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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云：“人法地，
地 法 天 ，天 法 道 ，道 法 自
然。”这句千古名言的核心就
是人干什么就必须尊重规
律，而任何事物变化所遵循
的规律又是那么的自然，它
无形、无味、无色、无声，但它
每时每刻规定着事物的变
化。干教育，就必须遵循教
育发展规律、教学认知规律
和师生成长规律。尊重规律
是检验我们是否真心搞教育
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我们
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教段：遵循安全第一、
健康第一、寓教于玩，保教并
重，培养习惯，保护好奇心，
游戏为主，家园共育的原则。

小学段：必须牢固树立

“培养习惯与培养兴趣并重，
学习知识与积累经验并重”，
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
经典，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和
提升思维品质。

初中段：习惯养成与能
力提高并重,适应社会的能
力,自主学习的能力,创新思
维的品质,更进一步需要培
养,为学生到高级中学继续
深造做好准备。

高中段：以培养学生科
学的思维品质为主，以培养
学生的优秀品格为导向，以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抓
手,达到知识丰富,品格优秀,
思维敏捷,自主学习,育分育
人两不误之目的,将来参加
高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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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之一
岗位练兵

目标：“岗位练兵”就是要求登
封市教体局每一位教职员工，都要
立足于自己的岗位，对照自己的岗
位所赋予的神圣职责，认真地学
习、领悟、践行、反思、总结。做到
学有标准，练有方向，做有收获，在
学中练，学中悟，练中学，练中悟，
悟中学，悟中练。

标准：2012 年 2 月 10 日教育
部下发的“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
专业标准》、《小学教师专业标
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教育
部教师〔2012〕11 号文）”。《专业
标准》是国家对合格教师的基本

专业要求，是幼儿园、中小学教
师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规范，是
引领幼儿园、中小学教师专业发
展的基本准则，是幼儿园、中小
学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
工作的重要依据。以中学教师
的专业标准为例，专业标准制订
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是：学生为
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
习，基本内容分三个维度、十四
大领域、61 条基本要求，涵盖了
作为教师专业标准的一切。这
个专业标准当之无愧可以成为
岗位练兵的理论依据和标尺。

关注之二
校长比武

目标：校长比武 ，要 解 决 好
“谁比”、“比什么”、“怎么比”、
“达到什么效果”这 4 个基本问
题。最后达到每一位校长都成
为政治敏锐、知识渊博、中国思
想、国际视野、能力一流、管理有
方、知行合一的领头雁。

比什么：对照职责，校长主持
学校行政的全面工作，全面执行党
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政策法规。
具有政策的敏锐性和坚定强大的
执行力乃是校长的第一要素，当然
也是校长比武的第一内容。

其次，学校是教书育人的神圣
殿堂，因此，懂教改、懂教研、懂课
程、会上课、会听课、会评课，善引
领、善创新、善反思乃是校长的看
家本领，此乃比武的第二内容。

学校是成千上万鲜活生命的
集合体，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的场所，是教学为友、德智共育、
体美益彰的圣坛。作为一名掌门
人，组织协调好学校的人财物，做
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又是校长
所必备的基本管理能力之一，此乃
比武的第三项内容。

校长的三种基本功，政策的执
行力、领导教学的能力及管理能力
一定是比武的重中之重。

校长做好学校管理铁律：
学校管理目标的制定，必须与

当前的形势、学校教师的职业状
况、学生的层次相适应。做到量力
而行，要使制定的学生的学业有成
目标、教师的事业有成目标、学校
发展有成目标具有挑战性和可操
作性，才能激励师生为之奋斗。

学校管理的重点选择，必须突
出以教学为中心，兼顾其他工作协

调发展。这条规律告诉我们，学校
工作虽然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
中心只有一个，无论何时，在什么
情况下，都要突出以教学为主，其
他工作的开展，都要为其服务。

学校管理学习运用，必须坚持
以人为本，调动各种力量共同参
与。在学校管理的诸要素中，管理
的核心是人，即教师，要以教师为
管理的主力，实行教师发展与学校
发展互动，改变过去只见“物”不见

“人”的管理，努力把学校办成实现
教师人生价值的绿洲。校长要把
教师视为涌动着活力的“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要善于处理激励与约
束、服从与协调、使用与培养的关
系，最大限度满足教职工工作、生
活、事业发展的正当要求，让教师
心甘情愿地为学校发展做贡献。

近日，登封市2016年课程与教学工作会议在菜园路初中举行。会议由登封市教体局副局
长申朝辉主持。登封市副市长杨国强应邀出席会议。 登封时报 刘俊苗

关注之三
尊重规律

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
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
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世界
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
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
需要。它的价值定位，是
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是连
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
标与具体教学实践的中间
环节。从中观层次回答“立

什么德，树什么人”的根本
问题，今后，相当长一个时
期引领课程改革和育人模
式的变革。

当今的中国正是大众
创新、万民创业的时代，关
注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也
是我们教育顺应时代潮流，
创新思维，改进工作方法的
策略和依据。

核心素养可以用“一、
一、三、六、十八”这组数字
概括。

一个概念：核心素养；
一个核心：以科学性、

时代性、民族性为基本原
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
核心；

三个方面：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六大领域：文 化 基 础
（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自
主发展（学会学习、健康生
活）、社会参与（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

十八个基本点：文化基
础包括人文底蕴（人文积
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
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评
质疑、勇于探究），自主发展
包括：学会学习（乐学善学、
勤于反思、信息意识）、健康
生活（珍爱生命、健全人格、
自我管理），社会参与包括：
责任担当（社会责任、国家
认同、国际理解）、实践创新

（劳动意识、问题解决、技术
运用）。

关注之四
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