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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策划

教师是一种用生命感动生命、

用心灵浇灌心灵的职业。学生的心

灵很脆弱，需要精心呵护。可面对

他们真实的痛苦，言语常显苍白。

“除了说教，你还懂什么？”那个学生

含泪嘶吼的画面无数次刺痛我——

曾经的我像在无边的迷宫里跋涉，

寻不到打开心门的钥匙。

直到那年夏天，得知武汉大学

将在暑期举行心理咨询培训，我毫

不犹豫报了名，决心为自己的教育

生涯积蓄新能量。

课堂上，从基础理论到咨询技

能，从案例分析到技能操作，教授们

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

门。七月的武汉，热浪灼人，我却如

饮甘泉，心无旁骛。然而，专业的高

墙远比想象的更为冷硬与陡峭。“真

正的成长是与自己的较劲。”晨曦微

露，薄雾中的湖畔石阶便有了我的

身影；蝉鸣未醒，只有书页翻动和笔

尖沙沙的声响……厚厚的笔记本被

各色笔迹填满、覆盖，页边也卷起了

毛边——这每一笔，都是为走进学

生心灵积蓄专业力量。

模拟咨询室里，我扮演咨询师，

对面是督导老师模拟的社交恐惧学

生。我尝试运用刚学的“共情性倾

听”，却被斥为“没有走入来访者的

内心”。经督导剖析我才明白：真正

的共情不是技术套用，而是放下身

份预设，让心灵沉入对方情绪的深

井。当晚，我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

“技术是舟，真诚为楫。无楫之舟，

寸步难行。”

