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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一个好学校必定有一个好校长。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断言：“有怎样的校长，就有怎样的学校”。
　　的确，校长是学校的关键。
成为一位好校长，不仅是校长本人良好的意愿，更是一所学校、一方教育的美好愿景。
那么，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校长呢？
　　对于校长而言，管理是其职责，也是衡量其好坏的标准。
管理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门艺术，每位校长都渴望自己深谙这门艺术，又能成功地运用于他们的管理实践。
为此，许多校长到名校考察，向名校长学习其管理模式，回去后满怀信心地实施，但实施的结果并不
尽人意，不是出现“水土不服”，就是学校根本没有起色，更有甚者出现“东施效颦”的尴尬局面。
这些校长感到非常苦恼和困惑：难道这些名校长真有什么身藏不露的“真经”？
如果有，到底在哪里？
我们该怎样向他们学习？
　　其实，优秀校长的管理都有其独有的特色，其“真经”就在他们的管理细节之中：学校的每一个
优势，都是他们根植于本校管理细节的具体体现；学校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依赖于他们的管理细节
。
我们从他们的管理细节中能真正捕捉到他们卓越的管理思想、管理智慧和管理经验。
　　细节，反映出来的是管理理念；细节，能唤醒人的荣誉感、自豪感；细节，能激起人奋发的信心
和勇气。
细节是一种手段，成功是结果；细节更是一个过程，完美是结局。
因此，校长的管理需要关注细节、重视细节，让细节变得富有灵性，使其充溢着灵动的智慧和人文的
光辉。
　　学习优秀的校长，我们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管理细节。
为此，我们邀请了一批优秀的教育管理专家、研究人员以及校长组成编委会，历时16个月，研究了418
位优秀校长的管理个案，对当前中小学校长管理进行广泛的调研、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分析，在此基
础上编写了《中国著名校长的管理细节——中国著名校长管理细节经典分析》一书。
　　本书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为实效管理篇、教学管理篇、特色管理篇和自我管理篇。
它汇集了中国40位著名校长的42个经典管理细节，充分展示了我国著名校长卓越的管理思想、管理智
慧以及他们的管理奇迹。
这些充满智慧的管理细节如同一个个教育管理的经典之作，既开阔了校长们的眼界、拓展了他们管理
的思路、增长了他们管理的见识，又深深地震撼着和激励着我们的心灵。
　　探究这些著名校长的管理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位校长在管理的理论方面都有着深厚的
积淀，在实践中又敢为人先，行动中闪烁着自己独到的智慧。
他们共同的个性特征是肯干，善学，敢为，永不满足。
从他们身上，我们更加懂得了：“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从他们身上，我们还深深体会到
名校长的特质：名校长应是思想者、研究者和充满人格魅力的践行者。
他们先进的办学思想、超前的管理理念、充满灵性的教育观点以及创造性的管理实践，无不让我们折
服与感叹。
　　这些著名校长的管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并从中汲取营养，增长我们的管理智慧。
那么，我们如何学习和借鉴？
如何更好地学以致用？
这是我们编写此书的核心目标。
为此，我们在每一个著名校长的管理细节之后赋以“细节感悟”，充分透析管理细节，并加以有效的
引领，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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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学校的好坏和校长最有关系，一个好学校必定有一个好校长。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断言：“有怎样的校长，就有怎样的学校”。
的确，校长是学校的关键。
成为一位好校长，不仅是校长本人良好的意愿，更是一所学校、一方教育的美好愿景。
那么，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校长呢？
    学习优秀的校长，我们首先要学习他们的管理细节。
为此，作者研究了418位优秀校长的管理个案，对当前中小学校长管理进行广泛的调研、深入的思考和
细致的分析，充分展示了我国著名校长卓越的管理思想、管理智慧以及他们的管理奇迹。
其内容简洁、凝练，贴近当前校长的管理实践；其文笔或风趣、或严谨，特点迥异，给人以生动、新
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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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一所民族中学创造的教育奇迹！
　　进入这里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被认为是“二三流”的学生，然而2006年的高考中，全校675人中
有665人上线，上线率达98.5％⋯⋯　　这所中学就是云南省玉溪民族中学。
　　其实这几年，云南省玉溪民族中学都在创造奇迹，从2002年开始，每年的录取率都在80％以上，
而且逐年提升。
他们把许多“二三流”的学生送进了一所所重点大学，在当地被认为是创造了“低进高出”的高中教
