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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之道
编前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名校（园）长在我省教育系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精英群体，
探索其成长之路，解读其治校方略，对启迪新时代校（园）长的教育思考会提供有益的借
鉴。本报为此开辟全省名校（园）长人物专访系列报道，聆听他们的教育理念，感受他们的
教育智慧。

史秀晴：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韩如意  刘形捷
校长简介  史秀晴，教育部全国小学骨干校长，马鞍山市名校长，马鞍山市优秀教师，马鞍
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1991年7月，史秀晴任教马鞍山市向山区向山小学；
1995年8月，调任到马鞍山市湖东路第二小学；2008年2月，到马鞍山市湖东路第三小学任副
校长；2013年3月，她被组织上选拔到马鞍山市东苑小学教育集团（以下简称东苑小学）担
任总校长；2016年8月，提拔到马鞍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育集团（以下简称师范附小）任
总校长。
从教近30年，7个岗位，7所学校的历练让如今的史秀晴更加淡定、从容。她笑言，每换一次
岗，自己就成长一次。在向山小学，作为一名新教师，就同时兼任语文教师和班主任，“回
想四年的向山小学的工作，只记得自己经常在夜幕降临前匆匆离校。”在湖东路第二小学任
教的13年，更是为她的从教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2年的小学语文教学，作为市级骨干教师的她用心教好每一个学生，经常承担公开教学、主
题讲座。当校长后，她直面挑战，接手马鞍山第一个集团化办学的学校。她以“童心教育”
实践城乡集团办学一体化。她敢为人先，一直在学校教育中布局推动“互联网+”。应用信
息化手段提高办公效率，提升课堂效率。疫情来临，当其他学校还在纠结该选用哪个平台实
施“停课不停学”时，师范附小的教师们就已经在钉钉上为学生们上直播课了。她搭建课程
体系，帮助师生共同成长，短时间内便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优雅的外表下，是对教
育的执着、对原则底线的坚守。她说，做教育一定要有责任心，要触动灵魂，静候花开。
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和个人气质让教师和学生短短时间内对新校长完全接纳？
是什么样的文化特色真正实现内涵引领，让学校拥有傲人成绩？
是什么样的创新之举让教师的职业价值、自我价值、社会价值和精神状态都有提升？
学校文化建设的引路人
学校文化，是一所学校的内在属性，是学校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2013年3月，史
秀晴到东苑小学教育集团担任总校长。作为马鞍山市第一个实施集团化办学的小学，东苑小
学没有可借鉴的本地经验。从副校长岗位上直接接手集团学校总校长，那时的她还并不清楚
如何做好一个学校的校长，就要同时管理两所学校，困难和挑战不言而喻！有些教师对学校
的工作安排不是很配合，有些家长也不是很支持……她一面排除各方面的干扰，一面努力让
学校运转得越来越好。开发童心课程，丰富童心活动，打造童心课堂，孕育童心文化。学校
迈上了“童心教育”特色文化建设的发展之路。
2016年8月，史秀晴到师范附小任校长，这是一所有着五十多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名校，做为
继任校长，传承学校办学的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为此，接手之后，她翻
阅相关资料，了解学校历史；尊重学校习惯，延续以往的工作节奏；深入工作一线，参与听
课评课，观摩各项活动，了解学校的教学现状，了解各项活动的落实情况。她说：“刚到任
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这所学校。”随着了解的深入，各项工作规划也逐渐清晰起
来。2017年，借助专家的力量，梳理办学历史，把握发展脉博，积淀学校文化，她召集所有
教师共同探讨，同时发动全体学生和家长。确立了以“拂晓教育”学校文化建设引领学校内
涵式发展的办学规划。 “拂晓”是附小的谐音，意指未来的太阳，“向阳而生”，这与史
秀晴“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启明课堂”“活力教师”“蓬勃少年”
……七条路径的不断推进，促使“拂晓教育”快速落地。三年多来，师范附小沙塘路校区校
容校貌发生巨大改变，东方城校区办学品位逐步显现，两校区教育教学成效显著，得到社
会、家长高度认可。
“只有让办学理念成为师生的共同追求，才能内化为全校师生的自觉行动！校长，就是学校
文化建设的引路人！”
学生成长的守护者
“小学就是满汉全席，每种菜都要尝试，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极早发现兴趣和特长，
发展天赋和才干，为人生的未来‘埋下彩蛋’。”史秀晴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在
构建学校特色课程方面，她尤其重视平台搭建，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育体验。
在东苑小学，她全面整合学校资源，开设了“童言童语”“童心思维”“童年游戏”等特色