当年底，我终于拿到了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证书——它不仅是我

在武汉热浪与书山中跋涉的见证，

更是我作为教育者主动寻求专业拓

展、实现蓄力成长的里程碑。

后来我走上副校长岗位分管政

工人事与心育后，每一个暑假都是

我个人持续成长的黄金期。蝉鸣声

里，书桌台灯下，总摊开着新的心理

学专著、教育期刊，或线上研修笔

记。这份坚持既为寻找解决新问题

的钥匙，也为滋养自身，保持源头活

水丰盈。

暑 假 是 教 师 休 整 、反 思 的 良

机。利用这段时光，我将心理咨询

技能融入教师关怀与发展规划。设

计“暑期心灵驿站”活动，与老师们

围坐在一起，运用“共情性倾听”和

“积极关注”的技巧，引导大家分享

疲惫、困惑、喜悦与渴望。这时，我

不仅是管理者，更是当年那个努力

“放下身份预设”的学习者。专注倾

听，适时反馈，帮他们梳理情绪，看见

自身资源。针对职业倦怠，我们链接

“压力管理”知识，带领放松训练，探

讨新学期“减负增效”策略……这份

“松快”与“看见”，正是我暑假管理最

重要的目标——为教师的心灵蓄满

能量，为新学期注入活力。

暑假是完善心理支持体系的黄

金窗口。我带领学校心理团队，复

盘学年个案、分析心理档案、研讨危

机干预预案，结合实际打磨更精细

的流程。同时为新加入的年轻心理

教师和班主任进行“微培训”，聚焦

“识别情绪信号”“建立初步信任关

系”等实用技能。看他们专注笔记、

模拟练习，我仿佛看到当年在湖畔

苦读的自己。“技术重要，但记住，真

诚是桨。先听见，才能帮到。”薪火

相传间，专业的支持网络在假期悄

然生长、加固。

对即将入校的新生，暑假的“听

见”需未雨绸缪。我组织团队研发

“新生适应力线上课程包”——“认

识新环境”“结交新朋友”“管理小情

绪”……运用发展心理学知识，确保

贴合学生认知。开通暑期“新生家

长心理热线”，耐心倾听家长的焦

虑，提供科学建议。这份前置的关

怀，让学生入学前就触摸到学校的

温度，为新生启航铺垫基石……

如今，面对学生心灵的复杂地

貌，面对教师群体的多元期待与挑

战，我依然会感到沉重，却不再是无

措地恐慌。那年暑假在武汉听见

“心”，早已化作我每个夏日躬身耕

耘的姿态：教师职业生涯最动人的

风景，不在远方的荣誉殿堂，而在脚

下持续延伸的专业成长之路。每一

次蓄力都为照亮前行的方向。而这

份照亮，不仅需要我们教育管理者

俯身贴近每一颗年轻的心，也需要

抬头，为那些默默耕耘的园丁撑起

一片理解与支持的晴空。

（作者系特级教师、湖北省钟祥

市第四中学副校长）

有人说，暑假是教育者的黄金

蓄力期。作为一所县城公办幼儿园

的管理新手，去年暑假我选择了一

条不同寻常的蓄力之路：踏上敦煌

戈壁，参与了一场四天三夜、无信号

覆盖的 108 公里徒步挑战。这趟看

似与教育工作相去甚远的旅程，却

意外地成为我教育管理生涯中一堂

深刻的“生命蓄力”课，让我在极限

行走中重新审视自我、团队与教育

的本质。

轻装简行：管理的“断舍离”。

出发前，看着同伴塞满零食、面膜、

充电宝的行囊，我选择了极简方式：

仅带饮用水和少量面包。徒步开

始，那些面面俱到的重负很快成了

同伴“甜蜜的负担”，而轻装的我得

以保存更多体力。这像极了我们的

日常工作。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常常

不自觉地背负太多：繁杂的事务、过

度的担忧、不必要的应酬，甚至是对

完美结果的执念。戈壁行走告诉

我，生存的必需品其实很少。在园

所管理中何尝不是？我们需要学会

“断舍离”，聚焦核心——孩子的健

康成长、教师的专业发展、园所的和

谐氛围。剔除冗余，才能让团队步

履更轻盈，走得更远。

绝处逢生：领导力的陪伴。旅

程第二天，32 公里的漫长与荒芜几

乎将我击垮。烈日炙烤，脚底水泡

钻 心 ，体 力 透 支 ，孤 独 感 如 影 随

形。就在意志濒临崩溃的边缘，队

长王富贵——一位朴实坚韧的甘肃

乡村小学校长默默走到了我身边，

没有言语只是并肩而行。那“沙

沙”的脚步声是绝望中最有力的支

撑。当我沮丧地抱怨戈壁一望无际

时，他用浓重的西北口音说：“戈壁

不是无边无际的，一直往前走，总

能 看 到 绿 洲 。”这 句 话 如 醍 醐 灌

顶。富贵校长自身的经历更印证了

信念的力量：他怀揣教育梦想，在

生源锐减、经费紧张的村小坚守，

