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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人”在行动不仅要做得好、花得少，同时要做得多、花得少——

节俭式创新：教育公益的“以少胜多”

（上接1版）
东方理想学校的课程改革由此全面

铺开，以“生命”“生长”“生活”三大核心
素养为目标，学校重新确定“体艺、阅读、
思考、表达、创造”为学校五大基础课程，
这五大课程也被称为“东方理想五项基
本功”。五大基础课程之下的22个类目
里，除了“语文”“数学”等学科外，其余类
目都显得比较另类，比如“理想励志”“团
队合作”“公民意识”“传统教育”“小鬼当
家”“公众演说”“走进自然”“走进社会”

“劳动实践”“创新发明”等。
爱好武术的郑钰豪从没想到学校

会开设武术课，喜欢音乐的赵泰宁可
以跟着外教史明思学习二胡与小提
琴，“爱吃的人”洪一升参加了梦寐以
求的烘焙班，文学爱好者林晨怡则在
文学社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在
丰富的课程体系之下，是学生大把的
自由选择。

自由之外，也有规则。社会综合实
践课程如何不流于形式？励志登山课
程，只是带着孩子们去看看风景吗？“小
鬼当家”，怎样避免教师的隐性干预？
在课程体系建构中，不能只追求课程的
丰富性，追求课程的深度体验与可操作
性，是东方理想学校更高远的目标。

今年暑期，东方理想学校八年级师
生以“寻访丝绸之路·穿越自然人文”为
主题，开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课
程。12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往返7000多
公里，足迹遍布中国四大地理分区，从南
到北，从长江到黄河，从平原到高原……

游学不等于旅游，如何让孩子们在
一座座历史文化名城汲取养分？前期，
教师们做了大量的准备，以历史与社会
课为例，孩子们出发前，教师将《丝路明
珠》《探寻丝绸之路》《绿洲农业》等分散
于七、八、九3个年级的相关知识点整合
成一张学习任务单，并编写了学习手册
——登上长城，他们要了解中国长城的
发展历程，思考长城在向西开拓推进和
保障丝路通畅过程中的作用；来到敦
煌，他们要学会分析敦煌发展绿洲农业
的自然条件，探究丝路通畅与经贸发展
以及民族关系等因素之间的联系……

身临其境的学习，让原本只呈现于
书本的知识变得立体、生动，也更加让
人记忆深刻。金敏燕认为，“游学活动
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教育观、课程观、
教学观与人才观”。

如游学课程一样，东方理想学校每
一门课程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远的课
程目标。当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呈现
在人们面前时，这所学校的教育注定与
众不同，这大概就是卢献所说的，“人家

要快，我们要慢；人家单一，我们丰富；
人家眼前，我们长远”。

他们为何“学得少，考得好”

3 年中，东方理想学校的孩子“浪
费”了那么多时间，他们的教学质量能
行吗？在家长眼中，能不能出“成绩”始
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杜雨馨妈妈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式
家长”，她一直关注学校的各项举动，到
了初一下半学期，打听到别的学校都在
做试卷，她有些坐不住了：怎么学校才
发了这么几张试卷，考试能考好吗？

今年 6 月，当东方理想学校第一届
学生中考成绩出炉时，出乎了所有人的
意料：该校一半以上学生的成绩达到当
地示范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真正实现了

“低进高出”。当然，最令卢献津津乐道
的，还是那些成绩背后的“东西”，以及
高达 39.7 分的中考体育平均分——满
分40分，几乎人人满分。

为什么？答案还要回到课程改革。
“最好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在东方理想学校，所有文化学科都统整
到“阅读—思考—表达”这一基础课程
里——衡量教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看“阅读—思考—表达”发生了没有。
在此基础上，学校提出了自己的课改策
略：建立自主学习“双通道”，一是个体

“阅读—思考—表达”，二是从个体学习

走向合作学习。为了使改革有效推进，
东方理想学校在“内容”与“方法”整合
的基础上，各学科开展了基于学科素养
的整合行动。

以语文学科为例，执行校长谭淑云
领衔启动了“三课制”改革——教材学
习课、阅读拓展课、实践活动课。比如
八年级上学期说明文单元，按常规共10
课时，通过“一带多”整合教学，语文组
将教材内容用 4 课时完成；余下的 6 课

