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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琅书声是校园最美的音乐，学生们捧书

热读的情景是校园永恒的画卷。在郑州十二中，

教师读书也成为了生活中最甜美的调味品，因

为这里有吸引教师读书的“天堂”。

这就是新教学楼的另一个创新之举———

“书吧”。“书吧”设在新教学楼二楼，推开雅白色

的房门，一个时尚的吧台让你怀疑这不是读书

的地方，但这里的确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一个能容纳十多人的阅读桌搭配上简单大

方的椅子组成了书吧的自由阅读区，周边各种

报刊杂志，可供教师自由翻阅。如果你有什么思

想感悟或者读书心得，那就到沙龙区吧，一个椭

圆形的桌子，十几个人一起，不同的声音相互碰

撞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讨论的时间长了、看书看

得累了，抬头看看那丛青葱欲滴的翠竹吧，它可

以安抚你劳累的双眼，抑或到吧台品品茶，喝点

咖啡，吃点儿糕点，让自己放松一下，在惬意中

回味书中的收获。穿过沙龙区，朱熹的《观书有

感》和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被书法家演绎

得或优雅或遒劲，“为有源头活水来”、“绝知此

事要躬行”相映成趣，共同阐述了读书之道。书

法所在的磨沙玻璃组成的屏风后，一个个读书

卡座配上一台台崭新的电脑组成了专座区，专

座区是方便教师著书立说所设，各个读书卡座

是学者型、研究型教师的专位。

审视书吧，这里简直就是一座精心“雕刻”

的艺术殿堂，只有十二中人知道，这里的每一个

角落都渗透着庞非的理念与苦心，比如那丛翠

竹，比如沙龙区的圆形桌子，比如吊灯的颜色、

形状，比如那两首诗，比如经过仔细斟酌后挑选

的每一本书……

“我们要把这里打造成十二中的精神策源

地，让教师感受到读书是一种享受，让教师不得

不想到这里，不得不想读书。毕竟，只有多读书、

读好书才能开阔教师的眼界，才能更好地引导

学生、教育学生。把专座区独立出来，设成专位，

更是为了在成就名师上给教师以鼓励和支持。”

庞非直言，让教师投入到读书、教研中欲罢不能

才是他的目标。

相约好书，牵手美文，为精神打底，为人生

奠基。读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生活

的享受，生活的品位在读书中提高，生命的内

涵在读书中强化。教师自觉的读书行动无声地

影响着学生，感染着学生，与老师探讨读书问

题的学生越来越多，“读书”意识已深深的扎根

于学生的心里，读书已成为学生的习惯。如今，

阅读课已成为十二中学生的必修课。“腹有诗

书气自华”，十二中师生畅游书海，在读书中学

习，在读书中增加智慧，在读书中强化生命的

文化底蕴。庞非要让学习成为教师和学生人生

质量的优化过程，精神资源的开发过程，生命

品位的提升过程，要让“学习”沉淀为十二中的

一种文化。

走进十二中，一座崭新的教学、办

公两用楼肯定会引起你的注意，端庄、

大气又处处洋溢着儒雅的学术气息。

这 是 今 年 １月 份 才 投 入 使 用 的 教 学
楼，是十二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它为教