育奇迹。
　　玉溪民中何以创造这样的奇迹？
这就要从玉溪民族中学校长丁家平管理之道说起。
　　一、人文关怀的创建　　名为玉溪市民族中学，但是，玉溪民中并没有在工业发达的玉溪市区，
而是坐落在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
这样的地理位置曾经一度成为制约玉溪民中发展的瓶颈，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很多老师的家在玉溪城
区，回家不方便成为了老师们最大的难题。
　　张学辉是学校的“元老”，妻子孩子都住在市区。
他还记得，2002年正是买新房装修的时候，每天下课，他提着学生的作业跑到峨山汽车站去候车。
峨山到玉溪并不远，但是作为一个小县城，人流量很少，车总要等人满才开。
“很多时候，等车的时间比坐车的时间还长。
”张学辉说。
　　和张学辉一样，那时所有老师要回家，都得饱受辗转的折磨。
怨气总是在候车室里产生，一些老师因此而离开了学校。
　　刚调任玉溪民中校长的丁家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不妙的现象。
“老师怨声载道，能把多大的心思放在教学和学生的身上？
学校不为每一位老师负责，老师能为每一个学生负责吗？
”　　丁家平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是买了一辆30多座的交通车，负责周末接送回城区的老师。
后来，接送老师成为了一种制度，“人多就用大车，人少用小中巴，只有一个老师回去就派小轿车。
”尊重每一位老师是丁家平的原则。
　　如今，居住在城区的100多位老师回家不用再提着包去候车了，便捷的交通车使老师们感到被尊重
的荣耀。
　　此外，学校为老师们改造了电热能，调整课时补贴⋯⋯一系列针对老师们的措施，使他们感受到
全身渗透着一股人文关怀的暖流。
　　“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个学生负责，这爱心和责任的载体是老师，我们希望老师能把这样的人文
精神转移到学生的身上去。
”丁家平说。
　　人是为希望而活的，也是为尊重而拼搏的，何况是每天需要向学生传授“希望”和“拼搏”的老
师！
玉溪民中把“尊重”两个字刻进了每一个老师的心田。
　　二、年级负责制管理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高中的管理模式都是以班级为核心，甚至有差班优
班之分，而玉溪民中打破了这一传统的“小家庭”格局，建立了年级负责制。
　　“这是以年级为核心，以班主任为骨干，全体教师为主体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教育的学校管理模
式。
”丁家平这样解释这个管理模式。
　　玉溪民中为何提出这样的管理模式？
　　在玉溪民中，即使家就在学校附近的学生，都一律住校。
按照常理，高中学生一般年龄都在16岁左右，这是一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逐渐形成的年龄，“
孩子不在父母的身边，老师就是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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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平说，“以年级为一个集体，不仅可以培养学生一种集体荣誉感，更重要的是发挥这一年级所
有老师的智慧和特长，让学生们有机会去选择他所能接受的教育方式。
”　　在采访中，记者遇见了这样一位女同学，她为自己身上的一点小毛病整日闷闷不乐，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
她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去找自己的班主任、任科老师，“他们当然会告诉我怎么办，但是说不定哪
天上课又无意中把我当成了例子。
”　　女同学的苦恼被年级的一位老师发现，于是就找她谈心，建议她去看医生，女同学在老师的鼓
励下去了医院，发现是虚惊一场。
　　在玉溪民中，老师们不仅要和学生一起学习，还得管他们的吃、穿、住、行，年级负责制让学生
有了更多的老师和知心朋友。
　　年级负责制还在于集中一个年级老师的力量，全力把这一年级推向成功。
“一个班掉队，就意味着几十个学生掉队，民族地区的学生能进入高中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他们改
变命运的最关键的一步。
”丁家平说，“先进带后进，发挥一个年级各个学科组的优势和力量，这也是年级负责制的核心。
”　　为此，玉溪民中不惜血本，把招揽贤才的“召集令”发到全国。
华东师大、陕西师大⋯⋯14个省市的外省籍老师来到玉溪民中安家创业。
　　三、格外重视少数民族学生　　与很多高中不同的是，在玉溪民中，每一个年级还有不同科目的
班级：基础班和培优班。
这是没有打散正式班编制，而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组建的另外的班级，其实，这就是对不同基
础的学生开的“小灶”。
　　在玉溪，因为要体现对民族县、山区县的照顾，同时学校又不在玉溪市区，因此市区一些尖子生
选择了其他学校，加上对少数民族学生招生时的加分照顾，玉溪民中招到的学生基础往往较差，在当
地被认为是“二三流”学生。
“二三流”的学生要通过三年学习，和一流的学生一样走进好大学，这多少难为了玉溪民中。
　　“我们为什么不叫几中几中，而叫民族中学，这就是我们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有责任让这些来自
山区、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得到更多的关爱和更好的教育，从而圆自己的大学梦。
”丁家平说。
　　基础班人数最多的是英语班。
由于初中阶段基础教育条件相对落后，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基础普遍较差，这往往是很多学生进入大
