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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论文

浅谈学校内部管理的“三个平台”建设

一套公正科学的学校内部管理体
系，是保障学校各项工作高速有效运转，
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关键。 笔者
认为， 学校内部管理应是学校工作的永
恒主题，在当前多元背景影响下，如何追
求较高的学校管理效能，要做好学校“制
度平台”“情感平台”“正气平台” 等三个
重要平台的建设。

一、搭建“制度平台”是搞好学校内
部管理的助推器

搭建“制度平台”，在制度的制定上
要突出民主。 学校内部管理涉及学校中
的每一个人。 制度制定要吸纳各成员积
极参与，贡献自己特有的力量，广泛征集
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管理工作中的意见和
建议。 在此基础上，交职代会代表反复讨
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这样的管理制
度才能虑之贵详，行之贵力，才能具有公
正性，师生员工才能信服。 此外，任何先
进的教育理念要最大程度发挥其效益，
都必须与本校办学的实际相结合。 因而，
在制度制定上要站在宏观的视角， 端正

“办学理念”、制订“办学策略”、明确“办
学近期目标”、“办学远景规划”、确定“校
训师训”、树立“教风学风”。

同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完善的
制度体系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贯
彻执行，才能发挥其效益，而制度要易于
执行，内容就应更具体。 因而，在管理制
度的制定和实施上， 要涵盖学校工作的
方方面面，充分考虑其长效性和广度，杜
绝朝令夕改，做到令行禁止。 在微观上要
把教师管理的多个制度整合在一起。

二、构筑“情感平台”是搞好学校内
部管理的润滑剂

学校内部管理除了以刚性的制度
管理为主以外，必须辅之以柔性的情感
管理。 一个领导班子的优劣取决于领导
班子的成员及其构成状况如何，特别是
班子的核心人物。 学校要凝聚合力扎扎
实实为实现办学目标而奋斗，作为领导
班子核心的校长就必须拥有引领全体

教职工的凝聚力。 因而，校长的“感情投
资”是取得管理效应的基础，校长赢得
了教职工的心， 教师赢得了学生的心，
必然会凝固成一个紧密团体继而赢得
整个学校。 校长应做好构筑“情感平台”
的“工程师”。

作为校长，要信任、赏识教职工。 要
紧密团结班子成员， 诚信相待， 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形成一个以校长为核心的
坚强领导集体。 校长应让身边的同志能
在自己主管的工作范围内有职有权有
责，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工
作中，作为校长，切忌独揽包办，事无巨
细都去过问。 若时常对其他同志不信任，
长此以往大家就会怀着事不关己的态
度，最后校长也会落得孤家寡人、劳而无
功的结局。 同时，要加强与教职员工的沟
通，学会换位思考。 要赏识各个教师的优
点和长处，推崇优秀教师的能力和人格，
并能从教职工成长的动态过程中作出指
导性、激励性的评价。

作为校长， 要真诚、 坦率对待教职
工。 校长要与教职员工更快地建立起感
情桥梁，在与之交往中就要真心诚意，对
待工作中的错误也要襟怀坦白。 在实际
中，总有部分同志常怀戒备之心，对校领
导敬而远之， 不会轻易在领导面前暴露
自己的真实想法，生怕被“抓辫子”。 校长
可以进行个别的、亲切友好的、推心置腹
的谈话，这是做工作的主要方法。 校长若
能主动加强与教职工的沟通， 那么教职
工也会快速地扫除心理上的障碍， 敞开
自己的心扉，并对校长产生一种信赖感，
乐意地接受指导意见和批评， 在实际行
动中积极支持校领导工作。

作为校长，要尊重、关怀教职工。 实
践告诉我们，只有尊重他人，才收获他人
尊重。 校长要尊重教职工的建议和意见，
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对待教职工要平
易近人，以心换心，关心他们的工作、生
活、家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三、创设“正气平台”是搞好学校内

部管理的风向标
一所学校如果正气升， 邪气就降，随

之带来的效果就是事业旺。“正气”字意
上是正大光明之气，是激浊扬清之气，正
气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 弘
扬正气，是切实增强个体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要求，引导个体正确对待名誉、地位、
金钱。

创设“正气平台”，首要任务是学校的
领导班子要有意识地引导教师树立起人
生的浩然正气， 即树立起“校兴我荣”、

“校衰我耻”的责任感，树立以校为家，舍
小家为大家的全局观，树立良好的师德师
风形象，树立紧迫的忧患意识，树立雷厉
风行，令行则止的工作作风，树立终生从
教，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持续的学习中改
造自己，提升自己，重塑自己。 远离铜臭、
远离庸俗、远离低级趣味，心中永远有追
求，创造一个“精神特区”，正确对待苦与
乐、荣与辱、得与失，进一步增强价值信
仰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的纯洁性，无论处
在何处都能保持一身正气，永不迷航。

