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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 Ὁ ζ
——访重庆巴川中学总校长郭洪

文 | 本刊记者ᵌ 策划 | ˸

今年53岁的重庆巴川中学总校长郭洪，迄今35年的教育

路，伴随着一路质疑，一路风景。

18岁，他从中等师范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初登三尺讲台，

被分配到全县最偏远的小学，任全科教师；一年后，调入当

地片区中学（下辖6个乡生源）任团委书记，承担两个人的

工作量，却意外被顶替“下课”；28岁，他调至重庆市铜梁

县（现为铜梁区，下同）最好的初中——巴川初级中学，两

年后任教务处副主任，彼时没带过毕业班、没有显著教学成

果，“火箭式”升职引发争议；两年后，跨过正主任级升任该

校副校长，又引发更大的争议；37岁，他接任重庆巴川中学

校长，上任伊始主持分层教学试验，家长、教师、社会质疑

声不断，初次教改以失败告终……

他的教育路，时有泥泞坎坷，他只顾向前奔跑，不言弃，

不盲从，一次次化危为机，保持教育定力，坚守教育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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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困境中找到“自主教育”之路，带领重庆巴川中学突出重

围、走向壮大，成为引领区域教育发展的一面旗帜。

良师启迪，在“自主学习”中受益

经师易遇，人师难求。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

郭洪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时，结缘了两位对他教育生涯影响

至深的教师——数学教师王凤仪、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罗德刚，

为他今后“自主教育”思想的提出孕育了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在以“灌输式”教育为主导的时代，

这两位教师显得与众不同。

王凤仪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系，一头卷发，一口

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话语简洁、条理清楚，治学严谨，注

重学生的自主学习。每节课的例题，总是给全体学生较为充

足的时间独立尝试，然后巡视全班，有针对性地请一两位同

学板演，接着让其他同学观察并点评，比如典型错误、巧妙

解法等，最后，她再予以精讲。于是，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自

主学习、合作交流中都得到提升。郭洪常常被抽到板演或点

评，这大大激发了他的数学学习兴趣。

罗德刚重在引领学生在切身体验中获得成长。那时，班

会课常被老师“拿”去让学生做作业，罗德刚却费心思认

真设计——或将自己精心准备的各种剪报读给学生听，让学

生讨论；或把他用心收集的已参加工作的师兄师姐的来信片

段与学生分享，常令学生特别感动。郭洪还记得，罗老师针

对班级凝聚力差的问题，让全班38个同学各剪一个五角星组

成两个红色大字“团结”。郭洪回忆道：“38颗‘红心’紧紧

凝聚在一起的画面，深深触动了我们，让大家激动了很久很

久……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领悟到德育的价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郭洪在担任副校长时，尽管分管

全校教学，却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在两位良师身上，

他看到了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实践形成的合力，初次感受到

“自主”二字的力量。而坚定他对“自主学习”理念信心的，

还要从他切身的教育实践说起。

1988年，郭洪以成人高考理工类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如愿

考上四川省渝州教育学院数学系脱产进修专科。此后，他一

头扎进书堆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学数学的文章。专

科结业后，他又顺利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授本科班学

习。当时，他还承担着初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并兼任一

个班的班主任。郭洪记忆犹新：“夏日酷暑难耐，几个大电扇

不停地摇摆，上课老师讲得汗流浃背。回到学校，不仅要批

改作业、准备考试，还要为‘还课’加班加点工作，其间的

艰辛很多人无法想象。”

怎么做到求学、教学两不误？郭洪给自己定下三个原则：

一不调课，二不请人代课，三保证学生学业成绩不受影响。

他认真研读教学大纲、教材、教法，坚持订数学杂志，每两

个月去县城书店买资料，除了为两个班的数学特长生新编讲

义、实行分层教学外，还建立了两个兴趣小组，实行组长负

责制，强化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让小组成员相互提醒、

相互解疑、相互评价，每两周集中辅导一次。

在那届初三，郭洪进行了大胆尝试：让两个班的优秀同

学组成两个小组，自己为数学单元测试命题。在郭洪的指导

下，学生们把两组命题进行整合并形成正式的测试题。至今，

当年学生的那种高兴劲、投入劲，以及那种强烈的自信和满

足感，仍然令他难以忘却。

在师生共同努力下，他执教的两个班数学成绩大幅提升，

在毕业考试和数学竞赛中史无前例地创下两个“第一”，其

中陈波同学获得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四川省共50人、重庆

市仅7人），成为铜梁县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同年，郭洪被评

为铜梁县优秀青年教师。

   

初任校长，临危受命带最差毕业班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1995年，巴川中学面向全县择优招聘6名数学教师，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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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以第一名的成绩受聘。2002年，铜梁县人民政府与重庆新

鸥鹏集团合作办学，从此巴川中学走向民办教育之路。

2004年，老校长退休，郭洪接任巴川中学校长。他大

胆尝试在初三年级进行分层教学试验，由于教师发动不充

分，在没有召开家长会、学生会的前提下，将全年级30多

个班打散重新组合，分为A、B班。被分到A班的学生、教

师及家长都很满意，分到B班的则都很有意见。加之个别

人从中作梗，导致改革举步维艰。教学试验仅进行了三天，

就在县教育局、县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宣告失败，学生和教

师重新回到原先状态。

改革的失败，并没有让郭洪退却，他意识到：分层教学

本没有错，但是实施策略上多有不当。学校改革必须加快，

集团和学校领导也必须有气度地、实事求是地自我批评。

2005年春节，郭洪与老校长、集团董事长等人在县城一

家酒店团聚。一位市教育界的领导带着县里的几位领导过来

礼节性地敬酒，一上来就质问集团董事长：“你们学校声称

‘初中教育专家’是谁批的？你们有几个特级教师、重庆名

师、学科带头人？”董事长回应：“领导，这只是一种追求，

的确到今天我们一个也没有，但我们会用这个标准激励大家

奋斗。”气氛很不友好，血气方刚的董事长当即决定：“今年

春节不过了，咱们马上到重庆，通知相关干部开会研究学校

的发展。”

