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峡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韩相福

乡村教育必须挺直腰杆

特别支持：

潍坊峡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韩相福正接受专访。

文/片 巩悦悦 王凯 秦国玲 潍坊报道

韩相福曾在三所乡村学校担任校长。
他担任校长的第一所学校是临朐县

海尔希望小学。2000年时全校最“值钱”的
电教设备是一台收音机。这所村小，16年
后成了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常
客”，每年有上万人前来参观学习。

他担任校长的第二所学校是潍坊峡
山双语小学。五年时间，他把这所新建学
校建成“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研修基
地”。

如今他担任党总支书记的凤凰学校，
是由贫弱的、质量低下的乡村学校“拼盘”
而成的。仅一年时间，这所学校就成了全
区教育改革创新的新引擎。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乡村教育的出路
在哪里？带着诸多问题，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青年说·对话教育局长》栏目组来到潍
坊，与峡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韩相福进
行对话。

想办法让锄地课程
也能锄出企业家和艺术家来

记者：无论是之前任教过的三所乡村
学校，还是如今的峡山教育，您似乎一直
扎根乡村教育，也总能让乡村学校的面貌
有好转。这些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韩相福：我觉得既有我们对教育的不
断思考，另外还有一个不变的内核：我们
把学校分为四大支柱，一是学校的“民
生”，二是课程，三是管理，四是文化。我们
去研发一系列的模型，让干部和老师能够
迅速地去了解一所学校办学内涵和发展
核心，这样会让每一所学校在短时间内发
生比较大的变化。

我是2021年12月份到教体局工作的，
一来我就注意到峡山的教育出了问题，最
大的问题是学生大幅流失，初中学生流失
率高达82%。我到全区所有的学校去调
研，发现峡山教育有三大怪现象：峡山的
孩子都流失到周边县市区了；城区没有高
品质的公办学校，老百姓的孩子没法上
学，就只好选择到乡下去上；教师则不信
任本校教育教学，他们也选择把孩子送出
去，结果导致整体教育“人去校空”。

我们针对老百姓孩子上学不方便、不
放心这两个关键问题，提出了峡山乡村教
育振兴1 . 0版，那时候提了五句话——— 村
村通校车，校校有餐厅，人人能午休，厕厕
美容间，全域高质量。前四句话是冲着校
园生活说的，第五句话是冲着教育质量来
的。我们内抓三大质量(学科质量、社团质
量和生活质量)，外抓四大品牌(课程品
牌、课堂品牌、教师品牌和学生品牌)，一
年后学生大幅回流，两年后学生全部正回
流，彻底改变了峡山教育面貌，老百姓对

教育的满意度大幅提升，可以说我们打了
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我们研发了《峡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行动纲要》，提出了“12345工作思路”。我
们把它定义成“一号文件”。

今年是我们改革的第三个年头。现在
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学校已经做得足够
好了吗？一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问题
会更多。除了老百姓的孩子上学不方便、
不放心外，还有就是不认同、不向往。具体
来说就是“民生”不方便，质量不放心，管
理不认同，文化不向往。

针对这四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办成
乡村的四个高地——— 民生高地、课程高
地、管理高地和文化高地。我们还提出了
乡村教育“四化”建设的一个方向，课程的
现代化、管理的标准化、生活的育人化和
文化的哲学化。尤其是我们把地方文化、
地方资源融入我们的学校文化建设与学
校课程体系，极好地优化了我们的课程，
但同时也提醒教师要推进课程的现代化。

现在乡村学校课程的供给方式有两
种，一种是有什么给什么，另一种是缺什
么给什么。我的观点是要警惕“乡味课
程”。但我们只有“乡味”，没办法。所以我
们必须把“乡味课程”进行现代化改造，想
办法让锄地课程也能锄出企业家、艺术
家，这就是我们教师的课程智慧。必须死
死地盯住教师课程智慧的发展，才可能带
动乡村学校的发展，否则任何的努力归根
结底都会是一场空。