同时，“打铁还须自身硬”。 校长是一
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评
论他的校长。 作为校长， 自身要为人师
表，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带头弘扬新风
正气。 清正廉洁，秉公办事，特别是在教
师最敏感的经济问题上，要做到“常在河
边走，就是不湿鞋”。 公生明，廉生威，奉
公则荣，谋私则耻，这就是校长在群众中
树立威望的一张王牌。 校长要努力塑造
自己良好的人格形象，要在不断学习中增
强讲正气的自觉性，平等待人，不搞庸俗
关系， 顾全大局， 坚决反对那种办事看

“势头”，进步找“门子”，交往轻“人品”重
“礼品”等不良倾向。

总之， 学校内部管理中“制度平台”
“情感平台”“正气平台”等三个平台的建
构是紧密相连的。 制度建设是刚性管理，
情感构筑是柔性的人文管理，而正气弘扬
就是自我的监督管理，三者的结合才能更
好的为学校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

永州市祁阳县哈弗中学校长 陈党生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教育技术手
段的改变， 多媒体技术对于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高效解
决教学重点难点问题， 越来越受到
广大师生的喜爱。 但不可否认的是，
多媒体技术在课堂多用、滥用、不当
使用的现象却普遍存在。 如何充分
运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兴趣，教
好语文这门基础性课程， 笔者特就
语文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提出以下四
点看法：

一、因文而定，多媒体的教学手
段要根据课文的体裁类别而使用

根据新课标课文的体裁类别，
制作多媒体课件时要注意采用不同
的方法。 例如，在教学散文诗歌类文
章时，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应以朗读
示范为重心， 教师在制作多媒体课
件时， 可以从网络上找到不同版本
的朗读视频或者音频， 嵌入课件示
范给学生， 让学生在聆听和学习朗
读的过程中， 对文章内容和作者想
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行领会。 而对
于古典名著、剧本等文体，则要较多
地插入影片或图片， 强化学生的阅
读兴趣和文本感知。 而对于古文、议
论文， 则应更多地注重对文章层次
的梳理， 通过多媒体课件用线条对
文章进行梳理， 使得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比较
容易掌握其中的方法和脉络，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二、因需而定，多媒体教学内容的设置要根据
重难点的教学需要而使用

多媒体要围绕教学重难点进行设计， 既不能
是简单的文字堆积加图片， 也不能是纯粹花哨的
视听与动画效果，更不能像电影一样，使学生在课
堂上走马观花，冲淡了学生对学习重点、难点的关
注，淡化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形成了一种华
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教学重难点是教学过程中的
重中之重， 多媒体教学内容的设置要根据重难点
的教学需要而针对性地使用。 例如《纪念刘和珍
君》一文中，可以向学生提问鲁迅先生在文中写到
关于刘和珍的哪些事迹？ 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课
文，并归纳全文的段落层次。 最后，用多媒体展示
文章段落划分结果并比较学生的结论和笔记。 这
样带着问题阅读，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完全展示，让
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对文章重点也是难点
问题的基本理解。

三、因缺而定，多媒体教学资源的补充要根据
师生知识结构的空缺而使用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知识结构是需要不
断完善的。 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拓展延伸知
识点的学习，补充师生知识结构，深化课程内涵，
完善教师教学技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多媒体课
件的使用意义非同凡响。 毫无疑问，在日常的语文
课堂中，应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知识的延伸极少受
到外界条件的阻碍， 师生对于问题的探讨也可以
无限制地进行， 师生共同学习的探索式教学模式
将得到高度有效化的展开。 例如，通过多媒体课件
的运用可以补充师生的新闻知识，在讲授《飞向太
空的航程》一文时，可以在互联网上了解国内外向
太空探索的最新成果， 同时插入重大新闻稿件的
阅读和学习写作。 当然，多媒体课件也可以补充师
生的历史知识，在学习古文《五柳先生传》的时候，
可以插入作者陶渊明所在的东晋末年的黑暗社会
知识。 对于师生暂缺性知识的补充还有很多，笔者
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四、因疑而定，多媒体的制作要能够有效解释
语文课堂的问题