学的一块沉重的绊脚石。
根据这一实际，2003年，玉溪民中与中英合作“盖普”组织建立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盖普”每
年派出两名外语教学辅助人员到玉溪民中任教，民中也通过“盖普”把更多的英语老师送到国外培训
。
这一尝试让民中尝到了甜头，今年高考，英语总成绩150分，玉溪民中平均分超过了100分。
　　每一个学生在玉溪民中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中。
　　来自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彝族学生曾莉莉怎么也没有想到，去年11月25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
灾让她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姐姐还在上大学，她读高中，家里唯一剩下的财物就是火灾那天
父亲牵出去耕地而幸免于难的老黄牛。
　　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就免去了她的学费，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她还拿到了300元的特困生补贴，加
上每个月70元的奖学金，她很幸运地继续着自己的读书梦。
　　“在任何一所民族中学，学校都会面临少数民族学生基础差、家庭贫困影响学习等等一系列的特
殊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包括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基础，解决他们的后顾
之忧，以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方式，把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送进大学，这是民族中学存在的
意义所在。
”丁家平在和记者谈心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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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业务上的指导，其次才是行政管理。
　　--（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一个好校长也就意味着一所好学校。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校长之于学校，犹如灵魂之于躯体。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　　教育是一种做的哲学，是一种细节文化。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　　高效管理要做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事做，事事有时做
；人人事事时时依法做。
　　--著名校长、教育家魏书生　　所有校长都明白，学校的教学质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教
师的"教"，二是学生的"学"。
　　--著名校长曹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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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为实效管理篇、教学管理篇、特色管理篇和自我管理篇。
它汇集了中国40位著名校长的42个经典管理细节，充分展示了我国著名校长卓越的管理思想、管理智
慧以及他们的管理奇迹。
这些充满智慧的管理细节如同一个个教育管理的经典之作，既开阔了校长们的眼界、拓展了他们管理
的思路、增长了他们管理的见识，又深深地震撼着和激励着我们的心灵。
　　细节，反映出来的是管理理念；细节，能唤醒人的荣誉感、自豪感；细节，能激起人奋发的信心
和勇气。
细节是一种手段，成功是结果；细节更是一个过程，完美是结局。
因此，校长的管理需要关注细节、重视细节，让细节变得富有灵性，使其充溢着灵动的智慧和人文的
光辉。
　　魏书生　　魏书生，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奇迹。
他当盘锦市实验中学校长时，兼任着两个班的班主任，同时还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一年平均外出
开金达4个月之久⋯⋯难道他有“三头六臂”？
　　庞荣瑞　　他管理着三所很大学校，其中两所都是当地品牌名校.教职工700多人，学生总数
达8000之众，但他却干得“很轻松，很休闲！
”，而且学校很有凝聚力和影响力。
他是怎样的管理的？
　　张人利　　在上海，八年前去问哪所学校是静安附校，几乎没有人知道；而在今天，几乎没有上
海人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所学校的。
它是一个奇迹，而奇迹源于校长张人利细节的管理。
　　陶行知　　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最优秀的校长。
他的优秀来自于他的“创新”和教育的“大智慧”：他创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四个“第一”，他的
“大智慧”源于他独特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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