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从哪里来

走进“东洲国际”，你会发现，她
与当下绝大多数的校园有着太多的
同一性：校门肃然，洁净典雅；环境
清幽，书声琅琅。 然而，若是走进这
所学校的课堂，走近教师和孩子，走
进他们的生命日常， 你又会发现他
们不一样。

“东洲国际” 的孩子是轻松的。
当然，在各类补习班横行的当下，对
于初中生而言，“轻松” 只能是相对
的。 当太多孩子为作业奋战到深夜
乃至凌晨， 当太多伴学的父母因儿
女的作业唉声叹气、焦头烂额之时，
“东洲国际”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是
幸福的。 因为， 在这里， 作业少而
精。 倘若你在“东洲国际”的校园里，
遇到一个初一的孩子， 你问他作业
做到几时方可结束， 他一定会笑着
告诉你，一般 8 点左右就结束了。此
时， 你会注意到， 这孩子笑得很开
心。 可事实上， 为了让孩子们感性
的快乐得到理性的保障， 学校从源
头抓起， 严令所有教辅用书不得进
校门，所有作业以小讲义形式发放，
而且必须由科任教师在教研组分工
合作的前提下自行编制，保质控量，
有的放矢。此举坚持 3 年多，如今已
是刚性制度。

于是，孩子们自然是快乐的。 而

且，他们的快乐，远不止于此。
“东洲国际”的教师们，最懂少年

的心思。 孩子们爱玩，教师就带着他
们去玩泥巴； 玩得不亦乐乎之际，孩
子们顺便悟出了陶艺的精髓。 孩子们
爱吃，教师说，自个儿做的东西最香，
然后领着他们去做烘焙；孩子边做边
吃，最后习得了烘焙的技艺。 孩子们
从小就喜欢球类游戏，教师说，行，篮
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你们爱玩
啥自个儿挑；后来，打乒乓球的孩子
学会了拼搏，踢足球的孩子懂得了合
作。“东洲国际”的孩子多，全校 41 个
班级，2000 多个孩子， 他们的心思都
不一样呢。 于是，民乐摄影跆拳道，沙
画国学弹琵琶……涵盖艺术、 人文、
运动、生活各个领域的各大社团应运
而生，达 30 多种。 每个星期的周三周
四下午，“东洲国际”的校园里，处处
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在生命的行走中，我们总得面对
各种神色凝重的质疑。 或许有人要
问，孩子们玩得这么嗨，会不会影响
他们的成绩？

对此，“东洲国际”的校长微笑着
说，不怕！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没有
德育就没有教育； 而最高效的德育，
莫过于让孩子在活动中自主习得，而
后内化。 至于分数，只是生命成长的

额外馈赠。
一伙儿笑靥盈盈的孩子背后，是

否总站着一群皓首穷经、苦不堪言的
教师？“东洲国际”的教师说：真没这
回事———咱们也乐呵着呢。 校长说
了， 上班时间把分内的事儿做智慧
了，做精致了，就行了；加班加点，死
抓硬揪，不是咱“东洲国际”的风格。
众教师遵言行事：晨曦初上，好好上
班；待夜幕降临，则开心下班。

都说班主任是最苦的差事，可
“东洲国际”的班主任说：干吗事无
巨细都要念叨几句、插手几下？ 放手
让孩子去做，让孩子管理自己，你就
站一边瞅两眼，指点几句，省事儿，还
有效。 果真没出啥乱子，孩子们一个
个跟小大人似的，读书做事儿利索得
很。 班主任们一旁看了，美滋滋的，
乐得清闲。

有人说，这就是一所学校的凝聚
力；有人说，这是一个校长的人格魅
力；也有人说，这才是一个有温度的
集体。 教育，本就是校长带着教师，一
起做一件有温度的事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说
着，做着。 孩子们快乐了，教师们也
快乐了。 这一点一滴的快乐，凝结起
来， 便成了教育生活中师生的共同
幸福。

■■方方仁仁野野
在时间的长河里，10 年只是短暂的瞬间。

但是，如果给10年以更丰富的文化意义，那就不
是一个瞬间，甚至也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海门
市东洲国际学校建校10年了，10年的实践，印证
了时间的价值，诠释了时间与文化意义的关联，
为新办学校创造了奇迹，成为一个典型。

