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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道明：匠心求道，臻心启明
■本报记者 李大林 汤文清

从中职学生到中职校长，滕道明宛如
一只涅槃的火凤凰。

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职教名校长、
研究者，他有思想、肯实干，无论是办学业
绩、管理能力，还是自身的教学水平和专
业发展，都有口皆碑。

在一线教育教学的长期实践中，他养
成了广泛阅读、刻苦钻研、长于思考、笔耕
不辍的习惯，对职业教育的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从不轻易放过，他的文章直面问题、
观点犀利、饱含深情、勇于直言，有态度、
有高度、有深度，备受职业教育界的关注。

他的钻研劲头值得同行学习借鉴。
他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 100多册活页
剪报，这些剪报分门别类，简直就是职业
教育“大百科全书”。

他重视教学、关注教学、深耕课堂的
恒心值得同行学习借鉴。多年来，他从未
脱离教学一线，除了上课，他每年都听课
100多节，且坚持听评结合，从同伴的角
度与教师探讨教学改进的策略和方法。

天道酬勤。他的执着追求和勤奋刻苦，
成就了他的涅槃人生。他以陶行知为榜样，
用整个的心当整个的校长，用整个的心办整
个的职业教育，赢得了师生员工的认可，更
是为广大职校生作出了人生榜样和示范：只
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江苏省教科院职业教育与终身
教育研究所所长、省职教教研室主任、省
中职教师培训中心主任 方健华

滕道明先后在 3所中职校做了 21年
书记、校长，论资历算得上一位老校长,可
是他却如少年一般，精力充沛、豪情万丈。

爱读书。饭可一日不吃，觉可一日不
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厚厚的一摞读书笔
记诉说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读书习惯。

爱记录。工作笔记、学习笔记、读书
笔记、会议笔记，他的笔记不仅工整，而且
通常用 2种颜色的笔交互记录，黑色记内
容，红色记感悟。

爱剪报。多年来，他分门别类地攒下
了百余册剪报，一片片“豆腐块”积累起来
竟重达 200多斤。他酷爱这些宝贝，这些
剪报是他专业发展的“参谋部”“档案馆”

“选题库”。
爱听课。无论工作多忙，他总能挤出

时间去听课。对他而言，听课不是任务，
而是自我学习、自我更新、自我赋能。

爱教师。对教师成长，他坚持指路
子、压担子、搭台子、扶梯子，从不摆架子、
装样子、扣帽子、打棒子，他对教师的尊重
早已成了习惯。

每每看到滕校长斑白的鬓角和忙碌
的身影，我总在想：也许青春不仅是意气
风发的韶华，更是一种精神状态，革命人
永远是年轻！

——徐州市张集中等专业学校督导
室副主任 魏然

个人档案
滕道明，江苏省徐州市张集中

等专业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正
高级讲师，高级技师。现为江苏省
人民政府督学、江苏省职业教育领
军人才、江苏名校长工作室主持
人、江苏省教科研中心组战略发展
组成员、江苏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第
一届社会服务与办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在江苏省“两课”评比中获
评省级示范课，主持江苏省职教教
改课题结题并获江苏省优秀课题
一等奖，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先后获得江苏省职业教育先
进个人、江苏省教科研先进个人、
徐州市首届职教名师等荣誉称号。
多次担任江苏省教学比赛、班主任
基本能力比赛评委，多次参与江苏
省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审核，在省
内外开设专题讲座 50余场次。在

《人民日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中国教育报》《江
苏教育》《江苏教育研究》等报刊发
表文章 100多篇，出版专著《职业
教育的实践与思考》。

“这片池塘，让张集中专师生结束了‘在黑板上学
养鱼’的历史，但不久后，它将被填平，在那里建设新
的学生餐厅。”3月，春风拂面，阳光洒在徐州市张集中
等专业学校的校园里，也洒在每位师生身上。走在校
园主干道上，张集中专党总支书记、校长滕道明向记
者介绍学校的发展历程和办学展望。随后，他在池塘
前久久驻留。

时间回溯，1986年 9月，17岁的滕道明考入张集
中专水产专业就读。历史似乎总是充满戏剧性。
2021年 12月，他调至张集中专工作，从当年的学生，
变成了如今的书记、校长。30年来，伴随着中国职业
教育一路改革，他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始终探寻适
合彭城大地的行走方式。“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改革
创新的灵魂和内核支撑，时代呼唤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是职业教育的根，也是职教人
潜心追求的‘道’，这条路我将坚定不移走下去！”滕
道明说。

