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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调研
校长们交出第一份“作业”

支教甘肃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王述彭来
自青岛高新职业学校。在青岛职业教育领域工作
31年，他对“双元制”育人模式、“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有深刻的理解。除了了解学校情况，他还把陇
南礼县当地的企业转了个遍。用青岛建设职教高
地的思路看礼县职业中专的发展，王述彭在调研报
告中提出了诸多问题：礼县职业中专实训实习设施
设备欠完善；周围企业少，在推行现代学徒制、工学
结合、校企合作方面有一定困难；教师到企业的实
践机会不足；兼职教师比例偏低……找出问题才能
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王述彭已经和学校管理团
队理清了思路，包括优化升级专业设置、加强和企
业的联系、开展订单式培养等。

在甘肃陇南礼县三中，来自青岛第六十八中学
的程鸿生老师为学校开设了公众号，自己还撰写了
第一篇公众号文章。“初识礼县三中，他（她）低调得
让人有点惊讶，网络上几乎没有记录，没有校名标
识，没有固定电话，没有网站官微，似乎与现代社会
脱节了。而现在，这里正在改变。教育，就是让改
变悄悄地发生。”他给学校大门处制作了校名标识、
安装了固定电话并对外公开电话号码。因为学校
经费短缺，这几件事的成本花销都是通过尽力压缩
成本、四处筹措资金，或是申请青岛六十八中后方
大本营支持完成的。程鸿生给礼县三中定了一个
大目标——要一步步冲出礼县，走向陇南。

陇南西和县一中校长王世柱则致力于为学
生们进行生涯规划。他把自己在青岛十七中教
过的学生——那些考进清华的学长介绍给西和县
的学生，通过微信向孩子们介绍大学校园生活，给
出报考大学的建议。“我们一任是三年，希望能结合
当地实际，把在青岛摸索出的成熟的教育经验带到
甘肃。”王世柱说。

理念输出
支教老师带去的教学法已经生根

2015年，青岛五十八中与贵州省安顺第一中学
结为友好学校。当年秋季开学，五十八中教师包翠
霞作为教师代表远赴安顺一中开始了她的支教生
活。她打破了学校固有的“满堂灌”办法，引导学生
自我梳理、自我反思，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有人私

下劝包翠霞：“你让孩子自主学习，他们不会啊！安
顺孩子的教育环境和青岛不一样，我们这里一直是
老师讲、学生听。”一年后，包翠霞教的班级平均分和
名次都非常突出，甚至超过了实验班。她带去的“青
岛办法”在学校引起了轰动。安顺一中为此举行学
案导学示范课，请包翠霞深入多个教研组交流，详细

讲解青岛五十八中高效教学模式。“安顺的学校基础
设施不差，他们缺少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正是
支教的意义。”包翠霞举了个例子，以往学生遇到不
会的字就问老师，老师在黑板上把字一写，标上拼
音，就算是教完了。现在，老师们已经开始引导学生
自己查字典，自己解决问题。

青岛老师带去的教育理念让当地的学校发展
成学生家门口的好学校，也给老师们提供了成长
的平台。除了在校的教研、交流，老师们课余时间
也有各种业务提升活动。山东曹县韩集镇杨集小
学教师崔金鑫在听说了青岛“支教岛”的故事后，
便满怀敬佩地加入了曹县“支教岛三群”。业务上
的困惑，可以在群里找到热心的教师朋友们支招，
青岛“支教岛”岛主李淑芳还会组织书写素养、读
书指导等活动。“刚进入书写班时，我对汉字的间
架结构掌握总是不到位，反复练习不得要领，便在
群里@群主。很快，她就为我细致地分析字的结
构。”读帖、临摹、习帖……崔金鑫几乎把课余时间
全用在板书书写上。现在，她已经是支教岛的书
写助教老师，在群里帮助更多的同行写出一手漂
亮板书。

爱有回报
支教老师成长为名师

助力受援地教育发展的同时，青岛的支教老师
们收获了独特的成长经历。他们当中多人获得了
齐鲁名师、青岛名师等称号。

北京师范大学青岛城阳附属学校校长李玲是
“支教岛”最早的成员之一。2003年，她作为引进人
才，来到江苏路小学工作，认识了“岛主”李淑芳。“我
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同行。”她记得，每到周五，
忙完了学校工作，她就和老师们坐傍晚的那班绿皮
火车奔赴曹县。第二天早晨7点，火车到站，大家在
站台洗洗脸，直接去讲座培训，周日再赶回青岛。一
学期，她送课、做报告跑了16次。“‘支教岛’送课实
行‘同课异构’模式，就是不同老师讲同一堂课，大家
互相听课，互相评课，非常考验教师的教学水平。”李
玲说，自己的教育思想受支教影响颇深。她带着学
生和家长一起去曹县结对互访，让学生参加农村劳
作；她主持工作的每一所学校都留有一块田地，学生
可以在那里种菜、养小动物。