自费学习，研发课程，最终站上领

奖台分享理念。他眼中的光亮与现

实的困境交织，却始终选择坚持下

去——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领导力

吗？在团队遇到困难、教师感到迷

茫时，管理者需要的不仅是命令，

更是无声的陪伴和坚定的信念传

递。要相信，只要方向正确，坚持

不懈，教育的绿洲终会显现。

多面之石：教育者的修行。途

中，富贵校长拾得一块白石。他说

像羊，我看侧面如“佛”，另一面似

“魔”，底部又现“怒目”。这块石头

成了绝佳的隐喻。它照见内心：面

对孩子千差万别的行为，面对教育

过程中的挑战与挫败，我们何尝不

是时刻站在“佛”与“魔”的岔路口？

是选择理解、包容、智慧引导，还是

被情绪裹挟、简单粗暴？戈壁的烈

日与风沙，幼儿园的琐碎与突发，都

在考验着教育者的心性。这块石头

提醒我：教育是渡人更是渡己的修

行。管理者的情绪稳定与正向引

导，是园所氛围的定海神针。每一

次正向的选择都是在为自身和团队

累积教育的智慧与能量。

拥抱裂痕：看见生命的力量。

走出戈壁，一片龟裂的土地震撼了

我。那布满睡莲般花纹的干涸裂

痕，是大地的伤痛，却也呈现一种壮

烈、坚不可摧的美。这景象让我泪

目。它让我联想到我们所面对的孩

子、教师，乃至教育生态本身——并

非总是繁花似锦，常伴有各自的裂

痕与困境。教育需要的就是这种对

裂痕的悲悯与对生命韧性的敬畏。

它要求我们包容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形态，相信每一块土壤都蕴藏着开

花的可能。作为管理者，我们的责

任是营造阳光雨露，支持每一个生

命成长，让每一个生命以其独有的

姿态绽放光彩。

蓄力归来：蓄力教育的行走。

四天的戈壁行走，108 公里的身心

淬炼，让我深刻体会到个体力量的

渺小与团队支撑的伟大，更让我在

极限挑战中遇见了那个超越自我

设限、潜能迸发的自己——原来，

娇小的身躯蕴藏着如此惊人的耐

力与韧性。如今带着戈壁的风沙

烙印和沉甸甸的生命感悟，我回到

了熟悉的幼儿园。那些行走的感

悟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新学期为

幼儿园发展、为教师成长、为幼儿

护航的宝贵蓄力。教育之路亦如

征途，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怀

信念，携手同行，我们终将在看似

平凡的土壤里培育出最动人的生

命之花。

（作者系江西省武宁县第三幼

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副园长）

行有所悟 在戈壁徒步中遇到“生”
□ 徐立慧

研有所精 在“头脑风暴”中优化课程
□ 陆锡炯 思有所得 在校史回望中凝练精神

□ 谢颖华

校长，这样在暑假蓄力
暑假是教育者的专业“蓄力期”，中小学校长（书记）如何更有意义地度过？暑假也是教育者的黄金休闲期，学校做过怎样有温度的指导？本期“教育家”版

特别聚焦，通过已经经历或者规划中的校长暑期“蓄力”故事，学校团队假期成长案例，呈现一段教育人的假日美好时光。

为学习奔走与自然同频

链接

学有所成 在武汉学习中听见“心”
□ 周芙蓉

2020年4月，在浙江杭州水乡祥

符桥宦塘河畔，杭州市永正实验学

校创办，依托“中国书院风，江南水

乡味”的建筑风格，学校把“江南习

俗”劳动课程作为校本课程体系建

设的重要引擎。次年，学校全面构

建起“江南习俗”劳动课程1.0版本，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大板块：“春之

栽”“夏之访”“秋之收”“冬之腌”。

不过，运行数年之后我发现校

本课程的瓶颈渐显：有的项目取材

及受众面较小，有的项目过于单一，

缺乏生动性；整体课程与节气习俗

呼应较少，与传统文化智慧关联不

多；年级间的阶梯式目标设计与系

统性衔接有待加强……这些问题制

约着课程育人效果的最大化。作为

校长，我深知课程迭代升级的关键

在于顶层设计与过程领导。因此，

我决定利用暑假前夕教师还未离校

的时间，凝聚团队智慧，启动课程

2.0版的优化工程。

6 月底，我召集了劳动教研组

长、美术、科学、劳动学科教师及相

关中层干部进行了一场深化推进

“江南习俗”劳动课程优化发展的

“头脑风暴”。会前，我要求每位成