时，其中 2 课时用来拓展阅读《北京园
林》等课外文章，2课时让孩子们集体展
示分享“说不尽的桥”，2 课时结合北京
游学进行游记展示。谭淑云的想法是，
通过大量的阅读与思考，系统的体验与
表达，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科学学科的改革行动更早，步子也迈
得更大。在区教研员、特级教师韩月红的
带领下，东方理想学校的教师团队进行了
系列的“基于整体学习思想的课程整合”
研究，让学生从整体事物开始触及单元的
主干问题，感知知识的整体意义。

比如关于“地球绕日运动”这一课，
教材上的逻辑是，给出“太阳高度”的定
义——说明太阳高度变化的规律——
解释为什么会有一年四季。实际上，对
于“太阳高度”这一“从天而降”的概念，
基础稍弱的学生很难理解。东方理想
学校的科学课堂上，这一学习顺序被颠
倒过来——先让孩子们提前感知一年
四季太阳高度变化的现象，然后再引入
概念。科学教师、副校长蒋忠坚认为，
这样的学习不是简单从学科逻辑出发，
而是在学科逻辑与学生认知逻辑之间
建立连接。

不只是语文与科学学科，各学科教
师团队都在积极整合课程资源，构建自
主学习“双通道”，系统解决“学什么”和

“怎么学”的问题。而这样的改革，才是
东方理想学校“学业负担轻，综合素质
好，教学质量高”的原因所在。

每一个人的“理想”

3 年，对不少初中生而言都是人生
中难忘的经历。

叶慧琳感受尤深。作为首批毕业
生之一，刚来东方理想学校时，这个腼
腆、不自信的女孩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在
学校崭露头角。但就是在教师们“放开
胆子去做”的鼓励下，她逐步打开心扉，
后来公开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一职。

“原来，我也可以的！”正是每一个东方
理想学校学生的真实感受。

第一届毕业生罗永杰说，一直爱当
“独行侠”的自己，在理想园懂得了团队
的力量，因为这里的老师让他知道“在
成就最好的团队中才能成就最好的自
己”；自称从前“沉默”“怕事”的王宇鑫，
3年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勇于有担当的男
子汉，利用每个假期到农民工子弟学校
支教，因为理想园的老师告诉他，“在这
里，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传奇”；小学时一直不爱运动的
杜雨馨，在理想园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
惯，考上重点高中后，面对不愿跑步的
同学，她说“连跑步都坚持不了，还能坚
持什么”……

不论在校或是离校，东方理想学校
学生的脸上，似乎都写着“我要成为什
么样的人”。

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每年迎新
年时刻，东方理想学校都会让孩子们填
写属于自己的理想卡，并悬挂在校园醒
目的地方。他们中，有的想“成为国家
主席”，有的想“创办全球 500 强企业”，
有的只想“当一个好人”，有的则立志成
为“职业农民”……

而在这些理想卡的旁边，是一行大
字：“最大的梦想都可能实现，最小的梦
想都值得尊重”。卢献和他的团队正在
做的，就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播种理想，
培育土壤，呵护成长。

校长你的理想是什么？有学生问
卢献。

“我的理想，就是让你们每一个人
的理想都实现。”卢献笑着说。

用课程打造“东方理想园”

第四届“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
创意写作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黄浩） 11月8日，以“创意
写作：唤醒语文的耳朵”为主题的第四届“北
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启动仪
式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举行。北大原校长周
其凤，著名作家、大赛评委会主席曹文轩，中
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会长白烨，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孔庆东等
出席并发言。

大赛现场揭晓了本次大赛中文命题和英
文命题两部分，中文题目一个为命题作文“到
世界去”，一个为以“网”为核心的开放命题；
英文命题分别为“一滴水的世界”和开放命题

“描写一个悲剧场景但不提及悲剧本身”。
曹文轩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大赛可以激

发青少年的写作热情，使他们通过写作这种
方式拥有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感应世界的
独特感觉，揣摩世界的独特思维。