支教也为李玲赢得了荣誉。2007 年她参评
“山东省十大教育创新教师”，上交的材料里有一
份正反面打印的 500 页说明，全是参与“同课异
构”的乡村教师给李玲写来的反馈。也因为特殊
的支教经历，李玲成功入选“创新教师”。“不知道
我帮助到了哪些人，但是很多人帮助到了我。”李
玲说，一起支教的老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都有不
俗表现，这群有着教育理想的人，有不少已经成为
齐鲁名师、青岛名师。

支教17年，“青岛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每年两百多名支教老师在甘肃、西藏、新疆、贵州等地辛勤耕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9月 6日，甘肃礼县职业中专学
校举行开学典礼。在全校师生面前，
青岛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成员、甘
肃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王述
彭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引爆学生
们的热情；在甘肃礼县三中，青岛教
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成员、甘肃省礼
县第三中学校长程鸿生则和崭新的
校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一起迎接
学生……今年8月，青岛的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组团式”教育人才
抵达甘肃陇南和定西。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13位校长们马不停蹄地调
研、座谈、走访。多年的教学一线管
理经验让他们很快熟悉新环境，并敏
锐地找出问题、思考解决方案、形成
调研报告，并着手改变。

这样的忙碌，是支教“青岛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的缩影。青岛参与东
西部的教育帮扶始于2005年。配合
青岛市东西扶贫协作，教育部门选派
老师到菏泽曹县支教。自2016年开
始，支教老师的脚步走进了贵州安顺
的大山深处。2018年后，选派的支
教老师陆续进驻甘肃陇南、西藏、新
疆、四川等地。目前，青岛驻西藏日
喀则、新疆建设兵团十二师的老师
有 10 人，在甘肃陇南和定西 106
人，在山东菏泽 20 人。市域内，由
市内三区选派教师到西海岸、即墨、
胶州、平度、莱西的强镇筑基镇和重
点帮扶镇支教，每年每个镇选派支
教教师不少于5名。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们接受良好教育，是帮扶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这种直接作用于受助者本人的
帮扶虽然不是对扶助对象经济生活
的显性干预，但却让他们拥有了改变
自己生活境遇的能力。在扶助当地
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支教的老师们
也获得了特殊的成长机会。

■王世柱老师（站
立者左一）在学校听
课，与师生交流。

■王述彭老师（站
立者右一）鼓励学生们
备战甘肃省技能大赛。

搭建学习平台，提供展示舞台

在青大附中，像这样的班主任培训，每年会
有好几次。从校内班级管理论坛到校外主题培
训，从地方平台到明德云专家课堂。青大附中尽
可能创造机会，为班主任团队提供更多培训。张
凤瑛经常说：“专业培训是教师成长和班主任团
队建设最好的福利！”

除了学习，学校还找准各种机会，为班主
任们提供展示的平台。学校一年一度的教育
教学年会就是这样的舞台。从 2019 年的“浸
润班级文化，彰显爱和责任”，到 2020 年的“真
心润物 静待馨香”，再到 2021 年的“坚持立德
树人，践行科学育人”，在每一次的论坛上，班
主任们登台分享、切磋提升。参加了 2021 年

“坚持立德树人，践行科学育人”论坛的班主任
刘怡萱说：“准备上台发言的过程，是对我过去
工作的总结和梳理；上台展示的时候，我更深
切地感受到职业的尊严和幸福；坐在台下聆

听，让我从其他老师的工作经验中汲取营养。”
置身其中，每一位班主任都会有收获和提升。
在这些场景里，班主任的职业幸福感悄然而
至、油然而生。

团队协作，良师益友共同成长

除了向外学习，班主任团队内部的建设也
非常关键。青大附中创新设置了“良师益友班
主任工作室”，引导班主任团队式发展。青大
附中燕儿岛校区学管处主任王晓博介绍，学校
实行级部管理，除了年级主任在班主任工作中
事无巨细、精心指导外，每个级部还会形成 4
至 6 个良师益友工作室。每个工作室里有班
主任 4 位左右，他们或者是相邻班级，或者同
一楼层，或者是同学科，或者随机自愿组成。
工作室内既有资深班主任，又有年轻班主任。

“三人行，必有我师。”良师益友，就是几位班主
任在团队中互相学习、共同成长。“团队中的每
一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团队中的资深班主任可
以输出经验，年轻班主任可以输出热情和创新
想法。两者结合，往往有令人惊喜的效果。”王
晓博说。

在良师益友班主任工作室，班主任们可以
随时交流沟通，工作上互相提醒，班级管理方法
上随时切磋。这种灵活的微型发展共同体切实
带动了班主任队伍的发展。学校也通过每年评
选优秀良师益友工作室，进一步激发团队发展
活力。