师、学生提供了一个舒适、适合学习、

适合科研的环境。

“名师长廊”是教学楼的一个亮

点，也是庞非的得意之作，更是每一位

教师走进办公楼时获取精神力量的源

泉，是每一位学生、家长步入教室时的

“定心丸”。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

业化发展，学校确立了“以点带面，骨干

先行，榜样示范，整体出击”的教师培养

行动方针，启动了“名师工程”。名师长

廊设在教学楼一楼的教师办公区中间走

廊北侧，与南边窗明几净、一字排开的

语、数、外、文综办公室相互映衬，墙壁

上方悬挂着一排教育家、思想家的塑像，

下方是十二中名师

的挂像，塑像、挂像

下均分别配有关于

名人思想和名师教

育 理 念 的 文 字 介

绍。长廊的位置是

经过精心选择的，

它是每一位教师走

进办公室的必经之

路，是每一位学生

走进教学楼时的目

光所及；长廊的形

式设计独具匠心，

教育家、思想家的

指 引 是 精 神 的 源

泉，身边名师的榜

样是前进的动力。

“每当路过这

里，我和他们之间

都会进行一次心与心的交流，我们思想

之间就会产生合力的交融，我们的心灵

之间就会碰撞出美丽的火花，我心中

就 会 产 生 一 种 莫 名 的 力 量 … … 我 崇

拜，我的职业；我感动，我的同事；我兴

奋，我的目标；我幸运，我每天都有机

会路过我们的名师长廊。”这是十二中

青年教师史克威的心声；“每每经过长

廊，看到自己的挂像和格言，我总是感

到自豪和惶恐，它是我工作的动力源

泉，时时鞭策着我永往直前，不敢有丝

毫懈怠，激励我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向

更高目标迈进。”这是十二中名师王侠

义的感言；“在去教室时，我们总能看

到名师长廊，总能感受到老师的无私和

奉献，我们对学习就更有信心。”这是学

生的感触……

名师长廊是郑州十二中从细微处着

手的管理文化的见证，其产生的正面效应

让校长庞非感到莫大的欣慰……

“我是十二中人，我爱我校，我是

十二中人，我爱师长；铭记恩师的教

诲，成人、成才、成天下，牢记父母的嘱

托，争优、争胜、争荣光；惜时如金，遵

守规章；勤学苦练，笑傲考场；敢立壮

志，拼搏向上；弘扬‘三实’，铸就梦想；

自信成就人生，未来凭借自强；我能

行，我真棒；我成功，我飞翔。搏击长

空，我一定能够创造辉煌！”每周周一，

在国旗下，在校长的带领下，全校学生

举起右手，呼喊着共同的誓词，那场面

是庄严而神圣的……

从上学期开学以来，郑州十二中

一直坚持对学生进行“惜时教育”、“感

恩教育”、“信心教育”。每日的早、中、

晚上课前，每日三操时，十二中学生都

会高呼各种励志口号。一遍遍的宣誓是

郑州十二中独有的风景，各种各样的誓

词叩击着学生的心弦，让他们在一遍遍

的自我暗示中扬起自信的风帆，激起昂

扬的斗志，扫掉他们心底的消沉，寻找

内在驱动力，挖掘释放潜力，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求知。

早操时，记者发现几乎每个学生

口袋里都有一个小本子，在早操开始

前，在休息的间歇，他们都会把小本

子拿出来看上几眼。“这是我们的口袋

本，有纠错本、课堂笔记本、单词本，

我们一有时间就看，这样可以巩固学到

的知识。”高一九班李盈盈自豪地告诉

记者：“这要归功于惜时教育。惜时、

感恩、自信是我们学校信心教育的内

容，它让我们健康、快乐、充实地生活

在十二中。”

感受过信心教育，感受过一日六

次的宣誓，高二一班的弓青青同学发

出这样感慨：每当呼喊“人的一生只有

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时，我的内心

便会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不由地

投入到学习中去；每当呼喊“为了祖国

的未来，为了父母的期望”时，我便会

感受到自己的身上担负着祖国的未

来，自己的身上寄托着父母、老师的期

望，我就会浑身充满力量，充满学习的

动力；每当呼喊“自信成就人生，未来

凭借自强”时，我便对自己更加肯定，

也更加敢于表现自我，从而获得自身

更大的进步与完善。

经历过信心教育，家长陈树歌对

自己孩子的变化感到惊喜。“由于孩

子基础差，对学习没有信心，对未来

充满迷茫，孩子一度自暴自弃，上课

总是调皮捣蛋，扰乱课堂秩序，下课

也总是不做作业，我用尽各种办法但效

果都不大，甚至已经放弃希望。”但在

上学期期末，他发现孩子渐渐地发生

了变化，放学回到家总是到书房学

习，手里还总是拿个小本子。有一次

甚至还告诉他：“人的一生只有三天，

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已经过去，并

永不复返，今天也很快过去，不学习

就没有时间了。”作为父亲，看着孩子

的变化，他喜在心头，他知道孩子又

有了希望。“老师也反映他听课比以

前认真多了，也能自主学习了。我从

孩子班主任处得知，这是因为十二中

从上学期开始对学生进行了信心教

育。”陈树歌由衷地感慨：“信心教育

对孩子来说就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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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师长廊”的对面，记者透过窗户的玻