时间总有自己的箭头，关键它指向哪里。 不
过，掌控时间箭头的是人，而不是时间。 “东洲国
际”把时间箭头牢牢地把握在手中，生成了学校
建设的文化价值及理想境界。

首先，“东洲国际” 有鲜明的育人意识和目
标。 课程育人、教学育人、管理育人在“东洲国际”
都很鲜活、很真实。 10年来，海门东洲国际学校真
诚地实施素质教育，为学生夯实了综合素质发展
的基石。 “东洲国际”的10年是育人的10年。

其次，“东洲国际” 创立了学校艺术教育体
系，成为鲜明特色。 学校让艺术教育从边缘走到
中心，让艺术教育指向审美境界，以美立德，以德
树人，以美其身，通过艺术教育改变了学校的文
化生态。艺术审美成为一种发展的力量。“东洲国
际”的10年是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特色探索、建构
的10年。

再次，“东洲国际”建构了学校教育的核心
理念。 校长徐智潭将“情智合一，师校共赢”作
为教育的核心主张，在“目光如炬”“兼听则明”
“怀质抱真”等方面把握了管理的真谛，形成了
管理特色。 “东洲国际”的10年，是从管理走向
领导的10年。

文化给“东洲国际”的时间安上了永远射向
理想的箭头。 10年，让学校活起来、强起来了。

时间的箭头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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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编者按 在江苏海门这座小城的东南隅，坐落着这样一所初中：她很年轻，只有短短的 10 年时光，相对校史动辄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众多名校而言，似乎很是青涩；她也很低调，默默伫立在北京路畔的弹丸之
地，不事喧嚣。 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却在当地被老百姓冠以“作业少、成绩好、活动多、孩子快乐”的口碑———她，就是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在学校即将迎来 10 年华诞之际，让我们走进校园，见证这所新办学校的发
展轨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教育故事。

管理者言特色初中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徐智潭

教育，其本质是一种生活；但凡生活，
幸福当为终极目标。于是，如何让师生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就成了每一个校
长教育管理的必然“所指”。我认为，在学校
管理过程中， 校长唯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
积累去沉淀管理智慧， 通过高效的引领和
真诚的交流去彰显人格魅力， 才有可能在
学校发展遭遇瓶颈时力挽狂澜，朝向光亮；
才有可能在教师成长遇到内生阻力时，以
理服人，以情动人，从而完成教育管理的有
效“所指”，实现教师与学校共同发展、教师
与学生共同幸福的美丽愿景。

目光如炬：
校长当是睿智的决策者

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梦想家， 才能是
一个好的决策者。作为校长，须走在教师之
前，通过对学校发展历史、现实及未来前景
的综合考量， 因地制宜地勾勒出学校的长
远发展宏图，以非凡的勇气去追逐，以精准
的措施去实现。

一个睿智的决策者， 一定是坚定的执
行者。 大凡新生事物诞生之初，往往会遇
到很多的质疑与阻力。 教育也是如此。 当
教师们面对学校发展的一个新走向，课堂
教学的一项新变革，或者德育模式的一种
新尝试 ，他们所呈现的姿态可能是 ：一阵
风来了 ，树动叶摇 ；一阵风过了 ，平静如
昔。此时，校长应呈现出一种执着。这种执
着，并非“官本位”，更非“一言堂”，而是一
种成竹在胸 、迎难而上的勇气 ，是一种循
序渐进、庖丁解牛的智慧。 在此过程中，要
彰显出掷地有声、勇往直前的魄力。 我想，
勇气、智慧、执着，正是一名校长应该具备
的人格特质。

