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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学校年会中，某教研组展示

了一个自编自演的原创小品—“疯狂吐

槽”。节目以年级中的两个学习自觉性差、

经常不完成作业、家长极力不配合的学生

为原型，通过丰富诙谐的网络调侃语言，

述说着教师工作的辛苦，独生子女教育中

的诸多无奈，吐槽着家长对孩子溺爱造成

的教师教育困境。这个表演得到在场大多

数教师的认同，会场时而安静，时而哄堂

大笑，时而掌声不断，时而窃窃私语。不

难发现，很多教师只是将教育当作谋生的

手段，并未品尝到职业幸福，没有对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心存感恩。

教师的工作是辛苦的，这一点无可厚

非。但是教师如果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把

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爱、去教育，教育

就会成为一种自觉。但现在是，难道学校

管理的所有努力并没有让教师的教育观和

职业认同感得到改变？这成为笔者心中的

一个“结儿”。

一、学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5年年底，“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

升”项目在我校开始实施，项目组专家指

导学校运用SWOT分析法找出学校发展具

有的优势、劣势和面临的机会、威胁。经

过全体管理干部和教师的民主分析，我们

发现学校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1．学校发展现状与教师专业成长之

间存在冲突

一直以来，学校服务片区内的京籍

学生基本上会择校去其他学校，本校生源

的 85% 以上为非京籍学生，许多家长忙

于生计而疏于对子女的教育。当教师跟

家长沟通孩子的在校情况时，得到的回

答多是“老师我不懂啊”“老师我不认识

字”“老师我没时间”等。久而久之，教

师已经疲于跟家长沟通，而家长对教师的

工作也不理解、不信任，造成家长与学校

之间的矛盾重重，教师和家长也不能做到

互相包容。此外，由于学校教师团队是

由几所分校合并而成，教师间的小团体

文化浓郁，个人素质与专业水平参差不

齐。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疲于应付来自

工作和家长的压力，无暇顾及自身的专业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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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培训重视知识和方法，忽略

职业成就感

学校合并之后，教师较之以前的每

天夹着两本书轻松过生活，没有检查、没

有评比、没有任务的自在日子，一下子变

得紧张和忙碌起来。他们自知十几年的分

校生活，专业知识有些荒废，从不参与

区级教研，使得自己赶不上现代教育发

展趋势，心里有着惶恐和不自信。学校

为了尽快帮助教师改变现状，组织了大

量的专家讲座、外出学习、校本培训等 

活动。

然而，大量的任务驱动式培训，让教

师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由原本的轻松舒

适一下子变得紧张忙碌，顿感压力骤增。

而且，学校在重视教师知识和方法培训的

同时，忽视了对教师心理的适当引导，教

师自身也没能及时感受到努力付出后的收

获。在矛盾与压力中工作、生活，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大大降低。

3．学校管理忽视教师的主人翁意识

学校领导班子共 5 人，其中 3 人一直

担任学科教师。他们从事管理工作的时

间短，对岗位工作职责不熟悉，没有得到

其他教师的完全信服和信任。在日常工作

中，学校管理没有真正地让教师成为主

体，常常是要求教师做得多，教师发自内

心主动做得少。尽管教师也会参与学校活

动和教研学习，努力为学校发展出谋划

策，但教师的主体作用绝不限于此。教师

只有真的把自己当作学校的主人，才会乐

此不疲地工作，累并满足着。

二、“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视角

下的教师管理改进措施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项目认为，

儿童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学校管理、教育教

学、学校合作等支持性环境的建设，以

及在校内外形成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的

人际关系与积极氛围。教师自身的专业发

展、职业认同和个人幸福感，决定着学生

发展的状态。学校要真正让教师将工作变

成一种自觉，体现其自身价值，肯定教师

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为此，我们提

出以下几项改进策略。

1．提升学校管理团队的服务意识和

水平

人们常说：一所学校，教师行为就

是干部的一面镜子。干部能够做到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教师就会积极努力，不计

较个人得失，心甘情愿地跟着前行。为

此，学校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三个 

率先”。

一是率先学习。每周召开干部例会，

组织专题学习，并将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

向全体教师公开。

二是率先工作。学校管理团队工作要

求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延到明日。管理

团队的工作态度影响着教师，我们经常会

看到管理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不计较个

人得失，帮助教师修改论文、课例，一遍

遍地指导教师课堂教学。

三是率先遵规守纪。学校建章立制是

规范管理的基础，干部率先垂范，给教师

做出表率，则能起到不令则行的效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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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管理团队做到临时请假10分钟，自觉记

录考勤，请病事假均给学生补课。这些行

为无形中影响着其他教师。

2．建立项目管理负责制，真正实现

教师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

我们在学校管理的一些领域实施教研

组长负责制或项目教师负责制，让所有教

师都能在学校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

发言权。学校按照学校制度建设、有效教

学、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文化建设、社会

情感学习校本课程实施、家校社区合作伙

伴关系建设 6 个维度分为 6 个项目组，每

个组有组长（中层干部）、组员（学科教

师），将学校工作进行有效整合，由校长

掌握方向，各部门具体实施，效果有了明

显改进。

3．队伍建设课程化，为教师成长助力

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中提出了教师的

三爱，即有爱、会爱、能爱。有爱，要有

爱的情感；会爱，要有爱的方法；能爱，

要有爱的能力。为此，我们将教师培养以

周、月、学期、假期课程的方式来实施。

周课程指三课、三视导、一教研；月课程

以工作坊和主题教研的方式进行；学期课

程以成长结果展示为主；假期课程积蓄成

长力量。

4．坚持实施校本课程，提升师生社

会情感学习能力

学校在 1～3 年级推进式实施校本课

程，按照教材上满课时。结果发现，学生

的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相互之间友

情满满，和谐融洽，人际关系健康积极。

学校组织班主任学习校本课程，进行集体

研讨，将理论融进学科课程、主题班会、

班级管理，结合学校评优课、推门课进行

深入融合。学生在自我、他人、集体认知

和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均有不同幅度的提

升，推动学生学业水平提升和良好道德品

质形成。

5．积极组织家校活动，提升家长教

育的意识与能力

学校会定期组织家长会，并邀请家

长参与学校活动。我们的开学典礼、艺术

周、运动会等活动，均向家长发放邀请

函，使他们在参与中体会教师的用心良苦

与工作艰辛。此外，学校还会定期组织家

庭教育讲座，聘请家庭教育专家为家长做

家教知识的讲座，使家长认识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学习进行家庭教育的有效方法。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校教师不断

学习、理解和践行内在质量提升的理论和

方法，锤炼内功，映射于教育教学。他们

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透着对学生的喜

爱。而学生给予的回馈是，要对得起教

师，不辜负教师，认真学习和做事。即使

是批评，教师也是带着欣赏和期许的目

光，让学生感觉到的是教师的不厌弃。生

命的尊重与平等，促发学生内在成长的动

力，这是最美的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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