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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校长的教育创新思考》

内容概要

一个校长的教育创新思考：北京十一学校改革发展20年（1987-2007），ISBN：9787504169297，作者：
李金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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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校长的教育创新思考》

作者简介

李金初，1974-2007年任北京市十一学校副校长、校长。先后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高中教
育专业委员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中小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评审专家，北京市
德育咨询专家等十余项社会学术职务。出版个人专著《改革?选择?发展——我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0年）、《平生只想办好一所学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校长的思路学校的出路》（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主编《学校国有民办制》（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2003年）等多部书籍，发表《创建“培养—研究型”学校》等论文几十篇。在全国首先提出并
率先实践公办学校的办学体制改革、四年制高中学制改革和全国中小学第一个博士后项目。先后获得
北京市海淀区首届创新人物、模范校长，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中学模范校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
模范等数十项荣誉称号。现任民办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董事长、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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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思考教育
“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校长的成功首先在于其教育思想的科学、先进和前沿。
在十一学校任职校长20
年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教育。从“ 传统教育的病根”
到“当代教育的任务”,从“ 素质教育的含义” 到“
课改与高考的关系”,从“教育的选择性”到“基础教育中的科研”,在思考教育实践、提升教育理念
的道路上,我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2　办学指导:“开拓向前,为国育才”
3　办学核心理念:改革、选择、发展、和谐
5　传统教育的“病根”在哪里
7　计划体制下传统教育的不适应性
9　没有选择便没有改革和发展
10　建设选择性空间是教育改革的任务
13　优秀学校应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13　全面、科学地定义素质教育
17　十一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心
18　倡导素质体育和百花艺术
21　课改、高考、竞赛三者之间的关系
23　高考和素质教育并非绝对对立
24　课改应从天上落到地下来
26　我校课改的特色
28　实验区要凸显教育研究和实验价值
30　一种新高中教育模式的诞生
32　我校高中课改应做到最好
34　基础教育需要科研
35　十一学校的根本追求
二　设计学校　
办学校,首先要有“顶层设计”和“ 全局思考”。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研究过“
重点中学”,预见了高中示范校的建设和英才教育的发展;思考过学校的现状和未来,完成了“ 培养—研
究型”
学校的理论构架和实践探索;结合国际经验和本土实践,在深刻理解“弹性学制”的基础上,提出并尝试
进行了“
两年制初中、四年制高中”的教育,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38　重点中学发展的新阶段———实验学校和英才学校
46　抓好天才儿童的培养
48　“培养—研究型”学校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建
55　建设“培养—研究型”学校的构想
64　“输送型”学校可能导致应试教育
65　关于弹性学制的思考
67　两年制初中,四年制高中
67　建设“一体两翼工程”,为进入全国“千百工程”创造条件
三　创新体制
任职于改革与创新的年代,我的人生意义与学校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公办学校教育经费上的
困境,在十五大精神的鼓舞下,我果敢地提出了“
国有民办” 的办学体制,引领
了全国范围内公办学校的体制改革。十多年来,无论是支持和赞赏,还是质疑和限制,都不会阻碍我对体
制创新的思考、实践、感悟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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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要生存,要发展,就要改革
70　校长姓钱是逼出来的
71　教育改革必闯三关
75　公办学校如何走出困境
77　创立国有民办制学校,深化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78　学习十五大,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学校发展
82　缓解基础教育经费困难的综合对策
84　学校国有民办制产生的经济原因
86　学校国有民办制的管理原因
89　具体界定“国有民办”制学校
90　办学体制改革指的是办学主体的改革
91　公办学校转制的条件与前景
92　成功兴办国有民办制学校的关键
93　如何看学校转制的风险
93　“国有民办”办学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96　三种类型的办学体制
97　教育具有产业属性,但教育不能产业化
99　国有民办制学校的市场机制
101　国有民办制学校是经营性学校
102　国家应鼓励“承办制”学校出现
103　改革必须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
105　北京十一学校办学体制改革方案
107　勇敢承担二轮承办的宏伟任务
110　第二发展曲线的战略优势分析
113　实现学校发展的五大战略
114　科学、稳健、实事求是、区别对待
116　全面思考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调整