璃，发现几位老师正在讨论着什么，记者轻轻推

门进去，原来他们正在进行校本教研活动。

在这里，记者了解到，十二中的校本教研主

要在教研组和备课组两个层面上开展。在教研

组层面上，各类示范课、观摩课、研究课、汇报

课的组织让名师展示了自身的风采，让青年教

师得到了直接的学习机会，让骨干教师得到了

提升自我的机会，他们通过各种讲课、评课、反

思教学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各个教研

组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科研、考试研究、学

科特色建设等方面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和具体

安排。

“我校的教研组长都要到上海培训一个月左

右，备课、听课、评课、教研等各个环节全

程参与，体会、领悟上海先进的教育理

念，回来后通过橱窗、座谈等各种方式进

行宣传，并努力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

中寻找结合点，使之成为自己教学效率

提高的加速器。”十二中物理教研组组长

王友书告诉记者。

在备课组层面上，同一年级同一学

科的老师每周都有集体备课时间，“主

讲人公开自己的教学设计，与备课组

其他教师共同讨论，有针对性地改进

提高。”高二语文组教师杨光告诉记者，

“然后大家根据教学设计定稿，结合本班

具体情况进行授课。课后，老师对自己课

堂教学组织情况进行反思，对教学设计

进行再一次优化。这已经成为了十二中教师的一

种教学风气。”杨老师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这种做

法的肯定。

校本教研中，十二中教师研究教材，研究考

纲，研究学生，研究教学中的困惑，研究学生学习

中的障碍，研究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周密组织，

灵活安排，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凝聚了集体

的智慧，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节课都能取得令人

满意的效果，让广大普通教师借助校本教研这个

平台，在名师的引领下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向

名师的目标迈进。

“这是一种合作文化”，庞非说集体的力量是

无穷大的，这种合作精神会传染给十二中的学

生，这是对学生的身教。

走在新教学楼的走廊，看着宽敞明亮的教室

中同学们正在专心地自习，记者禁不住走了进

去。绕着教室走过一圈，令人惊奇的是，一个班５０
多个学生竟然没有几个学生抬头。又随手翻开一

个学生的作业本，记者看到，每次作业旁边都写

有学生的感悟，后面都写有老师的评语。记者带

着好奇和疑问与一些学生交流起来。“杨老师要

求我们在做作业时，把自己对学习的感受、遇到

的难题和困惑写在作业的旁边，她批改作业时再

一一给予回复。”一个学生告诉记者，“很多学生

不仅在作业本上写自己对学习的认识和困惑，还

写对生活的认识和困惑，向她诉说心中最隐秘的

想法。我们都把她当朋友，当知心姐姐。”

学生所说的杨老师就是杨春风，她是高一年

级的数学老师，在十二中勤勤肯肯的近十年中，她

不但把心血倾注到课堂，更让关爱延伸到学生的

生活，延伸到学生的心里，关注学生每一次情绪变

化。在任教过程中，她写给学生的鼓励与安慰就有

厚厚的两大本。“我告诉学生只要遇到问题可以随

时找我。”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同学们交流，

杨春风总是要等到放学后很久才离开学校。

“生活老师对孩子的真心关爱，让我尤其感

动！”这是该校学生白书方同学的家长写给学校

的感谢信。原来是在去年１２月的一天夜里凌晨
两点多钟，白书方同学突发高烧，生活老师苗老

师不顾天寒地冻马上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挂

号、检查、输水，一直忙到早上五点多，等到白书

方高烧慢慢退下，苗老师才松了口气。每当其他

老师提起这件事情，苗老师总是不好意思地笑笑

说：“孩子住在学校，咱们不光是他们的老师，还

是他们的父母、朋友、亲人，照顾他们也是理所当

然。”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道出了所有十二

中老师心中所想。

在信上，白书方的家长从一件件小事历数了

白书方从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到懂事、自觉帮父母

干家务的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位母亲的自豪

和欣慰，充满了对学校老师的感激和尊敬。“当看

到孩子的卧室收拾得干净整洁，当看到孩子主动

拿着拖把打扫客厅的卫生，当看到孩子争抢着为

爷爷奶奶打、倒洗脚水，我的心里总是充满自豪

和感激，谢谢你们帮我们培养出了一个这样懂事

的孩子，谢谢你们教会了孩子这么多。想想当初

把一个还没有离开过父母、亲人的孩子交给你们

时我内心那一丝不安，我感到万分的愧疚，请你

们谅解一位母亲挂念孩子的心。”

