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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 84 年 3 月建立的，当

时什么都没有，一没有校舍，二没

有教职工，三没有学生。当时就只

有我和张亮两个人，我是校长，张

亮是书记，我担任行政工作，张亮

负责党务。想要办好一所学校我总

结了四个要素：第一就是班子，领

导班子要团结，不能台上握手台下

踢脚，而且廉洁奉公。第二教学，

第三是生源，第四是设施。

其实说起来我是不太适合做行

政的，我很喜欢教书，回想起来我

如果能选择还是更想教书，行政工

作对我来说真是挺难的，突然被调

来当这个校长，我就从普通老师的

角度来思考想要一个什么校长，一

定是公正的，清廉的，一定是不谋

私利的，一定是严于律己的……我

就尽量做到一个我心目中的校长。

我做行政不够灵活，也是慢慢才学

习和进入状况，所以很多涉及到找

领导或者需要协调工作都是张亮书

记来负责，我也很感谢张亮书记，

在和他搭班子的过程中真是帮助了

我很多。建校初期最大的困难就是

钱的问题，我们学校比较特殊，名

字叫做贵阳幼儿师范学校，属于贵

阳市教育局的学校，经费来源是贵

阳市。但是省里要求我们面向全省

招生，又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划招

生计划分配，工作岗位相当于也是

固定的。这样一来贵阳市和省里就

会扯皮，贵阳教育局肯定就不高兴

了，学校是我们修的老师的工资也

是我们给的，还有每一个学生的人

民助学金，都是市里开支，结果招

生要全省招生，分配也分到省里其

他地方，市里肯定就不高兴了。

我和张亮书记就去省里反应情

况，省里一看你这就是贵阳市的学

校，那肯定是归你们管，也不高兴。

我们俩就夹在中间就很为难，85 年

我和张亮就商量好在省教育工作会

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一开会我们就

先发言说幼师生存的困境。后来又

去找省长反应，我和张亮也不用学

校的车，他骑个自行车，我坐个公

交车就去了省政府，门卫很负责，

可能看我们不像是干部，不让我们

进去，最后打电话联系确认才让我

们进去。最后商讨下来决定基建的

部分由省里出钱，其他日常开支就

市里负责。而且和领导多次反映情

况，要钱，还是有一点效果的，给

了我们一辆大卡车，

当时学校食堂还有锅

炉都要烧煤的，有了

卡车方便很多，拉煤

拉米拉菜都很方便。

校舍是怎么解决

的呢？第一年我们选

定了地点开始修建校

舍，修好之前就在五

中借了两间教室作为

校舍，第一届只有两

个班，租了一大间宿

舍，第一届学生有 100 个人。当时

招生是由省里的每一个县招办推选

一个学生，那么全省有 80 个县，

贵阳市有 20 个学生，由云岩和南

明两个区推荐而来。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所有人都

住在一个宿舍，实际上就是一个大

厅，大通铺，住了一百多个学生，

挤在一个屋子里住。我们就请了一

个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在门口有一

张床，她就守住门口，每天晚上点

名，早上督促大家洗漱。

第二年新校舍就修好了三栋

楼，一个是教学楼，教学楼有六层，

上面三层是作为学生宿舍使用，下

面三层是教室。还有一栋是食堂，

因为我们学生是全住校的，食堂必

须先修起来。还有一栋是琴楼，你

们也知道，练琴是我们学校的基本

功了。校舍的问题基本就是这样解

决了。

教师是陆续招聘来的，有从别

的学校调来的，也有大学毕业分配

来的，刚开始主要还是从各个学校

抽调来的。我们学校招聘有个特点

就是很透明公开，比如要招人了，

都是集体研究讨论，教师首先要试

教，此外我们还有个土办法，叫做

私访。通过熟悉的同事私底下打听

要调来的老师的情况，人品好不好，

工作能力如何，这些信息最后也会

集体进行讨论，再确定合不合适。

可以说在我工作的十年中，招进来

的教职工，没有一个是我，或者张

亮书记，或者我们两个单独拍板进

来的。在教师的福利方面，因为当

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更强调

精神鼓励。我当时经常给老师们说：

“要老师把学校当成一个家，学校

也要像个家一样，让老师们工作心

情舒畅，很愉悦很快乐很主动地把

工作搞好。”确实学校总体氛围很

好，很有生气，生机勃勃的，我是

走路来上班，路上就会考虑一天的

工作怎么开展，到了学校和大家商

量一下，老师们效率很高的就去办

事了，怎么安排就怎么完成。

在教师的管理上我觉得关键就

在于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除了生活

上的一些关心，政策的公开也很重

要，作为领导要公正廉洁，上梁不

正下梁歪，要树立良好的带头作用，

而且这个形象也不是由职位来树立

的，是靠自己的言行。我们很注意

人性化的管理，每年工会都会给生

