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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驱和共生：民办学校的创新选择 
——以远恒佳教育集团为例 

宋远标 

（深圳市远恒佳教育集团   广东深圳 518109） 

摘要：新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全国民办教育进入新一轮发展期，民办教育机构纷纷转型升级，谋求集团化发展。集团化办
学在价值引领、体制、机制、课程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优势，既可保持校本特色的成长惯性，又能促进作为办
学共同体的共生共荣，以远恒佳教育集团的内生型成长为例，以内驱和共生为主轴，综合推进学校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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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单体学校而言，集团化办学在体制、机制、资源整

合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创新优势，既可激发集团内各学校的内
在驱动力，保持校本特色的成长惯性，又能够促进作为办学共
同体的共生共荣。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颁布后，
民办教育进入新的发展轨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启动新引擎，
加速内循环，激活生命力，保证民办学校的创新发展。 

一、确定使命与价值观，提升学校发展的内驱力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将服务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学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审视学校的办学使命，肩负起传递与引领核心价值观的责
任，这是学校创新之源，发展之本。寻找民办学校发展的新动
力，就从确定办学使命与价值观入手，打开学校创新发展的双
引擎。 

1.从奠基人生的高度思考教育 
教育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

民办学校也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教育就是培养美好的人格，
奠基人生的高度，肩负塑造儿童美好人生的使命。对一个人而
言，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焕发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
拥有美好的人生。对一代人而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建设美好的教育，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和优秀的建设者。 

远恒佳教育的价值观就是“为每一个孩子的美好人生奠
基”，从基本品格、基本习惯、基本能力和基础学科抓起，让学
生具有宽厚的文化视野，卓越的创新能力，坚定的社会担当和
高尚的生活情操，过一种幸福的教育生活。 

2.从养育民族精神的高度办教育 
中国走向世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民族精神是我

们的文化之根。远恒佳教育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民族情怀、有移动能力的世界人”。为不辱使命，学校和幼儿园
以社会实践和阅读教育为抓手，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革命
文化教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阅读教育的推广和研究，不仅是在中小学开展，也在幼儿
园开展“前阅读”研究。通过广泛而有深度的阅读教育，传承
优秀的文化。如果说课堂是一页书，人生就是一本书，社会生
活就是一部文集。从这个意义说，阅读就是生活的全部，人的
一生就是在读书、读人、读生活。换句话说，学生既要读有字
之书，更要从无字句处读书。 

3.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承担教育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和优秀的建设者是

国家的教育方针。学校不能只顾当下的分数和中高考名次，而
是面向未来办教育，校长和教师需要教育的情怀，更需要社会
担当精神，民办学校更要解放思想，不要被自己的绳索束缚住。 

民办学校要发展壮大，也要敢于承担起民办教育应有的担
当，不能满足于做公办学校的补充，而是要做深圳教育改革的
先锋，做教育发展的重要试验田，做教育事业的增长极，为“深

派教育”摇旗呐喊。有了这份胆识与担当，才可践行学校的价
值观，肩负塑造美好人生与传承优秀文化的双重使命。 

使命与价值观，是学校办学理念的核心，实践证明，学校
只有先做出正确的定位，用科学的理念指导学校变革行动，才
能在办学实践中结出硕果。 

二、建立制度与机制，打通民办学校的内循环 
一所学校充满活力与诗意，受到教育、教学、后勤、管理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运行机制，
就像人体的“内循环”一样重要。制度规范，运行通畅，校园
和谐，才能够让家长省心，安心把孩子送进学校。 

1.党的建设，制度执行的前提 
民办学校要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

这是制度执行的前提，如果方向错了，再好的制度也会执行走
样。 

学校特别注意引导教师调整心态，与学校共命运。既然选
择了民办学校，就不要患得患失，而要与学校荣辱与共，同甘
共苦。引导教师在工作中树立安全意识、合作意识、学习意识、
服务意识、改革意识、进取意识等，以主人翁的心态在民办学
校的工作与生活。  

还要引导教师建功立业，形成事业共同体。教师把学校当
作自己事业的平台，不要把自己当成“过客”。虽然在一所学校
工作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但每一所学校工作的经历都是自己
生命历程的一段，值得珍惜。民办学校的教师只有将个人与学
校发展融为一体，才有归属感，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2.制度管理，事业发展的保障 
集团化办学能够促进作为办学共同体的共生共荣，但不应

忽视一所学校的各部门之间、集团内各学校之间的发展是不平
衡的。实现可持续发展，防控危机，建立符合实际的科学管理
制度尤为重要。 

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大而全”，而在于“小而精”，每隔
一两年都适时适度地修订，逐步形成办事、做事、管事的一整
套程序化机制，固化下来，大事做精，小事做细，制度就有了
生命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集团化办学中，各单位既要遵守集
团的制度，又要创新本单位的管理，在工作中勇于面对新问题，
敢于创造性解决问题，为集团母体的制度创新积累、总结经验。 

3.执行机制，以高效工作为目标 
一切制度的价值指向都是高效。学校管理者高效处理事务；

教师高效教学，赋能学生；学生养成了高效学习的习惯和技能。
人人做事都有效果，让制度执行的效益最大化。   

远恒佳教育的集团精神是“上班是军队、下班是家庭、培
训是福利”，体现了制度的纪律性、人文性、进步性。干部用自
己的优良习惯引领师生的习惯，这就是带队伍。一个校园内，
所有的人都按要求做事，就成功了一半；都按学校确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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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制办事，就成功了一大半；都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成
功了。因为个人的习惯已经化成积极的群体心态，成为互相影
响的学校文化了。 