针对新班主任的培养，学校精心设计了班主
任成长阶梯。年轻班主任一上岗，学校就会给他
安排上“班主任工作师傅”，通过师徒结对，带动
年轻班主任快速成长。从教 10 年的王婷老师，
2020 年开始尝试当班主任。虽为班主任新手，
王婷却获得了学生的喜爱和家长的认可。“我有
专门的班主任师傅刘荣老师，平常带班遇到问
题，刘老师总会耐心解答。”王婷说：“从接新生开
始，怎么样树立规矩，怎么样跟家长沟通，怎么样
管理班级群……师傅都会给我建议，我感觉自己
成长非常快！”

招之即战，战之能胜

校长助理、年级主任孙龙、王福海，还有年级
主任郭宏昱，可谓都是年级大班主任，他们都说；

“团队靠建设，青大附中班主任团队的凝聚力越
来越紧密。遇到困难，大家一起上。每个人都努
力成长，跟上团队的脚步，有了好方法，也不藏着

青大附中精致管理的秘密武器——班主任团队
□青报教育在线 王敏敏

2022 年 7 月 6日，已经进入暑假，
青大附中的教室里还是一番热闹的学
习场景，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学生——
青大附中的班主任团队。7月6日至9
日，4天时间，青大附中非常认真地组
织了全体班主任参加培训并开展线下
集中研讨活动。班主任们走下讲台，
像学生一样听教育专家的课程，小组
讨论如何上好班会课，参与游戏进行
团队建设。情境式、体验式、沉浸式的
培训活动，让班主任们不断突破自我、
破冰前行。

青大附中党总支书记、校长张凤瑛
也参加了培训活动，并带领班主任们完
成了同心圆的体验：让班主任们围成两
个同心圆，面对面出示数字1、2、3，让
大家互相做出微笑、握手和拥抱的动
作。张凤瑛想让大家明白，两个人从微
笑开始，从陌生到熟悉，从有距离到“亲
密拥抱”，需要真诚和爱，希望青大附中
的班主任永远向孩子们敞开胸怀，向新
教育理念敞开思想，永远为爱拥抱。成
全和爱，成为青大附中班主任团队不灭
的团魂。

■学校评选
优秀班主任。

■良师益友
工作室开展团建
活动。

■班主任师
徒结对。

掖着，大方地拿出来和团队一起分享。”每个人都
能在团队中发光发热。这正是青大附中“成全”教
育理念所倡导的，成全始于尊重，成全立于共生，
成全达于和合。“成全”教育理念也成就了这一支
招之即战、战之能胜的队伍！

疫情防控期间，青大附中班主任团队能够第
一时间落实各项防疫工作，不拖拉、不抱怨、不懈
怠，优质高效完成防控任务并且保证班级教育教
学正常运转。这样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离不
开平时的团队管理和团队建设。

班 主 任 是 学 校 和 家 长 沟 通 的 桥 梁 ，班 主
任是学生在校遇到困难第一个陪伴在身边的
人……班主任，最小的主任，最大的责任。青大
附中的精致管理成就了这样一支班主任团队，
精致管理也离不开这样一支强大的班主任队
伍。这是对“彼此相遇，彼此成全，彼此抵达”的
最好诠释。

坚持成全教育，倡导职业幸福

每一个班主任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擅长手工
的李娟老师愿意花费两个多小时给气球充气、布
置教室，只为能给孩子们一个仪式感满满的开学
式。不经常表露内心的余雷老师愿意对着孩子
说出“老师好喜欢你们”这样的话，而学生一句

“老师，你好像我爸爸呀”，让他感到十分满足。
班主任孙晓楠在毕业典礼上带着学生跳起了舞；
李宁在课堂上是语文老师，在篮球场上变身“灌
篮高手”；“魔法师”管玉静老师总有办法调动起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孩子心里口中的“老丛”“丛
哥”丛林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在青大
附中，像这样的班主任比比皆是，70 名班主任老
师各具风格、各有风采，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影响
学生，用各自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用爱助力学
生成长。

班主任是青大附中幸福感最高的群体。每
年的班主任节上，看着孩子们写满暖心话语的卡
片、精心准备的创意小节目，班主任们都会泪流
不止、幸福感爆棚。学校还想方设法持续提高班
主任教师福利待遇……在张凤瑛看来，只有幸福
的班主任，才能成就学生的幸福。

“真正的爱是成全，最好的教育是成全。”青大
附中坚持“成长之全心投入、成功之全员参与、成
器之全面发展、成就之全人教育”，正在努力实现
着学校的发展愿景：让学校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教
育的智慧和欢快的笑声；让学生的每个时刻都享
受学习的收获和成长的乐趣；让教师的每一天都
能体会职场的幸福与职业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