启动仪式上，同时发布了大赛优秀作品
集《倾听未来的声音》（第3季）。据悉，“北大
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已成功举
办三届，成为青春写作潮流的风向标。

江苏省第28届“教海探航”征文
颁奖大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孙陆培） 日前，江苏省
第 28 届“教海探航”征文颁奖大会暨全国名
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在南通市举行，来
自江苏省及省外近 2000 名中小学教师与
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出席会议并表
示，“教海探航”活动营造了具有苏派特色的
教育文化，推动了全省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已
成为江苏名师成长的“孵化器”。

据悉，今年是“教海探航”征文活动开展
的第 28个年头，本届征文活动收到稿件 3万
余篇，最终评出特别贡献奖 1 篇、特等奖 10
篇。自1989年“教海探航”活动开展以来，已
经有数十万人次教师先后参与其中。

北京市海淀区研讨礼乐文化教育
课程实践

本报讯（记者 金锐） 11 月 10 日 ，北京
市海淀区“传礼乐薪火，育当代君子”礼乐文
化教育课程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
村第二小学召开。活动由清华大学中国礼学
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海淀区教育科学研
究院主办，花园村二小承办。海淀区教工委
书记尹丽君出席研讨会，海淀区教科院院长
吴颖惠主持会议。

研讨会上，花园村二小校长赵建捷以“礼
乐人生，因你不同”为题，分享了学校的礼乐
文化探索实践经验，该校教师还现场展示了
6 节示范课。尹丽君指出，礼乐是儒家文化
的核心思想，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文明素养，对
建设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探讨“如
何走向深度教学”

本报讯（记者 马朝宏）11月9日，全国深
度教学实验联盟第二届研讨会暨学科核心素
养高级研修班在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举行。

从学生的核心素养出发，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郭元祥在题为《深度教学视野下教师的
课程思想》报告中，论述了真正的学习对内容
广度、深度的要求。来自武汉、广州的名师和
大亚湾区骨干教师展示了9节深度教学展示
课和观摩课，研讨会还举行了大亚湾区“深度
教学”课题开题及大亚湾区学科领军教师工
作坊活动。

教师教育资源联盟第五次工作会
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孔蓉） 日前，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教师教育分会区县级教师进修院校
2016年会暨教师教育资源联盟第五次工作会
在重庆市北碚区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面
向未来的培训者能力建设”。教育部教师教育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师教育
分会副会长李方，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宋乃庆等专家出席，来自全国400余名参
会代表到会。与会专家从教师研修组织活动
方式、研修实施操作流程、研修规划整体设计
以及研修组织人员能力建设等方面，为与会人
员作了全面报告。

《2016 中国教育科技现状蓝皮
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近日，由芥末堆
网主办的 GET2016 教育科技大会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会议以“创·见·新生
态”为主题，来自全球的数百家企业、学界的
优秀教育工作者与近3000名观众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教育行业最新发展趋势。

此次活动还发布了《2016中国教育科技
现状蓝皮书》，报告对当前教育技术及资本市
场作了详细分析和解读。报告指出，教育创
新已成为当下的首要任务，个性化学习便是
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创新，而项目制学习、翻
转课堂、分层教学等，均能实现个性化学习的
需求。此外，未来教育资本市场将依然表现
活跃。

□本报记者 黄 浩

◤图片新闻◢
趣味运动强体魄

日前，安徽省淮南市田
家庵区 2016 年中小学生田
径运动会开幕，各学校通过
把游戏、舞蹈、武术等多种
元素融入校园体育运动，激
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运动，
享受运动的快乐。图为淮
南市田家庵区第四幼儿园
的小朋友在运动会开幕式
上展示花样篮球技艺。

陈彬/摄

关注边远、贫困地区的教育，并为
改变现状作出努力，是许多公益组织正
在做的事情。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
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当地创造更大
的社会效益？日前，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首次登陆中国，与 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携手，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以“创
新促进公平”为主题的“WISE-LIFE 中
国教育论坛”。作为论坛的议题之一，
如何利用“节俭式创新”扶持弱势地区
教育，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关注。