兼听则明：
校长当是豁达的沟通者

善疏则通，能导则安。校长不能只把自己
看成是一个管理者，更应成为一个“沟通者”，
主动走到师生当中去， 在与师生沟通上下功
夫、花力气、做文章。 校长如果能把“有效沟
通”融入骨子里，能够和师生多交流，就能够
及时掌握各种信息， 就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
各种问题，就能够凝聚全校上下的共识，管理
目标自然就会落到实处。 在学校管理中，作为
一校之长，应和师生多沟通并充分发扬民主，
鼓励教职工、 学生及其家长乃至社会各界人
士参与学校管理，博采众长，集思广益，让他
们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只有多沟通和民
主管理，才能使学校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可是，在现实中，不少校长受官本位思
想的影响，把校长负责制理解成了“学校家
长制”，大事小事都由校长一人拍板。 这样
一来，造成校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教
师在下面应付推诿、敷衍塞责。校长只有真
正和师生沟通，实行民主决策、科学管理，
才能激发广大师生工作学习的积极性，学
校工作才会顺利开展。

怀质抱真：
校长当是诚挚的激励者

每一个教师都希望被认可、被赞扬、被重
视。 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校长要根据每个教
师的特点，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充分考虑每一
个教师的需要。 所以，应当不以同一目标培养
教师，不以同一目标评价教师，不以同一“标
准”要求教师，使每个教师在不同的工作层面
都尝到成功的甜头。 管理者要善于搭台子、铺
路子，使每个教师都有成功的机会、显露身手
的空间，上下形成合力，积小成为大成。

常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学校
管理中，校长要做到政策暖人、感情留人、行
动感人、管理激人。 虽然学校管理需要制度
作保障，但管理不能就管理而管理。 教育是
一个“软任务”，是“以己心换人心”的事业，
在制度管理和行政约束的基础上，在具体的
操作过程中，校长的情感引导可以发挥更大
的作用。 在管理实践中，一个有人格魅力的
校长， 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更多一份关心、更
多一份鼓励、更多一份宽容、更多一份赏识，
既让师生主动发展，更让学校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校长，既要有鲜明
犀利的角色感，能在教师倍感疲惫、心生倦
怠之时，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及时温馨地
给他们传递教育的芬芳；又要能俯下身子，
融入教师，思教师所思，想教师所想，化有
形指令为无形感染， 不靠行政权力而靠人
格魅力感动教师，从而达到“情智合一，师
校共赢”的理想境界。

情智合一 师校共赢
———谈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三种角色

教育感言

艺术教育，引领孩子走向审美人生
■■通通讯讯员员 施施洪洪彬彬

海 门 市 东 洲 国 际 学 校 创 办 于
2009 年，在各级政府与各界人士的鼎
力支持下，发展迅速，成绩斐然。 随着
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学校艺术教育
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之中。 学校合理
构建艺术课程体系， 精心搭建艺术活
动平台，努力打造艺术兴趣团队。 发
展至今，艺术教育之林 ，呈现一派枝
繁叶茂、 欣欣向荣的喜人态势。 2018
年 12 月，学校喜获“江苏省艺术教育
特色学校”荣誉 ，艺术教育已成为学
校的一块教育品牌。

重构课程内容
让每个孩子得到艺术熏染， 促进

艺术素养的个性化发展， 是学校坚守
不渝的理念。为此，学校以国家艺术类
课程为核心，夯实艺术素养的基石，开
齐上足艺术课程， 注重教学研究。 同
时，学校以国家课程为基准，致力于重
构课程内容，整合课程资源；大力推动
校本课程研发， 搭建艺术教育的多元
平台。

励志歌曲人人唱。 配合班级文化建
设，唱响校歌、班级励志歌曲是每个学
生的必修课。 每学年，学校都会组织“校
园歌曲大赛”，音乐教师进行技术指导，
班主任带领学生练习， 做到人人参与。
比赛之时，场面壮观，气势宏大，音乐之
声缭绕在校园上空，音乐之美弥漫着整
个校园。

硬笔书法人人练。入校后，所有学生
都要在语文教师和专业书法教师的带领
下进行书法（尤其是硬笔书法）练习。 学
校利用一年一度的艺术节， 组织全体师
生进行书法比赛， 选择优秀作品进行展
示，供师生鉴赏。

