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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魅力高升系列报道之高中篇

十年沉淀 厚积薄发
合肥高升学校高中部用独特管理模式与校园文化蕴育优质学习环境

彰显校园文化内涵
打造特色班级亮点

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是班级建
设的航向标。2007年合肥高升学校提出了把
班级文化建设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旨
在通过打造班级文化亮点，进一步提高班级
自主管理水平，建设优良班级生命共同体，让
学生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人，充分发挥班级人
人育人、事事育人的阵地作用。

班级文化出亮点 班级管理显实效
为了营造和谐融洽的班级文化氛围，学校

统一为每个班级制作了彰显班级文化特色的
班级宣传语，平添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班级宣传语中包含了班主任寄语、教师格言、
班级公约、班级口号及班级奋斗目标，展示了
个性的班级风貌，进一步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每经过一间教室，均能体会到各个班级蓬勃的
朝气与青春的活力。

让墙壁成为“无声的导师”，这也是合肥高

升学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墙壁上张贴名言
警句，学生的书法或美术作品，有的班级还开辟
了班级信息栏、图书角、我的大学、志愿墙等专
栏，既可以起到对学生的教育作用，也可以给学
生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另外，每个班级
都有自己的绿植小天地，一丝丝的绿意舒缓了
紧张的学习生活。

正是有了如此丰富多彩的班级文化，使得
合肥高升学校高中部各班级建设凸显亮点，班
级管理卓有实效，为和谐进取的校园文化建设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项目管理为抓手 实现高效管理
如果说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软实力，那

么校园管理就是学校的硬规矩。
合肥高升学校全面推行“项目管理”，即学

校各处室、各年级把方方面面的工作细化为不
同的项目，从目标、过程、结果等环节实行全面
全程管理。其中，负责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务处
设置了课堂教学改革、教风学风建设、学习习

惯、骨干教师培训、教情学情调研、备课组管理、
课题研究、质量分析等24个管理项目，由3人负
责实施。每个项目负责人都制定了相应的项目
实施方案，对项目管理的具体内容、工作标准、
检查周期、检查办法、结果反馈等作了明确要
求。为加强对项目管理工作的督办，学校还实
行了“项目管理周工作报告制”，即每周由各项
目负责人填写周工作报告表，总结梳理一周内
分管项目的实施情况，包括进展、好坏典型、存
在问题、建议，交分管校级领导和校长批示后，
再发给实施人。这样一方面督促项目责任人按
期开展各项活动，同时做到了工作动态信息及
时交流和反馈，以抓实过程促结果优化。经过
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校园里秩序井然，学生行
为端正，环境整洁。

开办高升班有效提升办学层次
为了回报社会，更好的提升学校的办学层

次，高升学校高中部自2011年开设高升班，面
向全省招收50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
凡是被高升班录取的学生，前20名学生，三年在
校费用全免(含学费、住宿费、教材费、伙食费)。
三年后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人大、南大等名校参加自主招生考试。入学后，
单独编班，建立学生档案，按照学生学科成绩情
况实行“导师负责制”。除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管
理外，从第二学期开始，聘请校外名师，启动单

科辅导和拔高训练，目标直击高考。高二下学
期就进入第一轮复习，并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
加强测评和联考的力度，力争做到每次考试都
对学生的学情、考情做出细致分析，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对于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如
考取北大、清华、港大的学生给予10万-20万元
的奖励。

以积极舆论为导向构建激励机制
一所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表扬

与批评这一有效工具。合肥高升学校在对师生
的评价中坚持正面激励为主，辅之以恰当的及
时的批评通报，让师生学有先进典型，错能及时
改进。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构建激励
机制，不断沉淀爱校、敬业的校园文化。

所有项目的检查工作，无论是过程性的，还
是终结性的，最终都由各处室、各年级汇入教师
的绩效考核之中。检查和评价的根本目的是引
导教师想做事、会做事、做成事。这样，校园里
就会形成积极进取的氛围。

十年风雨、十年积淀。高升人用超常规手
段紧抓各项常规管理工作，靠高质量管理收获
高效、优异的教育果实。合肥高升学校用积极
进取的校园文化激励鼓舞着每一届学子，用无
微不至的细微关怀，让学子们在良好的环境中
不断成长与进步。这一切的努力，正是在每一
年的高考成绩中得到了最佳体现。