当晚，当人们还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郭洪一行三

人驱车两个小时赶到重庆，并通知初三毕业班的三位管理干

部次日一早赶来开研讨会。会上，大家分析了学校存在的问

题和危机，研讨怎样交出令学生、家长、集团、社会都满意

的答卷。

研讨会上，学校领导班子研究出了很多学校发展措施，

其中一条让所有干部都备感意外：由郭洪接任初三年级最差

一个班的数学教师兼班主任。原因在于，那时郭洪刚成为正

校长，有很多事情没有理顺，更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观望。

对此，集团董事长认为：郭洪只要带好了全校最差的班，就

一定能证明他能带领好全校。

反复掂量后，郭洪同意了。

作为一个距离主城50多公里的郊县民办学校，要想与重

庆市教委直属的一流中学争抢市场的蛋糕，谈何容易？郭洪

清楚，初中属于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只有走特色优质发展之

路，才能让家长心甘情愿送孩子到校读书。经过研究，学校

最终确定“巴川中学——初中教育专家”的定位，而那时除

了中考成绩，少有其他成果支撑这一定位。学校教师外出参

加教研，都会被旁人送上一句“初中教育专家”，其中有友

好的，有质疑的，当然更有嘲笑的声音。

之后，郭洪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校长工作一点儿未

少，还增加了满工作量的教学任务。近100个班、5000多人

的学校，校长何以有精力兼任多职？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倘

若依靠传统的教师主导型的班级管理，难以两头兼顾。“既

然承诺了，就得想想该怎么平衡兼顾。”郭洪决定，在学生

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上下足功夫。

他想到让学生成为自己的“助手”，帮助教师管理班级，

随即召开干部座谈会，寻找得力班干部，发展学习小组长，

建立激励机制，尽可能放手让学生去做自己能做的事，而郭

洪的功夫主要花在了备课、指导、验收和评价上。扎实而有

效的工作，让郭洪带的毕业班不仅甩掉了倒数第一的帽子，

而且那年中考成绩创下学校新高。“无论是学校，还是我这

个校长，一直憋着这口气，总算不负众望。”郭洪很欣慰。

教育不息，革新不止。在纷扰的舆论中，郭洪铆足干

劲狠抓学校内涵发展。他认为，正是因为有创新、有进步、

有“吃螃蟹”的勇气，才会与质疑狭路相逢，“每一次质疑

淡去，化作掌声，也就意味着跨过了一个坎，又将迎来新

的开始”。

    
自主教育，做真正的“初中教育专家”

“选择了民办教育，就选择了永远的忧患意识。”郭洪时

刻提醒自己：“我们的初中必须办得比别的学校好，而且要好

很多！”

建设优质的民办学校，势必要突破“重教师而轻学生、

重传授而轻探究、重共性而轻个性”的教育桎梏。“如果丢

下99%的人，而追求1%的金牌，那不是教育！”郭洪强调道。

学校经过反复讨论、思考，决定走小班教育发展之路，把班

级人数控制在30人以内。郭洪直言：“倘若人数不能少下来，

素质教育很难落到实处。”

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学校很快确定了小班发展整体改革

思路，确立了强健体魄、流畅表达、自主管理、合作学习四

大核心，以整合课程、改革课堂、创新评价为抓手，开展班

级文化展、辩论赛、达人秀、英语节、毕业典礼五大特色活

动。环环紧扣，一一落实，逐渐赢得了学生、家长、教师的

认可，学生的文化成绩和综合素质同步提升，为巴川中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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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校全面推行初中生自主管理——让学生自上而下参

与学校管理、班级管理并进行自我管理，成为学校的主人，

教育从“外化”走向“内化”，从“老师说教”走向“学

生自我教育”。每个学生在明确标准、付诸行动的基础上，

提高自身的自主性、自律性和自觉性，最终促进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同时，学校对学生自主教育也从单

纯偏重德育的教育，走向关注全人的教育、关注人的成长

过程的教育。

据巴川中学毕业生张灿回忆：“以前自习，班主任总是坐

在讲台上守着。只要老师一走，教室里顿时像炸开了锅。郭

洪老师却不这样，他让班干部轮流坐在讲台上管理秩序。当

学生自己成为‘领导’的一分子，积极性立马被调动起来。

自习时间即使老师不监管，一切也井然有序。如今想起来，

这种让学生自主管理的模式的确让我们受益匪浅。”

巴川中学2006级毕业生、高考考入北京大学的但雪聪

清晰地记得：“一次做课后练习，同桌遇到不会做的题目向

我请教，我正打算给同桌详细解答，郭老师看到后默默地

对我摇摇头，又告诉那位同学要先思考再问。虽然同桌会

因此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我相信她的思考是有价值的。工

作后很多问题虽然脱离了原本数字和符号为主的形式，但

是它们对于解题者的要求却殊途同归——勇气、自信、独

立思考和积极总结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些品质都是在学

习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近些年，巴川中学在“自主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不断

完善学校架构，构建了从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体系，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