在十二中，“每天给学生一个微笑，每天找一个

学生谈话，每天给学生一句鼓励的话”已经列入老

师每天的工作日程，成为老师每天必作的“功课”。

“在这里，我感觉到了老师对我们无私的爱，那

是我前进的动力，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不辜负父母、

老师的期望。”这是白书方在日记中的真情流露。

看着这些文字，庞非感到欣慰，为学校有很

多这样的好老师，为学生的感恩、进取，为家长们

对学校的放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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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十二中校园，嗅着梧桐花的芳香，欣

赏着樱花的烂漫，放眼望去，楼树交相辉映。息

气屏声，静静感受那种校园独有的书卷气息，

一种舒心、惬意的感觉弥漫心田……文化广

场，就是这样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接纳着你，不

知不觉，你已经站在了它的中心。徜徉在充满

人文特色和艺术气息的文化广场，你对它所承

载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对它所蕴含的十二

中五十六年历史的积淀必定会有所领悟……

广场里最让人感动的是矗立在广场正南

方的雕塑“耕耘·收获”。一支犁铧，远看，犁铧

既像一个大大的“Ｖ”字，又像一只展翅翱翔

的雄鹰。它正从平整的

五色石上耕过，后面五

色石翻转开来，崭新的

土地捧到你的面前，透

露着自然的芬芳，犹如

学子们纯朴的心灵，等

待着春风，等待着雨

露。没有耕耘，何来收

获？犁铧走过，打破僵

硬，解开束缚，老师就

像知时节的好雨，无声

地滋润着求知若渴的

孩子。犁铧耕耘着神州

大地，教师耕耘着学生

的心田，学生耕耘着自

己的未来。广场两侧，

“春华”、“秋实”；“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

“琢璞”、“知远”；“眷

恋”、“如荷”四组雕塑

相互呼应。它们是十二中人五十六年来诚实、

踏实、务实精神的生动浓缩，它们正用静默诉

说着郑州十二中莘莘学子的求学之路，用无

语解读着郑州十二中对现代教育目标的不懈

追求，成为一代代十二中人艰苦创业、拼搏进

取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十二中校长庞非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

间，精心策划，全程参与雕塑制作，每一个细

节的设计都饱含着他的心血，融进了一个校

长对十二中传统精神和现代教育的理解，追

求在传统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

合中让校园处处都散发出浓厚的文化气息，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学生在感受与熏陶中完

成精神家园的一次又一次自我洗礼。高一三

班的李怡霖同学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站在文

化广场，沐浴在鸟语花香之中，我忽然明白，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我们应该怀揣着希

望的种子踏上求知的旅程。为了收获秋天丰

硕的果实，我们要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寻找

智慧的源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终

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成功。我们像一块未成型

的璞玉，在老师的雕琢下逐渐成型，一步步向

前，虽“路漫漫其修远兮”，然“吾将上下而求

索”，经过“春华”，我们必将迎来“秋实”。当我

们带着对十二中的眷恋走出去，当我们成为

国家的栋梁，我们一定还会时时记起十二中，

记得“如荷”，记得“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

益清，亭亭净植”，我们会以此作为我们做人

的准则。我们也终究会像那只“雄鹰”一样展

翅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赖现军是十二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漫步

文化广场，他有这样的感悟：“春繁华，秋金

实，离不开教师的辛勤浇灌。虽说钟灵毓秀，

却也不能没有老师如荷的品质给予熏陶、渐

染。只有锲而不舍，才能琢璞为琳。育才之路

漫漫而修远，靠的是我们的踏踏实实和锐意

进取。我们深深爱着这片土地，即使成为一片

落叶，也要化作春泥，为十二中的辉煌明天贡

献出自己的一切。”

所有的十二中人在这里可以获得自己前

进所需的力量，可以享受生活的七彩阳光，可

以找到精神的乐园。这或许正是校长庞非当

初策划、建造文化广场的初衷，当年盛开的

“春华”成就了今日的“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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