课程。她说，“之前我们的重点是在如何开发校本课程上，如今将转换思路，我们更关注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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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而学科课程统整，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学科统整是一
种新的课程组织方式，站在学生的视角，打通学科界限，统整教学内容，实施主题式教学。
目前，她正以市级专项课题“小学课程整合的创新研究”带动教师们开始新的课程开发的研
究。
1999年5月，师范附小首届“千名小小家”活动在全校展开，上千名“小小家”横空出世，
如“小小魔方家”“小小舞蹈家”“勤劳小蜜蜂”“小巧手”“小小解题家”……寻找出每
个孩子的闪光点，“小小家”在师范附小遍地开花，成为安徽省德育品牌活动。继任校长
后，她带领团队，做“加减乘除综合运算”，将“千名小小家”活动，更名为“蓬勃少年”
，与“拂晓课程”相结合，使德育活动变的更加特色化，立体化。史秀晴介绍说，“蓬勃少
年”评价体系已经日臻完善，从四个维度——乐学、尚美、助人、求新建立评价标准，结合
家庭、班级、年级、校区、集团五个层级的德育实践体验，促进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校管理的“定海神针”
2016年11月18日下午，学校突发紧急事件，一名学生在课堂倒下。事发时，史秀晴正带队在
外地赛课。得知消息，她一边电话调度指挥，一边尽快赶回。及时上报、120、110、各类相
关会议、舆情控制、慰问陪伴……这件难事的处理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她的担当。
管理制度是一个学校的底线。在东苑小学集团化办学的时候，两个校区学校水平不一样，她
索性当作2个学校来管理。订规则，一刀切，允许东苑校区学生向霍里校区流动，不许霍里
校区学生向东苑校区流动。规则制订后，遇到了很多矛盾，有的矛盾激化到只有换校区才能
解决，困难当前，她承受着各界的压力，但是她始终很坚定“无论是谁，都不允许改变这个
规则。”她的果敢与魄力，令本来不好管理的两所学校，渐渐走上了集团化办学的正轨。采
访中，她甚少提及困难或挫折。时任花山区副区长贺应旭也说道，“她提出的问题不多，但
是每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
管理者怎样启发教师的内驱力？在史秀晴看来，一定要产生情感的共鸣，让教师感受到温
暖。最开始到师范附小的时候，学校的教师带着怀疑和审视的眼光来看她，是什么样的人能
从区属学校直接调任到市属学校？
史秀晴不惧怀疑，用教育情怀与魄力为自己证明。她牵头，为调离或退休的教师举行荣休仪
式，说说当年的故事，留下真挚的祝福。教师节、重阳节、春节，登门拜访部分退休教师，
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情况，表达对他们的问候与祝福。退休教师病危，她去病床前探望；退休
教师去世，学校主持仪式，组织教师代表去送最后一程。关心学校临聘教师的发展，举办专
题分享助力校聘教师考编。她还超前使用线上办公软件，积极展开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招录
体育、信息等学科教师，使教师学科专业化。三年的时间，她彻底改变了师范附小教师队伍
不稳定的状况。
元旦将至，她提前带人布置两校区，张灯结彩，红红火火迎新年。电子贺卡、神秘礼物、新
年祝福成了学生们、教师们每年的期待。一件件小事的落实，都在传递着学校对每位教职员
工的尊重与关注。她说，管理既要有态度，又要有温度，就是要通过小小的仪式，让她们感
受到被尊重。
共同成长，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
10年之内调任2所集团学校校长，无论是薄弱校、新校，还是重点校，每到一处，都给学校
留下一份傲人的业绩。“史秀晴”这个名字在区域内已自带影响力。她却保持着一贯的谦逊
和低调。她坦坦荡荡，毫不掩饰。更难得的是，她愿意帮助更多的人共同成长。
做校长，她特别重视助力教师专业发展，扎实有效的校本研修工作她都亲力亲为。她鼓励教
师，给教师足够的自主权，接受教师成长的过程。她说，“教育是自然生长的过程，是慢慢
的静静的过程，慢慢来。”她以课题研究的科学方法，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校内组建了教
师工作坊，组织赛课，帮助成熟教师成为优秀教师。
2019年，她牵头成立马鞍山市名校长工作室，邀集6位爱学习、爱思考的校长，每月开展一
次活动。作为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先后带教指导了马鞍山市师苑小学汪尊明校长等9位校
长，以课题“小学思政课校本实践的创新研究”的研究带动东苑小学等6所小学的德育工作
创新。通过名校长工作室，为学校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机会。名校长工作室成员马鞍山市西湖
花园小学校长梁俊讲道，史校长是一个很有情怀的教育工作者，也是经验丰富的校长，考虑
事情非常周到。“我经常会和史校长交流，通过参加名校长工作室，我受益匪浅，对我的学
校管理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采访中，聊起从教近30年的经历，她动情的讲道，年轻真好！并寄语年轻教师：“在年轻的
时候，去干，去做。只问勇敢，无问西东。”她说选择教育行业，是她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尽管会遇到困难，但是过去的坎都不是坎。无论在哪一所学校，她都努力地创造理想的教育
生活，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史秀晴的教育理想，更是她孜孜不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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