“节俭和创新放在一起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做得很好，但是你的资源很有
限，这就要求你找到新的业务模式与工
作方式，以降低资源的占用，并且需要
你进行创新思考。所以不仅要做得好、
花得少，同时要做得多、花的少！”低成
本创新专家、英国创新基金会（NESTA）
合伙人查尔斯·利德比特在会上说。

目前，教育公益领域的现实却是，
“当一个组织拿了许多资金去支援一
个弱势地区，最简单的做法是指挥别
人去做。结果是，他们得到了许多感
谢，但是这种‘感谢’很难持久，因为援
助结束后，当地可能又会回到与从前
差不多的情况。”前福特基金会资深项

目官员何进说。
如何使教育扶贫变得可持续，真正

实现“做得多、花得少”？在沪江网创始
人伏彩瑞看来，“大规模、低门槛、平等
化、可互动”是“节俭式创新”的4个必要
条件，而互联网的普及正可以达到这些
目的。他以自己利用沪江网平台为贫
困地区送教为例谈到，“许多人想到做
远程教育时，一定是花费上百万元建设
电教室，但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一
般学校难以负担其成本。而通过互联
网送教，我们不需要任何一间电教室，
也不必让学生购买专门的电脑和平板，
不管他们手中有何种设备，哪怕是一台
将要淘汰的台式机，我们都能让学生享
用可用的教育资源”。目前，在沪江网，
许多来自城镇的优秀教师愿意“捐助”
自己的时间，免费为贫困地区孩子献上
自己“最拿手”的课，而互联网平台为实
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

当然，正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所言，互联网只是实现“节俭式创
新”的途径之一。“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
智能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开
放、个性、互动、非行政化、去中心化等互
联网思维，使它们融入现行学校和教学，

从而产生革命性的效应。”杨东平说。
获得了“WISE 教育项目奖”提名奖

的“一公斤盒子”项目，正是致力于“以
少胜多”的非互联网类型的节俭式创新
案例。

“一公斤盒子“是一个包含教学材
料、活动指南、活动教案的教学工具包，
通过游戏活动、分组学习等互动教学方
式，可以帮助乡村教师轻松开展教育活
动，并掌握课程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与传统支教送钱送物下乡不同，
“一公斤盒子”可以视作分为各种主题
的课程，其内容也不是以灌输式的方式
教给孩子。比如，“地震盒子”的设计是
开展 3 个小游戏：一是给学生提供一些
积木让他们去搭建，并在里面放置一个
塑料小人，让学生通过推倒用积木搭建
的建筑去观察，小人放在什么位置最不
容易被压坏；第二个游戏，要求教师带
学生走进村庄和社区，让他们了解社区
地形，画出一张社区地图，标记社区里
安全和危险的地方；第三个游戏是装载
急救包，盒子里设计了许多物品让学生
选择——但每个急救包里面最多只能
放 7 件物品。学生需要分小组讨论“放
哪些物件能提高生存几率”，然后进行

小组分享。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盒子，但其中

的设计不是以知识传递形式进行的，更
多是通过游戏化以及社区实践的形式，
让学生去学习一些技能。”“一公斤盒
子”创始人安猪说，“同时，这个盒子的
成本很低，使用‘一公斤盒子’，目前每
个学生每堂课的成本大概是 5 元至 6
元，可以大规模推广。”因为廉价、好用，
截至 2016 年初，“一公斤盒子”已覆盖
2000多所学校，受益学生达25万人次。

本次大会上，类似“一公斤盒子”的
“点子盒子”“小涟漪”等6个项目获得了
2016年度WISE 教育项目奖。

“为了打破教育机会、质量、成本之
间此消彼长的‘铁三角’困境，创新可以
是而且必须是低成本的。”查尔斯·利德
比特对这些项目的探索表示肯定。

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创新的方式，创
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有限的条件下跳
出固有思维局限，寻找更加有效的解决
方案。查尔斯·利德比特还表示，节俭
式创新已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还代表了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使资源约束不再
被视为不利因素，而是转变为促进教育
公平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