员梳理 1.0 课程实施中的结构性困

惑与建议。会上，我引导大家围绕

相关问题展开深度研讨。

劳动教研组长诸洪程表示：“像

‘秋晒八谷’项目组织学生晒八样谷

子意义并不大，确实需要改进。”大

家围绕诸老师的观点进一步思考：

如何改革这类不太实用的课程内

容，做更好的设计。有的边思考边

做笔记，有的拿起手机查找资料。

劳动学科教师姜钰华通过AI对

话，了解到秋季开学后将迎来白

露，那会儿可以给学生午餐安排

龙眼作为水果，组织学生将龙

眼壳收集起来在美术课上制

作天然染料。姜老师的提议

获得美术学科李大蒙老师

的支持。我也认为不错，

提出将“秋晒八谷”改成

“白露龙眼”，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那怎样破解“年级间阶梯式螺

旋上升的课程设计逻辑”这一问题

呢？我接着引导大家思考。科学教

师瞿晓芳也认为学校知名的“冬腌

菜”劳动课程月，学生年年踩价值有

限，每个年级如果有不一样的课程

递进设计会更好。

在讨论中，中层干部吴月婷老

师提出，每年 11 月初可以组织学生

摘枸杞，然后在农历腊月初八前夕

组织学生做腊八粥，这样就有了两

个与“腌制类”不一样的课程内容。

“那怎样解决‘年级间螺旋式递进上

升’这一问题呢？”姜老师的追问让

会场再次沉默。

我想了想，提出：“摘枸杞这种

技术含量不高的活动可以让一年级

小朋友参与；踩冬腌菜可以让二、

三、四年级学生参与；煮腊八粥可以

让六年级学生参与。这样各年级学

生都有符合他们年龄特征、能力范

围的节气习俗活动参与。而且从学

校整体角度来看，活动是丰富的。”

“那五年级做什么呢？”吴月

婷老师的追问再次引发大家讨

论……

这次头脑风暴持续

了几个小时，大家共

同为课程改进献

计献策，取得

了不错的

效 果 。

不过留给校长的还有需要再努力的地

方：一是已经有了“白露龙眼”这一项

目，那么秋季的“寒露、霜降”时节能有

哪些适合分年级开展的活动？二是冬

至时节如何组织五年级学生进行一项

习俗劳动？三是当相关节气有了习俗

劳动内容，如何给它们取一些有意义

的名称，让我们的课程有内涵、有品位

呢？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在暑假

期间好好构思、努力突破。

作为一名校长，我深刻认识到

校本课程的优化发展对于学校高品

质办学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课程引

领者、团队凝聚者与资源协调者，校

长要有前瞻视野，要具备高效组织、

激发动能、破解难题的管理智慧。

我们探索的“依时令、分年级、优内

容、重文化”的课程优化理念，希望

能为同行提供借鉴。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永正实

验学校校长）

夏日的校园刚刚送走一届毕业

生，却蕴藏着另一种深沉的热烈。

作为一校之长，我深知暑假是静心

梳理学校发展脉络、为新学期战略

目标筑基的最佳时机。静下心来思

考，唯有深耕校本文化之沃土，淬炼

教研文化之精魂，方能在新学期破

浪前行。

挖掘办学史，凝聚文化魂。一

所学校真正的力量深植于其文化血

脉之中。暑假正是办学者回望学校

历史、厘清精神源流、凝聚价值共

识的黄金时段。我所在的广西桂林

市石油小学建于 1970 年，今年正值

建校 55 周年。这个假期，我将带领

团队查看学校的档案，系统整理学

校发展脉络：从建校初期的破旧小

楼到不同时期应对时代变革的理念

转型；从标志性育人成果的不断涌

现到师生共同奋斗的精神传承。利

用假期我们要精心梳理那些关键节

点与特色校情，如当年“艰苦创业

期”师生共同参与校舍建设的影

像，20 世纪 90 年代，厂办学校收归

政府后“素质教育探索期”开设特

色课程的方案，这些都是学校精神

内核的鲜活载体。最终编纂一部脉

络清晰、血肉丰满的校史读本，并

提炼出核心的、一以贯之的“文化

密码”——是“铁人精神”还是“家

国情怀”呢？这都将成为学校未来

发展的精神源泉。

优化教研策，驱动质量升。

学校教研文化是教学质量这条生

命线的“筋骨”。暑假正是我们复

盘教学痛点、重构教研机制、为新

学期课堂变革蓄力的最佳时机。

我们将利用假期优化教

研 体 系 ，以 学

科 组 为

堡垒，固化“每周学科组教研”解

决即时教学困惑；“每月大研讨”