三、实施人才战略，激活民办学校的共生力 
民办学校需要实施人才战略，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

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校风，
激活学校发展的生命力，干部、教师、学生共振和谐，学生就
有信心。 

1.干部的任用标准是聚智慧、能知行、敢担当 
干部既是学校工作任务的执行者，也是一定范围的决策者，

因此要聚智慧、能知行、敢担当。学校的干部从校长到教研组
长，特别要思考全局性的问题，如学校发展的优势在哪里?瓶颈
在哪里?如何去发挥优势，突破瓶颈?只有弄清并切实解决好以
上问题，才是合格的学校干部，才能推动学校的创新发展。 

干部还要善于聚智慧，引导教职工关心学校的发展。引导
全体教职员工真正理解民办学校的教育共性和市场化差异性，
每一个教职工都要明白，家长选择民办需要 N 个理由，而放弃
只要一个理由。民办教育的优势在于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多层
次的服务，服务于学生成人、成才，服务于家长省心、放心。 

2.教师的录用标准是有愿景、重文化、懂浪漫 
学校应该完善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人事制度，选人

重“质”，用人重“长”，育人重“品”，留人重“情”。 
选人重“质”原则。素质=气质+特质，民办学校招聘教师

应坚持以德为首，激励教师用心、努力、有激情地去工作。 
用人重“长”原则。优秀=才干+合适的岗位，民办学校最

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善于点石成金，让金子发光，把人用
在合适的岗位。 

育人重“品”原则。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地文化不同，风
土人情有别，成长环境各异，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唯一能在
工作环境里改变的是价值取向，相信文化的力量，用学校文化
培养员工的师德和人品。 

留人重“情”原则。不可否认，待遇留人是稳定教职工的
根本，但情感留人也能收到奇效。学校要善待每一个教师，感
恩每一个离开学校的人。 

3.学生的成才标准是习惯好、能力强、成绩优 
学生成才就是学校最好的名片，学生是学校最佳代言人。

培养习惯好、能力强、成绩优的学生，可以提升民办学校的强
大生命力。学生的这种素养，叫做学生特质。这种特质，与环
境文化、教学文化有关，更与学校的关系文化有关。 

（1）在环境文化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人是环境的产
物。人与人的差异，除了先天遗传素质的影响外，成长的环境
起了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共同影响学
生的发展。 

学校环境更是学生成长的“加油站”和“充电桩”。校园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边一角，都具有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
从德育功能看，环境是潜移默化的育人资源。从卫生健康看，
优美的环境让人愉悦，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从课程角度看，
环境是隐性的课程，虽不在课表内，却处处教育人，时时影响
人。 

从优化校园环境入手，以环境影响人的习惯。学校道路整
洁，花木葱茏，餐厅雅致，宿舍充满童趣，教室洋溢书香。学
校的大空间和教室的小空间都要进行规划，确定相应的教育主
题，进行深层次文化建设，每一面墙都对话，每一处景都育人，
每一个角都是微型图书馆，每一个橱窗、专栏、园地、展角都
是学生的“成长记录仪”。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生活、学习，熏
陶了学生良好的习惯，也培育了优良的校风。 

（2）在教学文化中，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学业成绩。知
识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当它被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时，才能显

示出一个人的能力。围绕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
业能力这条主线，从思想道德观念入手，“焕发美好的人性”，
播下向善的种子；从好习惯入手，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
习惯、生活习惯、感恩习惯；从人际交往入手，培养学生的口
头表达能力和主动交往能力；从积极心理素质入手，培养乐学
善学的体验和学科思维能力；从兴趣特长主导的校本化课程入
手，对学生定向培优。 

教学文化对学生最直接的影响，不是让学生考了多少分，
而是训练了他的思维方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某种意义上就
是今后他步入社会的生活方式。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这是
最大的基础工程，必须重视并切实加以研究。 

（3）在关系文化中，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校园是一个矛
盾综合体，各种关系，折射了学生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影响到
学生的社会化过程，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更是不可替代的。
教师、学生可以离开校园，但永远离不去的是学校文化，永远
发挥作用的是学校文化的力量。 

从人与物的关系看，“物是心灵的镜像”。毋庸置疑，一盆
绿萝、一个书架从卫生角度是养成讲卫生的习惯，从审美角度
是培养学生的生活情趣。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关系是学校的本
质”。三组关系里师生关系是学校最核心的关系，教师尊重每一
个学生，看到学生的差异，不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的进步，
加强增值评价，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引导学生“做更好的自
己”，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鼓励。同伴关系中显然学校要有共同
体概念，创设小组合作、小队合作、宿舍合作的平台和条件，
让学生在学习中培养这种能力。在家校关系中，家长是学校的
对立面吗？不是，家庭教育是一辈子的，家长是共同的教育资
源。 

可见学校文化不是孤立的，体现在各种关系中。和谐的关
系，促进学生心智的成长。建立环境影响人、活动锻炼人、文
化改变人、平台成就人的立体育人体系，促进每一个学生学有
所成、慧有所长、力有所升、心有所乐，为走上社会奠定基础，
让学生拥有美好的人生。 

理想的学生特质是什么？首先，学生是大气的，做人有格
局，从大处说要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其次，学生是雅气的，
习惯好，交往能力强，有绅士淑女风度，在哪里都受人欢迎。
再者，学生是有文气的，也就是有书卷气，学习成绩好，或者
在某一方面有专长，有良好的生活心态和卓越的处理实际问题
的能力，可以服务社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是个有用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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