121　从2004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看出了什么
124　面对复杂形势,只有沉着应对
129　国有民办体制面临巨大考验
132　二轮承办后学校办学体制的可选方案
133　我们可以面临多种选择
139　办学体制的再次转型是又一次改革引领
142　如何破解教育乱收费这一“世纪之痛”
144　资源重组,追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147　十一学校快速发展成因分析
150　十一学校的成功证明国有民办的可能性
155　理想的期待:建设中国教育的百花园
四　革新管理
我崇尚改革,我带领十一学校在改革的大道上迅跑。在20年的学校管理革新中,我们以“ 科学、民主、
团结、严格”
的八字方针为基石,通过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协调为学校带来了持久的稳定和发展,通过民主管理与
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校长的信任投票,保证了学校的长治久安。独有特色的管理体制改革犹如投石
击水,激活了原本沉寂的学校。
158　学校管理“八字方针”
161　打破旧平衡,建立新平衡
162　学校走出“人治”,走向“法治”
163　改革中校长的兴奋点和着眼点
167　管理就是资源的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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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治理学校要科学
173　领导的民主作风是民主治校的关键
174　十大问题应由决策中心决策
174　学校内部管理机制中的保障机制
175　教代会的监督和评价权力
178　要防止“个人承办”变成“个人专断”
179　从“英雄时代”走向“大众时代”
179　群众参与决策才能取得最好的行动效果
180　学校的人本化管理
182　严格治校是管理学校的重要方针
183　学校管理要高标准严要求
185　教师部分时间坐班更加科学合理
187　学校的法制化管理
188　落实就是要抓细节
189　目标管理的认识与思考
191　关于学校发展和建设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
五　积淀文化
学校的根本价值存在是文化存在,学校的最高管理是文化管理、最高建设是文化建设。没有文化的学校
不叫学校,没有优秀文化就没有优秀学校。我把“积淀文化、建设文化、传承文化,
用文化管理,用文化育人”
作为校长的重要办学任务,带领全校教职工形成了《北京十一学校基本法》和十六条文化精髓,竖起了
一杆凝聚人心的大旗。
194　学校的根本价值存在是文化存在
198　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
200　学校主体性文化建设
203　十一学校的理念和价值文化
204　《北京十一学校基本法》
204　创新应该成为学校的基本精神
206　创新紧接抓落实,常规工作也可实现创新
209　迎接挑战,建设未来
212　一杆大旗,一番事业,我们“聚义”十一教育
215　名校究竟应该名在哪里?
217　虚假作风不能在十一学校存在
220　教职工一旦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能激发出巨大力量
六　打造名师
人才是一所学校最重要的资本。在学校队伍建设中,我们用战略眼光看待人才问题,以师德为本,以科研
为基,为十一学校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20
多名特级教师,数十名省级学科带头人或省级骨干教师,40 多名博士,100
多名硕士,师资力量之强,处于全国一流。这才是使十一学校从默默无名走向卓越的“真正原因”。
224　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
225　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校长战略眼光
226　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
227　造就名师队伍是实现全优品牌的先决条件
229　如何打造名优教师队伍
230　学校发展史即优秀队伍建设史
231　打造研究型的教师队伍
234　教育科研是培养未来教师的重要途径
235　硕士课程进修班: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
237　博士后项目:教师教育家成长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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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中学建立教育科研博士后工作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42　党员的先进性究竟怎么体现?
245　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最佳
246　什么叫责任? 什么叫承担?
250　一个真正的人
252　价值观、世界观的典范
255　亲爱的战友,你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
七　激励人才
人才需要尊重,也需要激励。我们坚持“学校发展与个人发展同步进行”,在严格管理教师的同时提高
教师待遇,不断改进聘任制度和工资制度,早于高校6
年提出了“评聘分开”、“ 岗位工资”,创造了“多元无极工资结构”,运用了“ 期权工资”
制度,被老教育家张承先评价为“突破了结构工资的高原状态”,并多次为市、国家人事部门所借鉴。
262　人才战略是核心战略
264　我们需要三类人才
266　学校发展和个人发展要同步
266　提高教师待遇既是改革目的又是改革手段
267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待遇从优、管理从严
268　教师的待遇,要向提高的方向发展
269　教师的管理,要向严格的方向发展
270　评聘分开,破格高聘,建立有力的激励机制
270　增加待遇要和工作贡献紧密结合
272　教师工作量的确定
274　教师工资制度必须创新
277　多元无级结构工资制度
278　期权工资是留住人才的“金手铐”
279　浮动部分中老年教师工资级别
八　改革德育
德育是十一学校的“传家宝”,但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辉煌而放慢德育改革的脚步。“ 夏令营的较量
”
引发了我对德育的深刻反思,我们在学校原有“集体行为规范”
的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主体性德育体系,让学生成为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同时严格管理,用优良的校风
培养学生有理想、有抱负、有主见、能担当的优良品质,塑造新一代文明的人。
282　夏令营的较量引发的德育反思
285　主体性德育:学校德育新体系
286　主体性德育:学生成为教育自己的主体
291　主体性德育和严格管理并非对立
293　校风是全校师生共同的思想行为作风
293　学生公寓要成为学生温馨的家园
294　要获得成功,都必须奋斗和努力
296　寄语毕业生:勇敢地肩负起明天的希望!