深 究 学 科 核 心 问 题 的 常 态 化 机

制，建 立 清 晰 的“ 教 师 — 学 科 组

长—教学副校长—校长”四级联

动路径，即教师发现课堂真问题，

在每周学科组教研时提出；学科

组 长 组 织 组 内 研 讨 形 成 初 步 方

案；教学副校长协调资源，答疑解

惑；校长层面则聚焦顶层设计，确

保教研服务于学校整体发展。

贯通实践路，引领精神行。校

本文化是精神之魂，教研文化是实

践之骨，二者在假期的深度研究中

相互滋养、融会贯通。当教师在校

本文化浸润中理解了学校的“铁人

精神”，这种精神自然会迁移至教研

活动中，驱动他们对教学问题深钻

细研；扎实有效的教研活动及带来

的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本身就是对

学校育人理念的有力回应。成功的

教研成果也将成为学校文化发展史

上新的亮点，丰富办学文化内涵。

我想，这个暑假即将进行的深

耕不仅是为了新学期的启程，更

是为了学校未来 10 年乃至

更远的发展积蓄力量。

（作者系广西桂林市

石油小学校长）
暑 期 里 一 场 雨 刚

过，我独自在幼儿园巡

视，一只蜗牛正缓慢爬过湿

漉漉的叶片。它背负着沉重却

安稳的壳，于静默中行进。我轻轻

蹲下屏息凝望这微小生命无声的旅

程——它恰如我此时的心境，背负着

“生态友好幼儿园”这一崭新却沉甸甸的

使命，在静默的假期里蓄积前行的力量。

暑热如蒸笼，书房里堆满了我搜寻来的生

态教育书籍资料。翻阅时，一行文字如冷泉般

注入我心田：“自然缺失症”——现代孩童正逐

渐远离自然，感知枯萎。这警示令我心头一震：

我们追求“生态友好”的初衷不正是在孩子心中

重新唤醒那片自然天地吗？我急忙在规划稿上

郑重写下“自然感知启蒙”这一目标。随后更深

入研习幼儿自然教育理念……当“自然游戏”

“生态共情”“生命敬畏”这些概念逐渐清晰，我

的心头萌生出属于幼儿园的生态课程雏形——

以蜗牛般缓慢而笃定的节奏，让生命教育在幼

儿心中悄悄扎根生长。

为了寻得更多真实自然的滋养，我顶着烈

日走访湿地公园，与负责人恳谈合作，畅谈未

来设计“湿地小公民”体验计划，带孩子认识水

草、观察候鸟，在亲近中培养守护之心；在幼儿

园值班时我带着卷尺丈量规划户外空间，偶然

驻足时发现树皮上竟有一处歪歪扭扭的刻痕，

俨然一只蜗牛的图案——原来孩子的心早已

以纯真直觉贴近了土地与生灵，而我们所谓规

划建设，不过是顺应孩子心中那与生俱来的自

然呼唤而已。

新学期，那只蜗牛将成为幼儿观察自然的

起点，也将成为生态课程悄然生长的象征符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幼儿园副园长 田玲）

校长的成长不仅关乎个人的进步，更影

响着整个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未来。这个

暑假，我开启了一段充实的“蓄力”之旅。暑

期开始便一头扎进教育类书籍的海洋。从

《给教师的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箴

言到《第56号教室的奇迹》里罗恩·克拉克的

创新教学实践，一本本书籍就像一位位教育

界的智者，与我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一

边阅读，一边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做笔记、写

感悟，思考如何将这些理论与经验运用到日

常管理和教学改革中，从而让我对学校未来

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为了紧跟教育前沿动态，我报名参加

了一场全国性的校长培训研讨会。白天我

认真聆听专家讲座，积极参与小组讨论，与

其他校长交流各自学校的特色与面临的问

题；晚上我总结当天所学，结合学校现状制

订改进方

案。培训结

束，我带回了许

多宝贵的经验和思

路，期待未来将其转化

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实际

行动。

回到家中，我计划着手制

订新学期的工作计划，从优化课

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到完善

校园文化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深思熟虑。我还准

备在开学前组织部分骨干教师共同探讨

新计划的可行性，并根据他们的建议进行

调整和完善，等待新学期大干一场……

（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镇忠实小学校长

蔡楚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