30年，职教路正越走越宽

张集中专创办于 1983年，地处农村，周围没有池
塘。创校之初，教师们只能带着学生“在黑板上学养
鱼”。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在校领导带领下，
教师们买来绳子、铁锨，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挖池塘。
在该校教师唐忠龄的记忆里，滕道明是当时干活最卖
力的学生之一，“他很积极，从不偷懒省力气”。

“都当半辈子校长了，怎么还像刚提拔的小伙
子？”这是回到张集中专工作后，朋友们调侃滕道明的
话。54岁，在职教领域摸爬滚打大半生，他至今还保
持着奋进的姿态：实践、思考、读书。“每晚 9点到 11点
是我的个人时间。”滕道明说，白天太忙，整个人就像
高速旋转的陀螺。“夜深人静时，门一关，灯一开，打开
一本书，这才是我的世界。”

从一名职教学生成长为职校校长、职教专家，在
专业成长路上，滕道明始终以“管好自己为前提”。“优
秀的校长应该是一个高超的雕刻师，但是他雕刻的对
象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教师是用来尊重的，而尊重教
师对校长来说不仅要有情怀，更重要的是本领。”滕道
明说。

这些年，滕道明以极强的自制力，坚持广泛阅读、
刻苦钻研、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在他的书柜里，整齐
地码放着 100多册活页剪报，像校企合作、1+X证书、
工匠精神、现代学徒制等职教热词，每个主题都是厚
厚的一本或几本剪报。“古语云四十不惑，读书也可以
做到‘四十不惑’。”滕道明说，不管什么主题，只要能
选择专业报刊上权威专家的文章，深入阅读、认真梳
理，40篇文章读下来，都能了然于心。

“读书如果只是为了自我标榜，那和两脚书橱没
什么不同。”滕道明坚持读书，除了提升自我，一个重

要目的就是把工作干得更好。2017年，他成为了徐州
市铜山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当时有人建议，“做了校
长就不要再上课了”，但他仍坚持“赖”在课堂上。不
仅如此，在完成行政工作之余，他每年都深入课堂听
课 100余节。他说，“深入课堂才知师道的冷暖、教学
的长短”“课堂是一面镜子，正对它才能发现自己的
不足”。

采访中，记者问，“如果用 3个关键词描述自己，你
会选择什么词？”滕道明脱口而出：读书、条理、坚韧。
正如他描述的一样，这些年，他坚持一如既往地学习，
做了 2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撰写了 100多篇专业论
文和教育教学心得文章。从课堂教学的点滴细节到
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难点问题，持之以恒地阅读、实
践和思考，让他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

作为长期扎根一线的职教名家，近年来，他常受
邀参与各类职教项目评审或职业学校评估验收，每到
一个现场，他都会把学校提供的材料完整收好，“拿回
去装订成册，好好消化吸收，都是难得的学习材料”。

热爱能克万难，铁肩可担重任。一步一个脚印地
坚定前行，让滕道明的专业成长之路越走越宽，他先
后被评为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个人、江苏省教科研先
进个人、江苏省职业教育领军人才，以及江苏省职业
教育教科研中心组战略发展组成员等。

30年，职教人要个个都行

“这个刘老师，是去年考到我校工作的。前阵子
我才听过她的课，专业基础扎实，课堂节奏也把握得
不错。”在张集中专校园内采访时，该校英语教师刘静
正好从旁经过，滕道明不仅说出了她的名字，还对她
的课堂特点和需要提升之处一一道来。

作为一所处于爬坡阶段的职校校长，滕道明每天
要思考很多问题，处理很多事务，协调很多资源，但他
仍然把多数精力放在教师成长和课堂提升方面。“我
听课的重点是两类人群，一是新教师，要确保他们在
职业生涯的开始就入好门、走对路，避免走错路、走弯
路。二是中层干部，通过听课倒逼他们转变思路、转
换赛道，使中层干部在教师面前能抬起头、直起腰，助
力他们迅速成为业务过硬的干部，继而成为业务型、
专家型干部。”滕道明说。

