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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报 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一片一片““丹丹””心育桃李心育桃李
走近郑州一中校长朱丹走近郑州一中校长朱丹

本报记者 赵文静 周 娟

“三分天下”的主体课堂

“没有了自主，学习的小船说翻就翻。”朱
丹在今年毕业典礼上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无数
学子挂在嘴边，传为佳话。

朱丹说，“自主、自强、自省”构成了郑州一
中精神。它建立在“唤醒自主意识、提高自主
能力、培养自主精神”的教育理念之上。自主
从意识开始，到成长为能力再到形成精神，应
该是中小学阶段中青少年的成长史。

“评价一个学校好不好，如果从学业成绩方
面制定一个尺度的话，一本率最能体现一个学
校的教学水平。”朱丹坦言，虽然大家都在讲素
质教育，但抛开学业成绩谈素质教育是不现实
的，学习能力提高了学业成绩也会相应的提高。

从 2007 年开始，郑州一中创造出一个个
“高考神话”。今年，郑州一中 3 个高中校区表
现皆佳。其中，郑州一中新校区近 850 名毕业
生，裸分一本上线人数就达 780余人，一本率全
省第一。

提高学业成绩，郑州一中是从课堂改革开
始的，真正从端正的教育理念着手来提高学业
成绩。

“课堂改革第一是课堂观念要改革，第二
是课堂学习方式要改革。课堂上学生的参与
度到底有多大，这种参与度指的是学生的主动
参与度，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朱丹告诉
记者。

课堂改革不应是“皇帝的新装”，单单接受
了课堂改革的新观念，基本理念没有发生改变
是行不通的。如果只是简单地开设大量的选
修课供学生选择，丰富课程体系，虽然在促进
学生个性化发展上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放到
改革的天平上来看，砝码就太轻了。因为，它
只是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内容和门类，并没有触
及学生的学习方式。

郑州一中的主体课堂改革大胆而谨慎。
课题实验组一周要开两三次会，把实验班的情
况放在一起磋商，总结经验，诊断问题。同时，
定 期 与 学 生 恳 谈 ，和 家 长 沟 通 交 流 ，获 得 认
同。主体课堂以“先学后教，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为特征，让学生从“被主体”到真正的主体，
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等问题，都在老
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参与其中，真正明晰学
习的过程和要素，形成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从根本上转变学
生的学习习惯，变“喂食”为“觅食”，由“觅食”
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正学会读书。

主体课堂上，老师们坚持“三分原则”，即
教材中大致三分之一的内容不讲，由学生自学
完成；三分之一的内容老师略做点拨，由学生
讨论完成；剩下大约三分之一内容由老师精讲
完成。同时，按照“边界原则”，上课铃下课铃
是管理的边界，不允许课堂时间的延伸，主张
彻底给学生自主安排的时间，对于内容较多、
较难的章节才允许适当延伸。

自习课堂也是郑州一中的一大亮点和特
色，每天下午和晚上共有 4节自习课，学生在自
由支配的时间里，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养成自学的习惯和品质。“入静、入定、入
神”则是对学子们学会自习的三项基本要求。

今 年 是 郑 州 一 中 推 行 主 体 课 堂 的 第 七
年。郑州一中的主体课堂以学生为本，还课堂
于学生，改变了传统教学以老师讲、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的课堂模式。“每一次上课都是一次
思维的碰撞，师生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学习更
像是一场伴着歌声与笑声的旅行。”郑州一中
1710班理科平行班韩亚庆说。

“课堂改革的核心理念是自由多一点，
还是控制多一点？而郑州一中在自由和控
制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郑州市教研室
办公室主任郑汉波评价郑州一中主体课堂
改革时说。

这个平衡点正是朱丹所孜孜追求的。
推进课堂改革，一方面源于朱丹对教

育素养的认识，一方面跟他的成长和教学
经历有关。

朱丹出生于 1956 年，上学时正赶上文
化大革命时期，初中就上了一年，大部分知
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

青少年时期，朱丹还做过木匠。做过
木工的人都知道，斜榫小板凳的四条腿看
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凳子腿朝向和对角截
面是考验技术经验的“精细活”。在那时，
朱丹意识到，师傅的点拨，会让自己开拓视
野、豁然开朗。

“当一个人越是没有学习机会的时候，
越会非常渴望学习。”朱丹说，青少年时代
的求学经历，让他深深地感到学习的珍贵，
自学的可贵。

每一位校长都希望自己的学校成为名
校，但在朱丹看来，办一所真正被孩子们喜
爱的学校，办一所教会孩子们读书的学校，
方是初心。

郑州一中新校区的大门和主楼前是没
有任何装饰的高大水泥柱子，很多不了解内
情的人会误认为没有完工。其实，这样的设
计蕴含着“教育即生长”的深刻道理，意在提
醒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不忘教育的本质。