在这里，学子们与其他同龄人一样，有着想飞得更高的梦想，有着学习与成长带来的小

“烦恼”。但在这里，又有所不同。合肥高升学校积淀十年，所打造出的独特且积极向上的校

园文化，为这里的每一位学子蕴育出更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这让合肥高升学校高中部各

班级内、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断。

合肥高升学校高中部独特的管理模式，确保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确保教师不断优化教

学工作，从而为学校高中部的莘莘学子们铺垫一条通往未来梦想的坦途。 潘妥 董方

对抗与对话、冲突与妥协始终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方面。2013年已过去的半年间，
全球风云起伏变幻，不乏剑拔弩张的对抗，也有举世瞩目的对话，这其中能找到一些国际局势发展的脉络。

中美元首对话：
“不打领带”点亮中美外交

没有响声震天的21响礼炮，没有仪仗队和欢

迎仪式，不用在谈判桌前正襟危坐……今年6月

初，中美两国元首不同以往的“不打领带”的会晤，

吸引了国人和全世界的目光。

6月7日至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

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会晤。此次中美两国元首

的对话形式十分特殊。会见地点未选择美国白

宫，而是在风景如画的加州庄园；双方领导人敞开

衬衫领口不打领带，省下一切繁文缛节。

两天中，中美两国元首共处的时间加起来超

过8个小时。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全、

朝核问题、经济合作……在这场“不打领带的会

晤”上，两国元首开诚布公，坦诚沟通，探讨了多项

议题。双方既谈合作，也不回避分歧，互动的时

间、质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作为此次会谈的成果，两国元首同意，共同努

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

系建设，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习近平与奥巴马在

美国加州庄园的握手，为中美“跨太平洋的合作”

开启新的篇章。

韩朝当局对话：
似柳暗花明，却山重水复

今年上半年，朝鲜半岛局势仿佛坐上“过

山车”，短短数月内起起落落，千钧一发之际却

突然转圜。不过即使是愿意“对话”，却也依然

是波折不断。

几个月来，半岛局势曾着实让人捏了一把

汗：朝鲜进行核试验、韩美军演、韩朝间热线被

切断、朝鲜重启核反应堆、开城工业园区彻底

停转……种种迹象曾使外界一度认为，朝鲜半

岛已经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

但自5月起，朝鲜借接待日本首相顾问、

派出特使访华之机，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出对

话意愿。6月初，朝鲜更是抛下以往强硬态

度，罕见地向韩国提出政府间对话提议。

韩国政府迅速抓住了朝鲜“示好”的机

会。短短数天后，韩朝局长级工作会谈在板门

店举行，为接下来的部长级会谈“铺路”。

韩朝6月初的政府间对话就这样几乎在

最后一刻中断，但7月4日，新的消息传来：韩

朝一致同意于6日在板门店举行工作会谈。

此外，朝鲜还表示愿意重返六方会谈。

难解的叙利亚局势：
国内对话无望 国际会议难产

2013年过半，持续两年多的叙利亚危机距

离解决仍然遥遥无期。“坚守”总统职位的巴沙

尔·阿萨德的政治主张与叙利亚反对派大相径

庭，双方仍然深陷对抗与对峙的僵局，对话和解

之路依然漫长。

今年1月，阿萨德曾提出新的和平倡议和过

渡计划，呼吁全国对话结束国内冲突。然而，阿

萨德的和平倡议并未给乱局中的叙利亚局势带

来曙光。叙利亚反对派表示，除非阿萨德下台

或者不带任何前提条件，否则不会展开对话。

此外，原本有望为叙利亚危机寻求政治解

决方案的日内瓦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也被一拖

再拖。同时，就在6月初战局开始朝着有利于叙

利亚政府军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包括美国在内

的十几个国家先后决定，为“促使叙利亚国内力

量达到平衡”，同意向叙利亚境内反对派提供紧

急军事援助。

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平衡”只会加剧叙利

亚国内的对立局势，使政治途径解决危机距离

叙利亚更加遥远。

盘点今年上

半年那些值得回

顾的对话，有成

功，有失败，也有

悬而未决。无论

对 抗 有 多 么 激

烈，“对话”依然

是解决问题、弥

合对立双方分歧

的良好途径。今

后，国际政治舞

台上仍将不可避

免地持续对立和

冲突，但人们仍

希望，未来国际

社会能够出现越

来越多的对话和

沟通，为实现和

平、和解注入更

多“催化剂”。

据中新社

2013年已经过半

盘点国际舞台举世瞩目“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