对于教师和课堂的关心，与他此前的经历紧密相
关。1989年中职毕业后，滕道明进入铜山水产良种场
工作，1990年通过对口单招，考入南京农业大学，1994
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铜山县马坡职业中学（2008
年并入铜山中专）工作。一开始就担任 2个班的班主
任，教 2门专业课程，负责 1个实验室和 1个实训基地。
1年后他光荣入党，3年后成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8年
后又挑起了校长、书记的重担。2006年，因工作需要，
他调到原铜山县职业教育中心（现铜山中专）任书记
兼副校长，分管教学和党建工作，2017年成为铜山中
专书记、校长。在铜山中专工作 15年后，2021年 12月
调至张集中专任书记兼副校长，2022年 8月任书记、校
长。30年的工作时间里，他从未离开课堂。“在学校工
作，不管干多长时间校长，首先得是个教师，而且必须
是优秀教师，但自己优秀还不够，还必须能引领、赋
能，促进全体教师发展”。

教育发展，教师为先。“打造好高素质教师队伍，
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到渠成。”在滕道明看来，对
一所学校而言，教师队伍建设要处理好 3对关系。首
要的是处理好“独行”与“众行”的关系，推动教师专
业发展必须重视教师团队建设，一个数量适宜、年龄
合理、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教师团队能够相互赋
能，起到 1+1＞2的效果。其次是“高原”与“高峰”的
关系，通常高峰都是在高原上产生的，但有时也会因
一个高峰隆起一片高原。高峰和高原是互为因果、相
互成就的。第三是“助人”与“自助”的关系，校长在
带团队的过程中，绝不是单纯付出，教学相长随时都
会发生。

在铜山中专工作的 15年，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
4年多时间，他通过创新抓党建、持续深入课堂和扎
实推动技能竞赛等，锤炼了一支爱生善导、务实敬业
的教师队伍。由滕道明作为主持人的江苏省名校长
工作室、由铜山中专心理咨询室主任郭艳梅领衔的
省职业教育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先后挂牌，江苏省
职业院校“酒店+”双师型名师工作室、徐州市高技
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一批教师专业成长的结晶不
断涌现。如今，张集中专的教师队伍建设也迈开了
新步伐：第一是深耕课堂，第二是提学历，第三是晋
职称。学校搭建平台、集中出资，全校 50岁以下的
教师都要参与学历提升工程，并将正高级教师的指
标争取到两位数，充分激发教师专业成长的内生
动力。

“管理岗位会暴露和放大缺点。能否带领一群人
优秀才是检验一个校长的试金石。”滕道明说，在学校
担任领导职务这么多年，思考最多的就是班子团结问
题。团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埋怨别人容易反省自
己难。实践表明，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能力会把团结问
题化于无形。结合工作实践与反思，这些年他先后撰
写《强化五种意识 当好专职书记——谈中等职业学
校专职党支部书记的角色定位》《中等专业学校副校
长的角色定位》《我对领导班子成员团结向上的体悟》
《后任不否定前任是一种智慧》等多篇论文，并在《领
导科学》《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等核心期刊发表，切
实做到知行合一，携手并进。

“做一件事很容易，但持之以恒把一件事做好，很
不容易。与滕校长同事这些年，我们确实从他身上学
到很多，全校教师专业成长和学校发展取得的成绩也
有目共睹。”铜山中专一教师说。

30年，职教事会越办越好

“我们在徐州职教大格局中的综合排名不容乐
观，学校正处在危机之中，绝非危言耸听。作为校长，

我很着急，既怕机遇稍纵即逝，又怕欲速不达，必须保
持一个适宜的张驰度。”近日，张集中专召开月度工作
会议，在细致梳理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技能大赛等
在全市职校的排位后，滕道明点出了学校发展的紧
迫性。

作为一所办学 40年的苏北“农”字头职校，在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张集中专几乎将职业教育所有奖项
收入囊中，创造了农村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奇迹。1989
年，张集中专被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教委主任杨泳
沂赞誉为“农村职教之花”。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有紧迫感，滕校长到任后对
学校的历史、当前存在的问题、未来的发展愿景等，作
了全面总结和梳理。”唐忠龄说。

唐忠龄 1988年到张集中专工作，是滕道明在校读
书时的老师，至今已工作 35年，感受过张集中专的辉
煌，也切身经历过学校发展的困境。谈及这些年的起
起伏伏，他感慨颇深：“正如滕校长分析的那样，有社
会发展的原因，有管理层的原因，也有教师自身的原
因。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学校走下坡路，但仅有良好的
愿望不行，必须把小我融入大我中去。”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有了 30年的实践探
索、磨砺思考，滕道明对职业教育规律的认识程度不
断加深，他下定决心要在理论建构下规划、设计、实
施学校的改革，“我不甘心只做母校校史轴上的一个
标识，而要带领全校师生一起，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径”。