“轻舞飞扬”舞蹈课程。 每一个学
生都能得到专业的指导，享受舞蹈带
来的快乐； 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交流舞蹈上的心得体会；也可以这个
平台为起点，登上展示自我的更高平
台。 课程自开设以来，已为学校培养
了众多的舞蹈艺术骨干，他们在省市
各级各类舞台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好成绩。

与此同时， 学校还开设了民乐、合
唱、工笔花鸟、书法、沙画、陶艺、摄影等
选修类艺术课程。 这些课程采取分年级
走班制，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
人人参与。

追寻美的踪迹

这些年的艺术教育实践中， 除了悉
心经营艺术课堂， 还致力于搭建各种活
动平台，参与各种艺术比赛，承办各类艺
术教育活动，以此唤醒学生的美感经验，
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 促使他们自觉地
以个性化的艺术形式去展示与升华审美
体验。

每学年，学校都要举办校园艺术节，
历时两个月，包括百人硬笔书法大赛、会
标设计大赛、歌曲大赛、舞蹈大赛、器乐
大赛、相声小品大赛、大合唱比赛等，精
彩纷呈。

2017 年 3 月，由南通市教育局主办
的第十二届中小学生“独唱、 独奏、独
舞、器乐组合”比赛在南通市田家炳中
学举行。 学校由顾丽娟老师指导的民乐
组合和二胡独奏通过海门市选拔，和来
自南通各县（市、区）层层筛选后选送的
作品进行了同台角逐。 最终民乐组合
《桃李报春》脱颖而出，获得评委一致好
评，夺得一等奖；周晓楠同学的二胡独
奏《奔驰在千里草原》在吹拉组比赛中

获得一等奖。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东洲国际教育

管理集团第十二届新教育艺术节展演
拉开帷幕。 活动以“相聚在艺术的旗帜
下”为主题，学校展演了 4 个节目，以多
样的艺术形式呈现经典的艺术形象。 其
一是课本剧《孔乙己》，学生以现代话语
方式生动演绎了那个时代底层人物的
悲惨人生，让人动容。 其二是器乐组合
《拔根芦柴花》，器乐组成员将各种乐器
的声效巧妙组合， 演奏出节奏明快、曲
韵悠扬的美妙乐曲。 其三是舞蹈《雨打
芭蕉》， 学生以柔美的身段、 优美的舞
姿， 充分展示了扎实的传统舞蹈功力，
动静相宜的诠释， 营造了唯美的意境。
其四是大合唱《东洲国际———江海文
章》，曲目大气磅礴，学生用歌声诠释了
东洲国际在教育领域吞江吐海的人文
乐章。

丰盈教师素养
学校的艺术教育不单成就了一个

个焕发艺术生命气息的孩子，也成就了
一个个堪称“教育一线艺术家”的艺术

教师。 在他们中间，有正高级教师、江苏
省特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
程”培养对象；有南通市、区美术骨干教
师，海门市音乐教坛新秀；有多位市、区
美术、书法、摄影、音乐家协会会员；有
全国美术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得
者，有音乐、美术优课评比一等奖获得
者。 一流的师资队伍，促成了学校艺术
教育的高位发展，铸就了学校艺术教育
的高质量。

不只是艺术专业教师才与艺术有
缘， 学校对非艺术类教师也积极开展培
训，鼓励更多教师拥有一专一能。 如今，
诸如朗诵、手工、棋类、健美操等许多方
面， 非专业教师都能对学生进行高能高
效的辅导。此外，学校还积极挖掘校外资
源， 聘请社会艺术团体的优秀教师来校
任教沙画、书法、陶艺等艺术课程，均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如今，无论是晨曦初显，还是夕阳
西下，在“东洲国际”校园里，可闻歌声
飞扬，可见舞姿翩跹。 艺术滋养生命，艺
术优雅生命，艺术发展生命，已成为“东
洲国际”师生的共识。

徐徐智智潭潭校校长长在在““青青春春仪仪式式””上上为为学学生生的的心心愿愿箱箱封封印印

舞舞蹈蹈社社团团成成员员在在学学校校艺艺术术节节上上表表演演

陈陈铁铁梅梅老老师师执执教教班班本本““博博物物馆馆课课程程””

烘烘焙焙社社团团成成员员制制作作糕糕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