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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职条件及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素质好，

中共党员，遵守宪法、法律，无违法违纪行为，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

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教育管

理及教学业绩突出，公正廉洁、作风民主、团结

合作。

3.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及以上职

称，15年以上中学教育教学经历，年龄在 55周

岁以下。

任职经历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四川省内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

省外相当于四川省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副校

长及以上领导。

（2）四川省内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

省外相当于四川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校
长。

（3）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获评特级

教师、省级中小学名校长(教书育人名师)、省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中小学名校长

工作室领衔人等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人才称

号其一的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校长或四川

省内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四

川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副校长。

4. 在满足上述任职经历之一的基础上，符

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不受年龄限制：（1）具有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在岗人员。（2）获评特

级教师、省级中小学名校长(教书育人名师)、省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省中小学名校

长工作室领衔人等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人才

称号其一的在岗人员。（3）四川省内一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一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任职 5年以上的在岗校长或曾任四川省

内一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四川省外相当于一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校长 5 年以上且退休不满 3
年的人员。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年龄和任职年限计算时间截止2021年3
月1日。

二、相关待遇

1.基础综合年薪 40 万元人民币(税前，含

“五险一金”个人部分)，年度考核绩效最高 30
万元人民币。

2.在编人员可入编西华师范大学，并根据

《西华师范大学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规定》，

可任命或提拔为正副处级领导干部。

3.视情况安排配偶工作。

4.聘用期内安排两室一厅过渡住房1套。

5.实行聘任制，一个聘期三年，其中试用期

一年，工作业绩良好，可连续聘任。

三、报名及其他事项

1.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
日17:30。

2.报名方式、报名材料清单及招聘程序等

未尽事宜请登录西华师范大学网站（www.
cwnu.edu.cn）查询并以网站招聘公告内容为

准。咨询电话：0817-2568717，0817-2568161。
3. 本公告由西华师范大学校地合作处负

责解释。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坐落于四川省南充市，是一所由南充市人民政府、顺庆区人民政府、西华师范大学三方共同打造的学校，学校占地面积达

120亩，建筑面积60000余平方米，周边环境优越，人文气息浓郁。学校将按照省一级示范校重金打造，立足南充，辐射西南，努力成为具备国内一流教

学设备、一流教学理念和一流教学管理模式的全省乃至全国一流名校。

为适应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附属中学校长1名。具体公告如下：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校长公告

2021年3月18日

2011年9月，何栋从西华师范

大学毕业后，如愿站上了大邑中

学的讲台，成为了一名高中数学

教师，兼任班主任。

初为人师的何栋很兴奋，形

容：“站上讲台就像将军一样，指

点江山。”然而，第一年教下来，他

意识到了梦想和现实间的差距。

首先，学生和想象中的不一

样。第一届学生，来自单亲家庭的

接近一半，而且家长都很忙，导致

家庭教育缺失，反映到学生身上，

体现在思想上不追求学习进步，

行动上不认真做作业，沉迷于手

机、迷失于追星，家校沟通渠道不

通。

学科教学也遇到了障碍。“我

讲的很简单，学生听起来也很轻

松，可是讲完后学生却做不出题

来。一考试，学生的成绩和我的期

望相差甚远。”何栋说。

这些也是很多新教师面临的

共性问题。好在大邑中学针对青

年教师的成长问题，专门开设了

校内“研培班”，实行老教师和新

教师“师徒结对”，开展一对一帮

扶活动。

2012年，何栋进入了研培班，

和老教师李祥春结成了对子。何

栋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课，李祥

春的每堂课他都会听。听课前，先

自己备课，听完课后再修改，何栋

如此坚持了 3 年。比较之下，何栋

发现，李祥春的板书非常详细，对

解题思路分析透彻，“一例一练一

评”的讲解模式能让学生充分理

解课堂内容，而且整堂课知识结

构完整、思路清晰，学生学得相当

轻松。

“听课很有效果。”何栋说。跟

着师傅的模式，再建立自己的风

格，等到带第二届学生的时候，何

栋发现自己在教学方面做到游刃

有余了。

针对班主任工作，研培班也

有相应的培训。每月，学校都会请

骨干教师和名优班主任给青年教

师作经验交流和分享。何栋特别

提到优秀班主任叶艳琼的一次分

享，讲到对叛逆或性格暴躁的学

生，老师应先安抚学生，站在学生

的层面去理解他们，打开心扉和

他们成为朋友，建立起沟通的桥

梁，再适时抛出自己的观点，引导

他们，改变他们。

今年是何栋当老师的第十年。

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往往是一个青年成长最快速也最关键的

阶段。对何栋来讲，更是如此。这十年间，带了3届学生，他就像这个时

节的春笋一样，在百年名校大邑中学的滋养中，在教学一线的历练中，

迅速拔节生长，实现了从教学新手到骨干教师的转变，先后获得“大邑

教坛新秀”“成都市优秀德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所带班级于2018年

被评为“大邑县先进班集体”。

回望这十年，何栋感慨良多，在教学生活中日益精进的，不仅是他

的教学技巧和经验，还有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对教书育人的热爱。

今年，何栋又开始带高一，和刚从教

时比起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教学生活。

他的心更静了。“当老师不能浮躁，

必须静下来，把教书育人当成一种奉

献。”刚做老师时，他形容自己有点“咋咋

呼呼”的，遇到事情先把学生吼一顿，然

后叫家长。带了3届学生，遇到过各种各

样的突发状况，培养出了他的一颗平常

心。现在遇到问题，何栋处理得更从容，

先稳定学生情绪，再想如何解决问题并

对学生有利。“改变学生，让学生向善发

展，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何栋说。

学生小云（化名）花钱大手大脚，借

了很多同学的钱。何栋听说后，找她谈

话，引导她换位思考：“如果你的爸爸妈

妈借了很多钱，你会怎么想？”“别人借给

你钱，你一直不还，别人怎么看你？”小云

想了想，说：“确实感觉到大家躲着我。”