作为从教学一线走出的校长，朱丹把
大量的时间放在了抓教学上。他反对“收
割式”教学，从这头收割到那头，想要颗粒
归仓；倡导“钻井式”教学，从产油最大的点
打下去，把一整片的油都打出来。

“我们要培养的不是‘好员工’式的学
生，而是‘CEO’式的学生。我们要允许学
生失败，允许学生成功，让创造性思维生长
出来。”郑州一中从立校以来就注重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提倡增大学生的自由度，薪
火相传。朱丹概括提炼出了郑州一中的教
育理想：“海阔天高，鱼跃鸟飞”，追求为学
生充分创造自由、自主的空间和平台，让生
命舒展，让潜能释放，让身心滋润生长，让
灵魂永远明亮。

如今，经过 7 年的探索实践，郑州一中
主体课堂理论框架已经丰满，并落实在管
理实践和教学行为中，不断地沉淀。

“避免孩子们从低年级阶段就产生厌
学心理，注重对学科兴趣的培养，这是当前
教育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
要思考的问题。”朱丹说，在郑州一中，实施
主体课堂改革就对一中教师提出更高的要
求，不仅要有足够的学科素养，还要有灵活
的教学机制。我们努力培养老师的“工匠”
精神，也期盼把职业当成事业的教育人再
多一些。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头，而是精神；
郑州教育的脊梁不是一个人，而是由众多
有情怀的教育人组成。我愿意做其中的一
分子。”朱丹坦言。

在朱丹看来，做人当然首先要做一个
好人，但是这个好人，不仅仅是一个好，而
是有能力、有担当去践行，要有安身立命的
本事和独辟蹊径的观点。于是，他用渊博
学识和深邃运思去支撑这个好；他用仁者
爱人和与人为善去诠释这个好。

他 是 很 多 学 生 和 家 长 眼 中 的“ 时 髦 ”
人物。说他“时髦”，不是他的衣着打扮多
么的时尚华丽，相反，他从不讲究穿衣，但
注 重 为 人 师 表 ，务 必 简 单 整 洁 ，他 的“ 时
髦”在于他的谈吐和风貌，他在学校历年
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都堪称经典，引得无
数家长和学生争相拜读，甚至因此被誉为

“网红”校长。他引经据典，幽默又富有哲
理 ，还 总 能 用 上 时 下 最 流 行 的 词 儿 和 语
句，而这与他敏锐的视角和广泛的阅读不
无关系。

博学是在一点一点的时间中积累而来
的，走进朱丹的办公室，印象最深的是书。

除了书架上满满的藏书，书桌上、沙发旁、
茶几边、窗台上，到处都是书。

无论是去哪儿，随身背着一袋书已成
了朱丹的习惯和标志。偶有间隙，他必拿
着一本书沉浸其中。

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一次和朱丹校长
一起出差，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就不见了他
的身影，待到快要登机时，到处寻找，才在
机场书店里找到了他。他站在那里一动不
动的读书，走近轻呼几声，他才抬起了头，
恋恋不舍地放下手中的书，拍着随身背着
的书袋笑笑说：“时间没有白费，今天收获
颇丰。”

朱 丹 藏 书 丰 厚 ，多 年 下 来 ，书 由 外 而
内。他讲话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信手
拈来，总是恰如其分，他的思想深邃总又独
具超前意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
道：“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
功。”高明与沉潜是治学的两个路子，在朱

丹这里两不偏废，高明统管沉潜，沉潜辅助
高明，高明由沉潜而来。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朱丹一边影响
着身边的人读书，另一方面是在传授着读
书 的 精 神 。 学 校 语 文 组 组 长 陈 琳 告 诉 记
者 ，初 入 郑 州 一 中 时 ，会 倍 感 压 力 ，在 这
里，每一位老师在课余都是不断研讨、学
习，努力提升自己，这种氛围让你不由得去
努力。

而 朱 丹 总 是 以 各 种 方 式 帮 助 老 师 成
长 和 提 升 。“2014 年 的 时 候 ，我 准 备 写 论
文，遇到问题常请教朱丹校长。他总是给
予耐心指导，并给出好的建议，还专门抽
出 时 间 和 我 一 起 修 改 。 我 的 论 文 他 每 次
都 逐 字 逐 句 的 阅 读 ，前 后 一 共 修 改 了 3
次，甚至细微到标点符号。”陈琳说，朱丹
校 长 总 是 把 内 心 信 仰 的 东 西 融 化 到 自 己
的生活中，他的人品、风度于潜移默化之
中影响着身边的人。