众所周知，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同
时涵盖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知
识。 如何合理解释语文课堂中存在的课程交叉问
题，多媒体的制作就需要因疑而定，需要通过课件
立体、形象、直观地把其他学科出现在语文课堂的
问题展现给学生，使学生在感官接受、情感体验、
理性思考、 合理发散中得到释疑解惑与知识的整
合提升。 如王之涣《出塞曲》中的“春风不度玉门
关”，通过多媒体展示，可以直观展现出我国西部
的地区受夏季风影响小， 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
气候特点。春风为何不能吹到玉门关呢？这和那里
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玉门关的四周群山环绕，地
形起伏也很大， 高大的山脉和一些大小不同的盆
地形成了复杂的地理环境， 气候有着明显的大陆
性。 它的西部和帕米尔高原合抱，阻隔了自大西洋
来的暖湿气流；南部和青藏高原相接，阻隔了自印
度洋来的暖湿气流； 东南面还有一些著名的山脉
(例如贺兰山)， 也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
这样的多媒体制作， 不仅对于语文课文知识的理
解及其他学科的学习有着极大的帮助， 而且对于
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也是极其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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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先锋实验学校 吴小龙

贴近生活，提高生物课堂教学效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心理学研究显
示，学生遇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时，神经
系统的兴奋水平较高，大脑接受的信息印
象就深，学习效率就高。 最容易激发学生
兴趣的就是自己的生活经验，教师在课堂
上应尽可能多利用能唤醒学生的生活经
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所以，《义务教
育生物学课程标准》基本理念之一是“注
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一、提出问题，从生活中来
尽可能用生活中的事例来提出问题，

引入教材。
例如，在讲“食物链”的时候，可以用

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引入，也可
以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俗语来
引入。“吃饭到底吃了什么”来引入食物
的营养成分等等。 因为初中生物知识基
本上是生活周围的事物， 几乎每一堂课
都可以从生活引入课题教学， 这里就不
一一举例了。

二、解决问题，理解生活
当学习完某一基础知识后，用该知识

去解释生活中的某些现象， 给学生带来
“茅塞顿开” 的感觉， 是最能激发学生兴
趣，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时候。

例如，在学习完植物吸水和失水的内
容后，提问：为什么新鲜的蔬菜放置一段
时间后，叶子会变软？ 在水里泡一段时间
后又挺直了？ 从而理解蒸腾作用和渗透作

用。 在讲述完叶绿素不溶于水但溶于有机
溶剂时，提示学生：菠菜汤为什么不变绿
而红菜汤变红？ 理解菠菜的叶绿素不溶于
水，红菜的液泡色素溶于水。 在讲述传染
病的知识时，提示医生戴口罩是为了切断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在讲述血型知
识时，解释说明什么是熊猫血？ 为什么炒
蔬菜要炒熟了再放盐？ 为什么青少年早晨
起床容易抽搐？ 为什么晒太阳有利于身体
健康？ 为什么北方人比南方人个子高？ 等
等。 许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学生不
知道发生的原因， 通过学习和老师的解
释， 学生在理解了生活中的现象的同时，
也理解和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学习生物学
的兴趣也大大提高。

三、运用知识，改造生活
运用知识，即是学习的目的，也是掌

握知识的途径。
学习了“关注合理营养与食品安全”

后，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根据父母的
健康状况和身体需要，为他们设计一份营
养食谱，且亲自烹调，并请父母品尝，还向
父母介绍其中的道理，请父母做出评价。

四、名人轶事，激励学生
许多科学史上的名人轶事，既可以帮

助学生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又可以培养
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探索欲望，也是学生非
常感兴趣的。 除了教材上的事迹外，我还
常常补充一些课外的名人轶事。 例如：蔡

希陶和西双版纳、龙血树的故事，袁隆平
帮助溆浦一名女青年培育新桃种的故事，
陈焕镛夫妇与银杉的故事等。

当然，给学生一碗水，老师必须有一
桶水。 一个生物老师要想在课堂上紧密联
系实际生活，离不开自己对生活的丰富体
验和细心观察。 特别注意观察初中阶段的
学生的生活经验来源，例举的事实和提出
的问题不能超出初中生的生活范围。 我认
为，初中生的经验来源及教师必须掌握的
主要有：

1、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当地常吃的菜，
有些菜的学名和当地的俗称要清楚。

2、当地公园的主要植被，常见物种，
珍稀物种， 教材中提到过的物种等必须
了解。

3、近几年发生的生物学相关的科技进
步，社会性事件如食品安全、传染病等必须
了解和解释。

4、近几年热播的电视剧中可能与生物
学相关的事情； 网络上热传的与生物学相
关的事件。

5、农业生产中常见的生物学问题。 其
实，一个生物教师最好有一定的农业生产
经验。

我认为， 一个好的中学生物教师，还
应该是半个农学家或园艺师， 半个医生，
半个营养师，半个心理学家，才能让每一
堂生物课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