九　变革课堂
课堂是实现学校教育的中心场所,课堂教学的变革能带来学生非同凡响的成长。从有选择而无淘汰的“
分层教学、走班制”到还学生“四权” 的“
四环节教学模式”,从综合活动课的创设到信息技术与课堂的整合,我们全力打造主体性优质课堂,努力
追求常态优质课,追求全部课堂的优质化,创造了“不为高考,赢得高考”的高中教育新模式。
300　不要让高考成为影响课改的“魔影”
305　课外阅读应成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306　建设新的课堂教学模式
307　课堂教学模式的全面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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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改革课堂教学组织形式
311　全面变革课堂教学模式是重中之重
312　分层教学、走班制:有选择而无淘汰的教育
314　还学生“四权”,创生“四环节”教学模式
316　“四环节”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
317　“四环节”教学模式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318　“四环节”不否定有意义的接受式学习
320　综合活动课的创设
325　优质课堂是我们的追求
326　我们的目标:实现全部课堂的优质化
332　教学就是无止境的相遇
334　课堂由教师独占到师生共同参与
335　课堂教学打造的重点应是常态优质课
337　课堂要实现教师的特色和创造
339　课堂是教师研究和创造的主要场所
十　不忘使命
“本人平生无大志,只想办好一所学校”。多年的校长生涯中,我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探索了一套有效
的干部队伍建设机制。我认为校长必须“
既是好人,又是能人”,倡导干部的优秀品质和领导力建设,制定了“ 公勤谦坦” 的领导干部守则,建立了
“校长信任投票”
制度,创造了校级干部民主选任制度,为的是出色完成当代校长的使命,实现自己的承诺。
342　当代校长的使命
354　教育家型校长弥足珍贵
355　校长必须既是好人,又是能人
356　关于校长的水准问题
358　优秀校长的十个条件
359　论优秀干部品质
360　领导干部“公勤谦坦”守则
361　干部要着重解决价值选择问题
362　我们的干部任重道远,要优秀加谦虚
366　学校干部应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状态
369　中青年干部应该全面严格高标准锻炼和造就自己
373　领导者的精神资本
374　关于领导力建设问题
384　创新干部的选任机制
十一　深思未来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喜欢思考学校未来的建设和管理。从长远来看,十一学校的发展既要高度
关注信息技术革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又要注重国际化战略,努力成为国际知名中学;既要准备好应对办
学体制改革复杂多变的形势,又要优化办学策略、调整办学格局,实现从改革名校到质量名校和品牌名
校的发展。我们只有按明天来计划今天,才能高档建设现代化学校。
388　思考问题,一定要顾及未来
389　对未来不仅是走向,更重要的是建设
391　瞄准一流水平,高档建设现代化的学校
396　发展学校“八为本”
400　学校也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401　必须高度关注信息技术革命
405　学校数字化的战略
406　筹建国际教育中心是在规划学校未来
407　走向国际,成为国际知名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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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办学国际化的战略
410　超大规模不是学校的长久之计
412　优化办学策略,调整办学格局,打造教育精品
414　实现从改革名校到质量名校和品牌名校的发展
426　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危机与忧患
428　学校应对复杂多变形势的十大策略
441　对公办学校体制改革政策的再观察和再分析
444　形势要一析再析,心中才能有底
445　低水平的教育均衡,不能成为发展的目标
447　准备未来,才能管理未来
十二　改革答卷
在十一学校担任校长20 年,我历尽艰辛,锐意改革,使十一学校从一所普通中学一跃成为享誉京城内外的
名校。20
年间,我分阶段交了几次学校改革与发展的答卷,用历史和事实证明,十一学校从1987
年改革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快速高水平发展的大道。我希望能用十一学校的成功为公办学校的发展找到
一条有规律性的一般道路。
450　奇迹是怎样诞生的
459　我们走在成功的大道上
467　伟大时代中的创新改革
478　我的教育改革答卷
新的征程
从十一学校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我进入民办北京建华实验学校担任董事长、校长,集几十年的教育
感受和思考,升华和提炼出人生中心教育的研究命题,并开始了全新的学校设计和教育思考。教育改革
与创新的步伐不能停止,在新的征程上,我将获得完整的教育人生。
486　人生中心教育(学校)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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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次听到十一学校，是从李希贵校长认识的。从这本书再次认识十一学校。别样的名校
2、正在读，过几天再来分享心得。
3、校长都值得看得书。
4、作者三十余年教学管理经验真是令人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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