“曲曲长廊，似短又长，这头江
湖 ，那 头 庙 堂 ，贩 夫 走 卒 ，引 车 卖
浆 ，雅 人 名 士 ，学 者 师 长 ，三 教 九

流，农工学商，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萃取菁
华，剔去糟糠，鸿鹄少
年，奋发图强……”走
进郑州一中，入眼便是
朱丹所作《长廊赋》，朗
朗上口，引人昂扬。对
于郑州一中的学子来
说，朱丹校长从来都不
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早
自习间隙的回头，有他
窗外驻足的身影；校园
内匆匆的脚步，有他观
望亲切的微笑；就连餐
厅内，也会不时出现他
关心的问候。

每天早上来到学
校，朱丹必做的一件事
儿就是“转校”。从教
学楼到教室再到校园，
一个个楼层走过来，用

他的话说，这是一种职业精神，他
要传达给师生一种“我时刻与你们
同在”的力量。

校园里有一批新栽的树苗，春
天到了，别的树上都长出了新芽，
只有一棵小树还是光秃着枝丫，朱
丹每天“转校”时都会路过它身边
看一看。有一天，这棵小树也长出
了新叶，现在和别的小树一样，枝
繁叶茂，郁郁葱葱。

朱 丹 经 常 把 这 个 例 子 讲 述 给
老师和学生听。他说，每一个学生
都像一棵小树，只是生长期不同，
只要耐心等待，最终都会成长为一
棵参天大树。对待生命的个体成
长要学会耐心等待，只需给予足够
的空间、平台、信任和支撑，这就是
教育的本真。

郑 州 一 中 校 园 文 化 的 源 头 就
是——“爱与善”，这是恒常而稳健
的学校文化。朱丹提出了学校的
管理艺术——“计白当黑”。他强
调给学生“留空白”，给教师“留空
闲”，形成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文化场，促成百舸争流的局面。他
还 提 出 了 教 师 职 业 情 怀 ——“ 养
学、养心、养气、养德”；提出了学生
精神追求目标——“求学、求真、求
新、求善”。

朱丹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众多教师，更是影响了一届
又一届的学子。连续两年的毕业
典礼上，专门设置了漂流瓶环节，
幸运学子可以要求和朱丹校长一
起吃饭或者出游，这成为一中学子
最期待的事。

“特别的校长，特别的学校，造
就了不一样的学生。”很多已经离
开一中的学子总会说，自己是带着
一中去远行，因为一中文化和精神
已经融入到血液中。

““ZYZZYZ先生先生””的雕像的雕像，，矗立在郑州一中校园的大门不远处矗立在郑州一中校园的大门不远处。。他手拿锤头和钢钎他手拿锤头和钢钎，，雕琢着自我雕琢着自我。。郑州郑州

一中校长朱丹说一中校长朱丹说，“，“ZYZZYZ””取自取自““郑一中郑一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ZYZZYZ先生先生””的精神是仁的精神的精神是仁的精神，，自主的精自主的精

神神，，是永远成长和完善其身的精神是永远成长和完善其身的精神。。

在郑州一中的课堂上在郑州一中的课堂上，，老师要老师要““三分天下三分天下”，“”，“三三””是指课堂上的是指课堂上的““学生自学学生自学、、班级研讨班级研讨、、老师精讲老师精讲”，”，也也

可以理解为可以理解为，，学科章节中的知识内容一部分不讲学科章节中的知识内容一部分不讲、、一部分略讲一部分略讲、、一部分精讲一部分精讲；；按照按照““边界原则边界原则”，”，是学生的是学生的

就是学生的就是学生的，，是老师的就是老师的是老师的就是老师的。。

实施主体课堂改革是郑州一中的实施主体课堂改革是郑州一中的““重头戏重头戏”。”。从从 20102010年开始年开始，，这项改革已经进入第这项改革已经进入第 77个年头个年头。。如如

今今，，这种全新的课堂模式这种全新的课堂模式————““主体课堂主体课堂”，”，大大增加了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大大增加了学生的主动参与度，，还原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还原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还还

原学生学习的欲望原学生学习的欲望，，还原学生对知识的好奇还原学生对知识的好奇，，恢复和激发学生创造的冲动恢复和激发学生创造的冲动，，使课堂成为师生携手完成的使课堂成为师生携手完成的

探索之旅探索之旅，，成为师生精神上的一次次邂逅成为师生精神上的一次次邂逅。。

作为一校之长的朱丹作为一校之长的朱丹，，便是这场课堂变革的灵魂人物便是这场课堂变革的灵魂人物。“。“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办一所好学校办一所好学校、、教一批好学教一批好学

生生。”。”这是朱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这是朱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他从教以来潜心笃行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从教以来潜心笃行的真实写照。。

“鱼跃鸟飞”的教育理想

“网红”校长的读书精神

“时刻与你们同在”的
师者力量

▲一中学子开心地和朱丹合影

学生和朱丹亲密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