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新时代需要有精气神的教育，教育呼唤有精气神的教师。作为教育从业者，笔者深知要提升教师团队的“精气
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笔者深信，只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团队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和文化氛围，就一定能够引
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镇海区炼化小学 曹金波

人有三宝精气神，学校管理亦是如此。对于学校的发展而言，激活学校内在的精气神，振
奋师生的精神面貌，是做好学校所有工作的第一抓手和着力点。激活学校内在的精气神，关
键在于教师，在于教师队伍。教师有怎样的精神气质，学校就有怎样的精神风貌，学生就受到
怎样的教化与熏陶。

近年来，由于多校融合、一体化办学，教师的年龄结构、学生的生源情况发生变化，教师
的精气神有些低落。身为管理者，面对现状，如何提振教师的精气神，使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
力量，推动学校不断向前发展？笔者做了以下探索。

人是需要精神支撑的，学校更是如
此。要想引领学校走向卓越，首要之务
便是凝心聚力，铸造学校的精神之魂。

（一）建设“团结+协作”的领导集
体。

学校要发展，有力一处使。在学校
三年规划这一共同愿景的引领下, 管
理团队的每位成员都能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勇于担当作为，不折不扣地执

行局党委的决策部署，相互理解、相互
支持,做到思想一致，目标一致，步调
一致，形成了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上
下一心、力争上游的领导集体。

（二）建设“敬业+奉献”的组室团
队。

学校以“炼 廉 敛 恋”四个维度
着力打造一支敬业爱生、严谨执教、协
作创新的现代化教师队伍。学校重心
下移，多纬度组建团队，管理团队和党

组团队侧重“奉献+引领”；读书社团和
青年教师团队侧重“学习+提高”；组室
团队注重“和谐+进取”。通过团队建
设，实现师训、教研、科研、课改的深度
融合，逐步形成“自主+合作”的团队文
化。

（三）建设“学习+提高”的青年教
师团队。

学校牢牢抓住青年教师发展的上
升期、关键期，夯实推进“蓝青工程”，

对青年教师加大培养力度，建立校内、
校外名优教师为主的导师团队，遵循
青年教师“半年适应、一年过关、两年
成型、三年有实绩”的原则，以教研组
活动为突破口，通过导师带徒等各种
形式，开展各项青年教师培训活动，如
新教师听评课、教坛新秀练兵等，在

“传、帮、带”中促进新教师的专业发
展，有针对性地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
水平。

一、精：凝心聚力，团结协作，铸就学校之魂

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每个人都
应该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和
决心。要激发团队成员的这股“气”，让
他们在工作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
我。

（一）自抬标杆，扬教学之行。
学校倡导每位老师人生有规划，

教学有目标，学生有期待。首先管理团
队不断给每位老师创设发展的场域，
通过培训赋能，树立“风向标”；通过

“沉浸式”的分享、“体验式”的辩论赛、

“卷入式”大讨论等，立戒、立行、立魂。
其次，鼓励老师们深耕课堂，厚植“责
任田”，把“上好每一堂课”作为师德要
求，通过巡课、下发提示单提质增效；
又借助“案例化”研究提升内核。真正
做到追求卓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每
位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倾听声音，提教育之气。
学校管理团队时常与教职员工交

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
求，还注重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

来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为了
让每一个教师转身从“边缘”来到“C
位”，开设了“月月谈”系列活动，自下
而上地为学校提“金点子”，畅谈对学
校管理、各类制度、工作环境等方面的
建议，并由管理团队当场进行解答。

“月月谈”模式自下而上地调动起全体
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全体教
师的使命感、责任感，提升了教师队伍
的凝聚力、向心力。

（三）暖心工程，涵幸福之力。

针对专家组提出的教师幸福感下
降的问题，学校以党、工、团等组织为
单位，基于“热心、暖心、细心、用心、知
心”五心模式，开展“炼小暖心工程”，
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开展“炼小教师
踏春活动”“炼小教师趣味运动会”等
活动，助力“炼小”教师团队成长；精心
打造“炼小教工之家”，营造教师休憩
驿站，把教师团队文化融入到学校文
化中，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

二、气：争先创优，磨砺能力，树立争先之志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有精
气神的老师是与时俱进的老师。教师
群体有使命感，以“传道授业解惑”为
己任，有立德树人的神圣感，才会不怕
苦、不怕难、有恒心、有毅力、矢志不渝
地与时俱进。

（一）驱动内生力，拒绝躺平。
在一所中老年教师居多的学校

里，如何调动起老师们的自我效能感？
学校从制度改革、体系重构、名师引

领、环境改善，多维度全方位开辟新路
径。打破原有的安逸安稳的现状，让每
一位教师躬身入局，跳出自己原有的
舒适圈，挑战高一级的职评，共同编织
属于学校的新名片。每一次的创建工
作，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机会，大家全身
心投入，高质量高水准完成。但凡有机
会，学校鼓励每一位教师努力去尝试，
努力到无能为力。

（二）释放新活力，敢为人先。

每位教师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
重视。学校给予他们充分的同理心，

“表扬用喇叭，批评用电话”，从不吝啬
自己的掌声，为大家提气；给予展示的
舞台，如名师工作室引领、骨干教师梯
队培养、新星杯竞赛辅助等助力大家
的专业成长。通过一个又一个周期的
正向循环，越来越多的教师被唤醒，活
力被释放。

（三）激活源动力，砥砺前行。

教育的评价应该重视教师内在精
神需求，少“鉴定、分流、分等”，用动态、
过程、变化、发展、生成的眼光看待教师。
学校建立了一系列激励性考核制度
——先锋团队考评、青年教师考评、班
主任考评等，对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团
队成员给予及时表扬和奖励。这种正向
激励不仅让团队成员感受到了自己的
价值和成就，激发大家继续前行，还感
受到组织的关怀，提升了职业的幸福感。

三、神：淬炼革新，驱动内生，焕发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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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教师精气神 疏浚学校发展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