何栋就引导她先向父母借钱，把同学的

钱还了，又教她节省开支，把父母的钱还

了。没有批评，也没有联合家长，何栋就

这样温柔和善、循序渐进地帮小云改掉

了乱花钱的习惯。

他做工作更细致了。刚开始讲课时，

何栋想的是怎么把课堂内容讲完，学生

成绩提高，“证明我很厉害”。现在上课，

何栋心里没有“将军”，没有“我”，想的全

是各种层次的学生：怎样给优生制定更

高远的目标，激励他们提高素养；中等生

的薄弱环节在哪里，要有针对性的办法；

后进生要寻求改变，不仅成绩要提高，思

想、习惯也要转变，要发现他们的优点，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文科班级，还要鼓励

不善表达的学生上台演讲……

学生汪菲雨说：“何老师讲数学很

细，尤其注重基础知识，每道题每个步骤

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语文也好，经常

给我们分享文章，还会放一些正能量的

宣传片，激励我们。”

何栋的班主任工作也更细致了，以

前是全班一盘棋，学生迟到了就批评，现

在学生迟到，他会细心询问学生的情况，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他会借助

QQ群、微信群随时与家长联系，通过家

委会寻求解决共同问题的办法。必要时

单独约谈家长，了解学生情况，共同商量

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家校沟通中也越

来越老练，获得学生家长的好评。

他对教育的情感更加深沉了。“在

学生身上付出的精力比自己孩子要多得

多。”“和学生打成一片，陪着他们读书，

感觉自己也像学生一般青春、阳光，他们

的快乐给了我工作的动力。”

他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了。下一阶段，

他马上要加入大邑中学的“研修班”，修

心、修能，认真从教，提升教研能力。

“现在，我不仅把教书当一份工作，

还把它当一项事业。”何栋说。而且，他已

经看到了这项事业的美好前景。“看到学

校的老教师，做出了很多教学成绩，有很

多优秀学生，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桃李

满天下。”

“我喜欢教育这项事业。”何栋再次

肯定地说。

植物成长需要阳光雨露。青

年教师的成长，只有老教师的言

传身教是不够的，还要在学生身

上得到实践锻炼。

2017 年夏天，何栋就遇到了

一个特别的学生——大龙（化

名）。大龙身材偏胖，体重超过两

百斤，而且脾气暴躁，经常对母亲

发脾气。何栋有心帮他改变，把他

叫到办公室谈话，问他想不想改

变现状，大龙说：“想，但改不了。”

何栋对他说：“慢慢控制，我可以

陪你锻炼。”

何栋帮大龙制定了一周的饮

食和锻炼计划，每天陪他在操场

上跑步。一个月后，大龙欣喜地对

何栋说：“老师，这一周我减掉 5
斤，这是我以往吃药拉肚子一个

月才有的效果。”坚持了3个月后，

大龙的身材有了很大转变。何栋

又找到他：“身体控制住了，脾气

也要控制。”他建议大龙体谅父母

的辛苦，试试用温柔和善的态度

和父母相处，大龙答应了。那个周

末，大龙父亲给何栋打电话：“孩

子这次回来怎么变了一个人？”返

校后，大龙对何栋说：“我感觉家

里氛围都变了。”何栋笑着对他

说：“你付出一点爱，父母就会回

应你很多爱。”毕业时，大龙体重

降到了 170 斤，考上了本科，他父

亲对何栋说：“太感谢你了。”

大龙的转变也让何栋学到了

很多。“其实，改变他也在改变我。

管理学生不要老师树立多高威

严，去吼他们，而是要贴近他们的

心，然后站在该有的台阶上引领

他们。”何栋说。

“和学生做朋友”，不仅是老

教师的经验传承，也是何栋的自

主选择。“我读书时，初中和高中

的老师都是男老师，十分威严，我

就很怕，现在我自己做了老师，就

觉得自己不能那样。”

如何和学生成为朋友呢？何

栋说：“很简单，放下架子就行。”

站在学生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和

他们聊天，“你靠近他，他就靠近

你”。

何栋发现，很多时候，学生对

学校、学科抱有恐惧心理，但如果

哪科老师对学生好，态度亲切，学

生就会觉得那门课也没有那么可

怕，就会愿意学，所谓“亲其师信

其道”。数学学科尤其明显。正是

因为他的亲切和善，学生经常主

动做题，遇到不会的就问他，平时

在教室里问，假期就在微信上问。

1
跟着师傅
听了3年课

2
“改变他，
也在改变我”

3
“不仅当一份工作，
还要当一项事业”

■ 本报记者 郭路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讲台上的“将军”到课桌旁的朋友
——记大邑中学青年教师何栋

何栋和学生愉快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