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革的力量：从精神引领到行动创新 

 

日前，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了“全国优秀中学

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该研讨会以“教育：培养完整的人”为主题，北京

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林卫民、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校长田琳、广东深圳

中学校长王占宝、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校长高屹、西安高新一中校长王淑芳、

长沙长郡中学校长卢鸿鸣在研讨会上分别介绍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

验。 

研讨会上，林卫民校长在题为“变革的力量———从精神引领到行动创

新”的专题报告中，从“学校变革必须要直达教育的核心目标，这需要勇气

和智慧”、“学校变革需要成熟的愿景，而不是盲目的计划”、“问题令人

头痛，但它是我们的朋友”、“不用控制而达到控制的目的，这是学校内部

管理机制变革的方向”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治校策略和教育思想，引发了与

会校长的热议和好评，反响极为热烈。 

观点一：学校变革需要成熟愿景，而不是盲目计划 

“学校教育要回归对生命的关怀，追求生命的真实成长，让师生在此过

程中实现自主、能动的发展。学校方方面面工作的出发点，都要以能否达成

师生生命的成长为标准，这样，师生才能在校园里自由、快乐、幸福地展现

出生命的灵动与鲜活，学校才会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显示出学校教育中蕴含

的无限力量。”林卫民认为，校长的主要职责是致力于学校变革。面对不断

涌现的各种问题，如果不变革，学校积聚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变革



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差，学校只有基于教育本质和追求教育理想的改进行动，

才有可能取得变革的成功。 

林卫民以自己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和北外附校的工作经历，讲述了作为校

长如何坚守“培养人、发展人”这一核心责任，并将学校组织的工作重点聚

焦于相应的优先区域。他说：“那些能够改变弱校并推动学校迈向成功的校

长，展示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把关注点放在学校教育的核心责任上，而不

是外部的管理文件或者政治上的成功。” 

林卫民引用迈克尔·富兰的观点阐述说，学校变革有两条出路，教师个

体拥有“道德的目标”，学校集体成为“学习型组织”。并以北外附校“双

复型”外语特色学校及当年杭外“培养外语特长、文理兼优、综合素质全面

的学生，开辟多元化升学渠道”等发展愿景的研制过程为例，强调校长应当

研究如何通过教师个人愿景与学校发展愿景相匹配，来赢得学校发展的源动

力。此外，还以北外附校课程变革的整体设计为例，提出“课程及其课程实

施是学校发展愿景的内核”这一观点，介绍了自己在北外附校课程变革的经

验，即：在发展愿景的顶层设计中融入课程的内核;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实

施策略；纠正学校教育中那些“反教育”的现象。 

观点二：不用控制而达控制目的，是学校管理变革的方向 

林卫民表示：“我一贯的观点是学校是因问题而生，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一些障碍靠自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专业学校的帮助。学生没有问题，要学

校干什么。同样，校长是为了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而来的，学校

没有问题，要我们校长干什么。” 



“成功的学校并不比其他学校问题少，只是成功的学校将问题处理得好

而已。”林卫民强调，学校存在的各种问题，大多会在学科课堂教学中显现；

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是学校的最大问题，如何让学科内容内含的“伟大事物

的魅力”显现出来，使学科教学更显“深刻”，重建具有“深度学习”特征

的课堂教学，是当前学校变革过程需要思考和研究的核心话题。 

林卫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经历并结合课堂教学实例，提出了

如何打造“深刻”的课堂教学的一系列观点，即：聚焦“认知对象”、打造

“教学共同体”、参与对话和认知实践、留出“思考空间”、带学生到“有

知识的地方”。 

林卫民认为，学校变革的密码在于“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这是“不用

控制而达到控制目的”的唯一途径。 

林卫民在会上提出的“虽然管理中的强制有时是必要的，但强制只能对

部分事务有效”、“竞争并不是引发激情的普惠良药，尽管平静的日子确实

会使某些教师懈怠”、“学校许多的变革行动是不能通过简单的强制手段来

达成目标的”、“对于学生的生命成长来说，宽容地对待学生包括宽容学生

的错误，是一种必要的教育策略”等一系列观点及展示的实例，引起与会校

长的极大兴趣。 

在发言结束语中，林卫民动情地说：“当我每天看着天真烂漫的孩子进

入校园，多么希望学校教育不要导致孩子的失败，非常遗憾的是，某些失败

已经在孩子身上发生了。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告诉我的同行‘要教学生生存’，



管理学校的很多事是为了学生更好地生存并健康成长。学校变革是一本实际

中加以观察把握之书，这本书很厚，很值得我们用毕生的精力去阅读。” 

研讨会上，北外附校教师代表赵龙作了题为《借我一对飞翔的翅膀》的

发言，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他和同事正在做的工作和思考，从教师成长、课堂

教学、课程资源、自我认知四个方面，通过大量的图片展示，向与会代表介

绍了北外附校正在发生的真实变化，为自己校长的发言提供了翔实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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