只盯着硬件上的差异
就永远办不好乡村教育

记者：现在一提起乡村教育，很多地
方都说它是整个教育发展体系中的最薄
弱环节，怎么才能让乡村教育不再追着城
市的学校跑呢？您认为乡村教育在整个教

育体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韩相福：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更多的孩子是在乡村学校
里成长的。对于这样一件如此重要的事
情，我们必须从乡村学校自身做起，主动
地去发展，不要去等政策，也不要去等其
他人的“帮扶”，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紧
盯乡村孩子的发展，努力去成就他们，我
觉得乡村教育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如果只盯着那些硬件，那些差异，就
永远办不好乡村教育。但假如你盯着孩
子去做教育研究者、学科研究者、儿童研
究者、技术研究者，你完全可以把乡村教
育做得风生水起，好多城市的学校也未
必能比得了我们。只有我们挺直腰杆，乡
村教育才能真正站起来。

记者：还是要把根上的东西守住。
韩相福：盯紧孩子、改变自己、发展

学校，其实就是这三件事。其他的东西，
你考虑也不管用。

记者：您所在的凤凰学校，是由贫弱
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合并而来。您怎么看
待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撤并问题？

韩相福：这应该是一个大的趋势。撤
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为乡
村孩子提供更高品质的教育，所以我觉
得撤并是一个积极主动正向的工作，可
能在生活上带来了一时的不方便，但是
它在质量上是绝对有好处的。撤并到一
所新学校之后，会面临文化融合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用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更高
的文化来引领学校，撤并后的学校也可
以迅速拥有自己的战斗力。

峡山区的32所学校撤并了19所，力
度还是非常大的。要想让孩子能够重新
回流，比拼的还是我们的教育质量，这样
一来孩子们就能在家门口上好学，家长
不会舍近求远的。应当说，撤并可以集聚
资源去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

围绕个体生命的成长
峡山教育正从1 . 0迈向2 . 0

记者：现在教育上经常会提一个词：
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现在峡山教
育发展到什么阶段了？能实现城乡教育
的优质均衡发展吗？

韩相福：完全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
讲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在峡山没有城
与乡的区别。无论是从教育干部、资源配
置，还是师资配备、课程架构，都是富有
特色的，基本是相同的条件，比较均衡。

当下，是我们从1 . 0向2 . 0迈步的关
键时期，由“解决民生问题”向“解决质量
问题”去跨越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从

“填坑式”到“往高处走”的一个转折时
期，相信再经过几年努力，峡山的乡村教
育就一定能做出别开生面的样子。

记者：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峡山教育，有没有需要补足的短板？接
下来有什么打算？

韩相福：我们的短板还是非常多的。
首先是人的问题，毕竟“僧多粥少”，我们
需要持续推动，给老师搭建发展的平台，
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一座高山。我们现
在研发这样的机制，比如我们的特色教
师的评选，鼓励老师用自己的理念和个
性与我们的教育理念相结合，去创造属
于自己的教学模式，并且用自己的名字
来命名，最终让每个老师都做最好的自
己。这个事情当前比较急迫，不能光用共
性去要求老师们，一定让老师走个性化
的发展道路。

在制度层面，束缚我们教育发展的
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地清理，最终让我
们的制度能够解放生产力，而不是管控
生产力。此外是有关设施设备方面的问
题，无论是信息技术设备还是其他方面
的设备，乡村学校都跟城区学校有一些
差异，我们会努力去争取资源，给乡村孩
子配齐。等人、制度、设施的问题都解决
之后，乡村教育就具备了更高更快发展
的条件。

乡村教育振兴2 . 0提出来了，这“四
化”方面就围绕孩子的个体生命成长。峡
山的乡村教育前景非常好，我们对前景
非常期待，我们也会努力去推进峡山教
育。

在农村，追求高质量教育越来越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期待，把孩子送
进城学习成了一种趋势，这也导致中小学出现了“城挤乡弱”的难题。

潍坊峡山区由4个县级市边缘镇村组合而来，农村人口占到了九成以
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出现了“峡山的孩子在外地上学，教师的孩子
在外校上学”的现象，初中生流失率在八成以上。

就在人们认为峡山教育面貌的改变遥遥无期的时候，它却以一种别
开生面的方式带给人希望。近两年，之前转出去的孩子出现了陆续回流，
教育质量大幅提升，还被评为潍坊市乡村教育振兴先行实验区……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峡山教育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
记者把眼光投到了为乡村教育鼓与呼的潍坊峡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韩相福身上。

在峡山双语小学，橄榄球社团里的孩子们激战正酣。

扫码看直播

2024年4月18日 星期四学堂A08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