当

了校长之后，陈立华还做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起用年轻教师去教毕业班。

老校长马芯兰相信她，陈立华同

样也把这份信任托付给了年轻人。

“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念头，教学质

量不能下滑。”那时的陈立华感觉肩上

的担子沉甸甸的。“抓教研，抓管理，抓

考试，老师们压力很大。”陈立华说。

两年后，朝实在朝阳区的文化课

抽测中质量稳居前列，在别人看来，朝

实稳稳进入了“陈立华时代”。

如果是别的校长，可能就沿着这

样的轨道继续前行，但陈立华却有点

不踏实。

“当校长，目标就为了考试？做学

生，学习就只有考试？”

彼时的陈立华不仅是校长，也是

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再看看学校孩

子的成长，陈立华认为，分数绝不是一

个孩子的全部，让每一个孩子幸福成

长才是教育的初心。

“办教育，不是让人痛苦，而是让

人幸福。”这是最朴素的真理，而朝实

的前身正是幸福村中心小学。那一

刻，陈立华感觉自己和脚下的这片土

地有了深深的羁绊。

为健康开出“教育处方”

2009年，经过讨论，朝实的办学理

念确定为“为幸福人生奠基”。

陈立华没有用什么高深理论来诠

释办学理念，而是用了简单明了的四

句话：幸福人生从健康启航；幸福人生

让道德引航；幸福人生用习惯护航；幸

福人生乘能力远航。

幸福人生从哪里来，就是从健康、

道德、习惯和能力这四个维度上来。

健康是最重要的，也成为陈立华

最关注的问题。

“当时教室里坐着很多‘小胖墩

儿’‘小眼镜’，我心里很着急。”在陈立

华的提议下，学校设立了“爱眼工作

室”“小胖墩儿工作室”“体能测试室”，

研制淡盐水漱口设备，开设了“给男子

汉加钢”等课程，从身心两方面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

针对“小眼镜”的问题，学校除了

开设两间“爱眼工作室”，还会在开学

前为全校学生开展裸眼视力筛查工

作，建立每一个学生的视力档案，把全

校学生视力数据分析结果和分级结果

打印出来，要求班主任知晓并签字，同

时与家长进行充分沟通。

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

生坚持“防近护眼”，学校每个月开展

一次“护眼小标兵评比活动”，“聘请”

学生参与护眼管理工作，每个班聘请

一名“护眼班长”，每个年级聘请一名

“护眼大队长”，协助教师对班级、年级

进行防近管理。

针对“小胖墩儿”的问题，朝实同

样有自己的办法，学校在北京市学生

在校活动时间 1 小时的要求之上，又

增加了 1 小时，建立“小胖墩儿俱乐

部”，开辟专门的体育锻炼教室。每

天，小胖墩儿可以跟随专业体育教师

进行针对性训练，并通过体质健康测

试仪监控自己的体质。

不仅如此，朝实还与首都体育学

院、北京儿童医院儿研所合作，凝聚各

方资源，努力为孩子开出“运动处方”。

这个“运动处方”就体现在学校非

一般的体育课程上，学校不仅有基础

技能课、拓展技能课，还有丰富多样

的个性课程。其中，“登山课程”通过

家长参与的形式，提升学生体质，促

进家校合作，实现家校共育的目标；

“跑酷课程”是一项采用跑、跳、钻、

爬、翻、滚、跨等技术动作，通过不同

障碍物，发展综合身体素质的课程；

“小裁判课程”围绕学校开展的各项

竞赛活动，重点以足球、篮球、跳绳等

项目为切入点，培养学生参与和组织

竞赛的能力。

“我们常说身心健康，身是第一位

的，身体素质好，心理素质不会差到哪

里去，学习成绩更不会差。”在朝实，陈

立华的这些话已经成为师生、家长的

共识。

小中见大，“60条”润泽终身

坚持一个好行为并能成为习惯，

很有意义，那如果坚持60个好行为呢？

陈立华和教师用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给出了答案。她和团队共同完成的

《行为规范60条：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校本化培育的实践探索》获得

了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这项从2012年就启动的教育

探索充分考虑学生年龄特点，在《小学

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将其细化

为 60 条行为规范，以“从小学习做人”

