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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丹丹

2021年3月1日，杭城各中小学迎

来了开学。同一天，一千多公里外的贵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

镇中心校的孩子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新

学期。在校门口迎接他们的，正是来自

杭州的“校长爷爷”：陈国平。

也是这一天，与榕江县相邻的雷山

县，陈国平的“邻居”赵如莲——雷山民

族 中 学 校 长 、来 自 杭 州 的“ 校 长 奶

奶”——也在学校门口和同学们一起迎

接新学年。

支教，是前临安天目山镇对石小学

校长陈国平多年来发自内心的想法和

追求。2020年9月，作为杭州东西部扶

贫协作“银龄计划”的一员，退休后的陈

国平开始了两年的帮扶支教之旅。而

原本，他此时应该在山清水秀的老家杭

州临安，和妻子一起照顾小外孙女，享

天伦之乐。

赵如莲原是杭二中的退休教师，在

成为“银龄计划”成员并被安排工作后，

她和丈夫风风火火地在一天内，从杭州

自驾1500公里赶抵雷山县赴任，这成为

了当地的传说。

这些年，有不少如陈国平、赵如莲

这样爷爷奶奶辈的“银龄校长”，他们退

而不休，从浙江奔赴贵州黔东南州多地

担任当地学校的校长，带去东部地区教

育理念和资源的同时，更用爱心和智慧

助力一个个大山里的孩子。

这样的“银龄”故事，正在不断接力。

2019年起，杭州“银龄计划”人才陆续抵达黔东南

新学期开始了，“银龄校长”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当地的教育状况

不吃早饭的孩子有近500人
杭州“校长爷爷”急了：
一定要吃饱了再来上学！

初到古州镇，遭遇三大难

榕江县古州镇中心学校是个很“大”的小学：3265 名

学生，139 位老师。作为镇上的领头小学，它还担负着给

古州镇 20 所小学和村教学点做业务辅导、统计等方面的

工作，整体辐射古州镇共一万五千多名小学生。

陈国平从教42年，曾两次获得浙江省春蚕奖，担任过

26年的校长，从中小学到幼儿园都管过，来支教是他多年

来的想法。61岁的他也是杭州市第二批“银龄计划”里唯

一的小学校长。

他清晰记得，第一天到这所学校时心里的震撼：学校

缺教室，每个教室都被挤得满满当当，平均一个班有65个

孩子，最多的达到70人。由于经费所限，教室里的灯参差

不齐，有长短不一的日光灯，也有瓦数不同的白炽灯、各种

LED灯。照明不好，孩子们的视力堪忧。

“软件”的缺乏，也让校长闹心不已：教师不足，一位教

师要兼顾二三门课；教育理念相对落后，教育水平和成果

提升非常缓慢。

“我们的老师很认真、会吃苦、乐奉献，但在教学方法、

教学技术运用等方面都需要提升。学校在课改方面的力

度不大，有相当一部分老师，教学上还是以灌输式为主。”

雷山县的雷山民族中学是一所有69年历史的学校，也

是当地唯一一所高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近几年，学校的

教学质量下滑，发展也陷入低谷。雷山县现在还流传着杭

州女校长驱车1500公里上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

赵如莲。2020 年 8 月 31 日凌晨，她和丈夫从杭州自驾出

发，沿着沪昆高速一路向西，在当晚八点多到达了学校。

雷山民族中学的硬件设施不错，但和陈国平一样，赵

如莲也发现了师资不足和教学理念落后的问题，而这正是

阻碍雷山民族中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学校教师超编多年，

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只能从中小学引进老

师来教高中。”高中生的心理辅导极为重要，但全校 62 个

班级，只有一名心理辅导老师。

全县中考成绩前两百名的学生，只有三人留在了雷山

民中。长期生源流失，老师和学生的信心和士气都不足，

这也迫切需要改变。

起步，从听课开始

问题多，那就一个个解决。改变，首先从课堂开始。

陈国平做的第一件事，是听课。在繁重的管理事务

中，挤出时间预约听课。刚开始，教室里的孩子们会好奇

地打量这个坐在教室过道上和他们一起听课的校长爷爷，

他总是拿着一个笔记本在记录着，神情专注。

听完课，就要开始改变。陈国平推出了“思本课堂”，

大力推动课改，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上寻找突破点。

“思本课堂，就是以思维为本的课堂。让课堂灵动起

来，让学生的脑子动起来，让学生的嘴巴说起来，让学生的

眼睛亮起来⋯⋯”扶贫必先扶智，扶智必先强师——他创

立了“智汇学堂”，让中青年骨干教师更快地拓宽知识面，

转变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学校的老师缺少专业图书，陈国平向家乡临安区教育局

和区宣传部文化科求助。“临安的老师和两个公司的职工寄

来了五千多册专业书刊，非常丰富。”陈国平将行政楼顶楼的

走廊改造成了教工阅览室。“不光要自己学，我们还开读书会

讨论、交流，要激发教师自主学习，培养研究型、学习型教师。”

“走出去”也是必须的一步。他联系杭州的学校，亲自

带老师们去学习考察。第一批已有 12 位老师学成归来。

学成归来的老师，继续带“徒弟”。陈国平说，支教两年，他

一定要给学校建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邻居”赵如莲也是如此。

去年 10 月，赵如莲邀请了宁波市鄞州职教中心的专

职心理老师顾即萌担任心理教学志愿者，开展义务支教活

动。她还想办法争取到了 10 万元资金，在学校创建了国

家标准的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这是雷山县第一个学校心理

健康辅导中心。去年 10 月投入使用后，顾即萌老师在课

外接受了师生个人心理咨询达156人次。

方向：让学校成为另一个家

在雷山民族中学的老师们看来，赵如莲是改革上雷厉

风行的校长，也是关心老师生活的暖心大姐。

学校距离县城 3.5 公里，学校里有一百多位双职工青

年教师，这些老师的孩子在入托、放学托管上都有很大的

困难。为了让老师们安心坐班工作，赵如莲启动校内“儿

童之家”项目。学校有不少空教室，可以作为孩子们的活

动室。她还联系了友人，捐来了绘本、玩具、文具等。

“我们请了浙江省幼教专业的老师来这里支教，可以

帮忙照看这些孩子。做好入托和放学后的监管，解决老师

们的后顾之忧，让学校成为大家的另一个家。”

刚到榕江县古州镇中心学校时，陈国平了解到，不少

孩子没吃早饭就来上学了。做了全面的调查后，他惊讶地

发现，不吃早饭的孩子有近五百人，一些家长并不重视孩

子的早饭。他召开家长会，和家长们反复沟通，改变家长

的观念，让家长们一定要给孩子每天好好准备早饭，一定

要吃饱再来上学。

除了学习，他还耐心培养孩子们的好习惯，“垃圾不落

地”、“上下楼梯靠右走”、每天做家务⋯⋯

关心每一个孩子，关注校园的每一处。陈国平邀请老

师们一起“断舍离”，美化办公室，开展教师美丽办公室评

选活动。现在的教师办公室，干净整洁，有花有草，老师们

工作的状态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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