“衡量一所职业学校是否优秀有很多指标，我
认为关键不在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有多少，先进
设备和名师有多少等，而在于学生的职业道德、技
能水平和就业质量，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说到底
就是要看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秉承这一认识，
在铜山中专工作期间，滕道明通过深抓学生习惯
养成、技能培养等，交出了育人育才的合格答卷：
2017年，铜山中专毕业生刘凯被评为国家筑梦大
国“小工匠”；毕业生蔺浩然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
利，其创新发明的多功能一体化反袭击哨台为官
兵执勤助力……

“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来说，能力是在实践中形
成并提升的。”滕道明说，职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行知合一。与普
通教育只有学校一个主要学习场域相比，职业教育至
少需要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场域，而且两个场域是交
错交替进行的。为创设学生成长成才、德技并修的优
良条件，他在铜山中专工作期间，推动建设了实训
楼，主动引企入校，把铜山中专打造成了徐州市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徐州市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
徐州市退役军人培训中心等，学校也逐步发展为江苏
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江苏省现代化示范性职业
学校。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在党和国家支持职业教育快速优质发展的政策支
撑下，滕道明正带领着张集中专全校师生奋起直追：

“职业教育要‘长入’经济，专业设置必须与产业需求
同频共振。”滕道明提出，张集中专要坚持“为铜山需
要服务、为乡村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学校所有主干
专业都要与地方规模以上企业形成稳固的校企合作
关系，还要根据全区产业布局和发展趋势，对专业进
行增设、扩容、限制、调减、停办等。

作为“农”字口的中职校，除了紧贴产业发展实
际，做好农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外，目前，滕道明还在
推动汽车运用与维修、机械加工技术等专业深度整
合，并与维维集团、徐工集团等本土品牌企业合作，开
设农业机械专业，为农业集约化生产、农业机械化提
档升级培育适销对路、德技兼修的技术技能人才。

2025年，学校会“长”成什么样？这是张集中专
师生最近常常畅想的话题。而对深耕职教 30年的
滕道明来说，他也正努力给出自己的答案：“2025
年，我们的职教高考本科上线人数、技能大赛金牌
数量、学业水平考试优分率、名特优教师数量、教科
研一流成果等核心指标要在全市名列前茅。张集
中专要发展成为万人规模、高职层次、企业满意、群
众认可的省优秀中等职业学校。赶上并超过跑在
我们前面的标兵，找回曾经的荣耀，办人民满意的
职业教育。”

他者说

教育感言

教育应然的样子是承认、包容差
异；教育实然的样子是把人培养得千
差万别而非整齐划一。

教育方面：

坚持育人第一原则。长期以来，我
们人为地把育人和教学本末倒置，或
者生硬地把德育和智育割裂了，以致
出现学生认知和表现“两张皮”的现
象。针对以上现状，我始终坚持育人
第一原则，一切工作都着眼于把学生
先培养成“人”再培养成“才”的思路，
收到了良好效果。

坚持实践优先原则。职业教育是培
养面向一线的人才，我本着事情该怎样
做就怎样学，该怎样学就怎样教的原
则，把职业操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
融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培养合格人才。

教学方面：

促进教育教学一体化。脱离教学的
教育是苍白的，脱离教育的教学是盲目
的，教育和教学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
注重挖掘教学中的育人因素，注重实施
德育，实现育人和教学质量双提升。

促进教学科研一体化。没有科研的
教学是肤浅的，没有教学的科研是空洞
的。我把教学中的问题当作种子深埋
在科研的土壤中，努力让问题成长为经
验。缺少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机械的，浮
在实践之上的理论是空泛的。因此，我
注重平衡“懂”和“会”的关系，让理论和
实践相得益彰。

管理方面：

转观念 ——使管理为服务。长期以
来，我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深有感
触。我认为学校对教师的管理体现在
服务上，要努力为其专业发展提供优良
条件。教师也要下大力气激发学生积
极性，努力使学生的眼、口、手、脑都动
起来。

转态度——因学习添动力。教师
不仅是教书的群体，也应是读书的群
体，学习应该成为教师的生命常态。
工作中，我坚持一如既往地学习，做了
2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撰写了 100多
篇专业论文和教育教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