“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为目

标，分别对应到六个年级，划分出爱国

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感恩教育、

诚信教育、勤奋学习教育、劳动节俭教

育、法治教育、礼仪教育、安全教育等9

个内容领域，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验，

在体验中成长。

“在楼道里走路，我像一只温柔的

小猫，慢步轻声从右行；在操场上玩

耍，我像一只欢快的小鸟，跑跑跳跳不

摔跤。”这是朝实对一年级小学生的其

中一条行为规范要求，看似平平无奇，

却“小中见大”。

“孩子的教育一定是养成教育，好

的行为习惯一定要从小去引导。”如此

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源

于陈立华的教育思考与育人实践。

“学校每年都会开设道德与法治

课、主题班队会，但效果是否达到了

呢？”在陈立华看来，行为规范 60 条就

是 要 在 学 生 心 里 种 下 一 颗 善 的 种

子。“比如孩子在校门口一定要回头

跟父母说‘再见’，一定要双手接过别

人送来的东西，这些细节就是素养的

体现。”

对此，家长最有发言权。

“孩子特别懂礼貌，知道感恩，动

手能力很强。”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而这正是陈立华的理想。

“我们学校培养的孩子就是带有

‘朝实’烙印的，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对此，陈立华颇为自豪。

不着急，等待教师成长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团队，干

部、教师，个顶个的好。”提起学校的教

师团队，陈立华满是喜悦，浓浓的幸福

感让人感同身受。

如今的朝实一校20址，学生众多，

教师众多，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如何

管理？

“放手，等待。”陈立华说出自己的

答案，“带着教师放手做课改，然后等

待教师的成长。”

“校长没有权力吆五喝六，你用什

么心态对待教师，教师就会用这种心

态对待学生，所以我们要从教师的角

度来考虑问题，多替教师想。”

陈立华认为自己是“护犊子”的，

如果一校之长都不为教师撑腰，那还

会有谁为教师说话？

“有些家长比较‘霸道’，要求比较

无理，老师就要学会拒绝家长。”但陈

立华也提醒教师，要注意态度和方式

方法，更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有了这样的氛围和支持，教师自

然干劲十足。

在“马芯兰教学法”的基础上，陈

立华带领学校教师聚焦课标，深度挖

掘教材，抓住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梳理

知识中的关键节点、学生学习的难点，

对小学数学 12 册教材进行纵向梳理，

形成58节关键课，实现学习的整体化、

体系化和结构化。

一时间，朝实的课改再次引起了

大家的关注。

从一年级开始走班教学，创建各

学科的“课程群”；最早尝试“数字化校

园”网络系统，获得国家版权局的专

利；开设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小语

种课程，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最

近，陈立华又在研究逻辑课，初步研发

了 60 节逻辑课，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

能力。

“一到学校，看到孩子们，就感觉

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陈立华笑言，

而让她最感到幸福的莫过于毕业生的

肯定。

“小学最重要的是让我对学习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轻松愉快的学习氛

围、老师的鼓励表扬、兴趣课程以及学

科游戏，这些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2024年2月，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的朝实毕业生阚卓然回到母校，给老

师分享时这样说。

那一刻，陈立华泪盈于睫：“做教

育真是一件无比幸福、伟大的事业。”

陈
立
华

做
使
人
幸
福
的
教
育

思
想
力
校
长

□
本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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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丽

笑语盈盈，温柔可亲，是陈立华

给人的第一印象，尽管成名很早，但

陈立华始终保持谦逊。当人家问她

怎么管理时，她总说是团队的努力、

师父的引领。

“当老师我向马芯兰老师学，当

校长我向陶西平先生学。”陈立华也

把这两位师父的特质和精神融在了

教育教学中，让朝实凸显出不一样

的品格——敢于创新，去想别人未

想之事。

陈立华一度忧心忡忡，因为现今

的孩子家庭条件都比过去好得太

多，“很多孩子是被家长抱着长大

的，一路换着奶嘴，没摔过跟头，这

样的孩子身心怎么会强，怎么经得

起风雨”。

“给男子汉加钢”课程、行为规范

60 条、58 节关键课，都是基于这样的

忧虑而创新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为这个民族和国家培养骨头强、经风

雨的人才。

陈立华就是想在朝实这个“一亩

三分地”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教育梦，

让这个小天地走出更多优秀且幸福

感满满的未来栋梁。

◉记者手记

小天地里大作为
□ 康 丽

陈立华和学生在一起陈立华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