日的老师送一个小礼物和贺卡，礼

物也不重，但是表示了一种关怀。

对学生就比较严格，从进校，

从生源抓起。先经过面试，说起来

很容易，其实组织起来是很复杂的

事情，动员了全校的教职工来开展。

我们有几个要求，首先是外观全面

的考核，五官是否端正，有没有明

显的疤痕，或者严重的龅牙，兔唇

等这种严重的缺陷，不是我们挑长

相，而是她们以后作为幼儿园老师，

需要亲和力，长相如果有很明显缺

陷可能就会吓到小孩子。然后也要

看说话流不流畅，也不能是结巴。

还有就是音乐素养的考察，看看会

不会跑调。还有就是美术、舞蹈这

些综合条件如何。最后有一个总评，

由教导主任牵头各个教研室组长坐

到一起讨论，哪个学生合适，哪个

学生不合适。而且在考评过程中还

特别设计了记录方法，因为给学生

打分优良中差太一目了然，学生看

到了心理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下面

的科目就有压力了，同时也担心出

现不注意的时候考评表被学生修改

的情况。我们就提出来，考评分为

三挡，好中差，那么优秀的学生就

在表上写一个字，比如张亮书记进

行考核，就写一个“张”，中等水

平写两个字，就写“张亮”，那么

差等的学生就写三个字，可以写成

“张明亮”“张高亮”之类的，这

样最后总评一看也很清楚。

幼师刚刚建校是得到了很好的

政策待遇，在 89 年的时候，省教

育厅师范处就要推荐一个优秀的师

范学校去教育部，当时师范处的处

长就私底下告诉我要推荐幼师。所

以现在回想起来贵阳幼师还是有很

辉煌的时候，在全市全省口碑都很

好，报名的学生就很多了，最多的

一年，应该就是 87 年，报名的学

生 2700 个，只招 40 个，琴楼的门

都被挤破了这么多学生还有家长陪

同，现场非常拥挤，但是面试的环

节还是一轮一轮有序开展的。录取

是按照五比一录取的，招收四十个

暂时录取两百个，再看中考成绩

排名，这个就很公正，前四十的

才可以来幼师读书。我会拿文化

课成绩和各个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来对比，当时幼师的分数线仅仅

次于贵阳一中。

对于管理学生

方面，因为我们没

有高考的约束，文

化课就要求老师按

照课本、大纲认真

教学。艺体课方面，

就是音乐、美术、

舞蹈，就通过“幼

师之夏”来呈现。

每年 7 月初，举办

“幼师之夏”的活

动，其中有唱歌、

合唱、舞蹈、小品等比赛和表演，

美术也有展览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

行成果的汇报展示。尤其“幼师之

夏”作为我校传承得比较好的一个

活动，对学生的音乐舞蹈方面的要

求很高，对老师来说，要准备好节

目也是很有压力的事情，一般在开

学初她们就开始思考“幼师之夏”

的汇报演出。

学生毕业之后我们关注了就业

情况，但是没有注意具体的数据的

保留，只在招生的时候了解毕业生

的情况，用人单位的反馈就是“好

用”，也就是说质量好。

对学校以后的要求其实和以前

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学生毕业了能

“好用”，我们学校就像工厂生产

产品，工厂好不好不是看厂房设施

机器，也不看有多少高级工程师，

看的就是产品，产品质量如何，好

不好用，总的来说就是质量第一。

那么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学

生，学生的质量第一，学校的名声

也不是靠学校有多漂亮，占地多少

亩，或者有多少教授、实验室，这

些都没有意义，口碑的关键还是在

于学生的质量。现在要把生源的关

是比较困难了，那就要在校生的教

学质量搞上去，有足够完善的检查

制度，来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就是

毕业生的质量，不能随便把不合格

的学生就流向社会，不合格该留级

的就留级，该肄业就肄业，没有达

到我们文凭的含金量就不能给他这

个证明。

我之前看报道说有一所大学，

对于多次留级都没有毕业的学生给

发的就是大专文凭，那么用人单位

一看也就知道大专和本科还是有所

差别，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学校也

可以考虑，对于多次回炉重造还是

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能不能就颁

发中专文凭呢？也是承认学生学到

了知识，不过还没有达到大专的标

准，相当于只有中专的水平。上次

贺校长邀请我们老教师去学校新校

区参观了，现在的幼师真是太漂亮

了，太大了，建设得像公园一样，

希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能有很

好的技能，能够服务社会，能够在

岗位上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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