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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学校建设 静悄悄的革命
———记山东省安丘实验中学的生本课堂

□ 于 勇

在教育的征途上， 课堂永远承载着教
育人的希望与梦想， 什么样的课堂是好课
堂？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进了山东省潍坊
市的课改明星学校———安丘实验中学。

这是常秀伟老师执教的一堂数学试卷
讲评课。 由于提前下发导学案进行自主纠
错，孙红霞、张煜欣两位同学率先自告奋勇
地上台剖析自己的错因。 在本节课的重头
戏———自主探究 5 个“疑点扫描”环节，同
学们经过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探究， 纷纷
发现了错因。王少龙上台展示了错因，赵倩
倩进行了反思小结，两人配合十分默契。用
同样的方法，同学们先后探究了其他问题，
不少同学上台做了小老师， 底下同学也热
情澎湃，有的甚至站起来听课。 最后，90%
以上的同学顺利通过了当堂达标测试。

这堂课， 学生自主学习， 问题探究到
位， 充分展现出安丘实验中学 3 年课改的
成长与收获。

奏响“改造三部曲”
安丘实验中学不是传统课堂的守望

者。 早在 2009 年，校长李明远就带领学校
走上了追寻高效课堂之路。经过两年摸索，
2011 年， 李明远提出了生本课堂的新理
念，倡导全校打造以学生为本、以生命为本
的课堂。 对于生本课堂的内涵， 他概括为
“三主三高”：学生做课堂主角，发挥主体地

位，积极主动学习 ；学生思维
高速，激情高涨，学习高效。

在生本课堂动员大会上，
李明远一篇 《改造我们的课
堂》的演讲，拉开了改革的帷幕———

首先是改造教室， 改变原先的小组排
列形式，把桌子拉成适合学生讨论的形式。
这项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但改造学生和教
师却并非易事。

改造学生 ， 包括建设小组和培训学
生两大任务。 首先，各班根据学生的学习
能力 ， 正态分布地设立 6 至 10 个小组 ；
其次 ， 学校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对小组长
进行培训 ， 小组长则对小组成员进行培
训。 负责课改的副校长高鹏宇说 ：“小组
合作学习是高效课堂成功的关键 。 原来
的课堂只有教师是火车头 ， 现在每个小
组都是动车 ， 整个班级就变成了一列风
驰电掣的‘动车组’。 ”

改造教师， 包括导学案和集体备课两
大重点。 学校要求各学科编制优质高效的
导学案，导学案问题设计要有层次和梯度，
与生活实际挂钩。 要求各备课组坚持每周
两次集体备课， 重点突出说课和导学案通
研。说课要说清教材背后承载着哪些能力；
导学案通研则是深入研究预习案的引导程
度、探究案的价值、训练案的质量。

“改造三部曲”，引领全校师生进入了

课改的快车道。

交流中成长，思辨中提升
深化课改， 是教育教学持续发展的强

力保障，而创新机制，则是深化课改的强大
后盾。改革的号角吹响后，安丘实验中学结
合本校实际，建立了独具创意的课改机制。

首先， 学校建立健全了三级听评课制
度，逐步推动教师的“生本课堂”过关建设：
以“名师课堂”为引领，每周推出文理各一
节示范课，展示典范，榜样引领；以“年级公
开课”为重点，在年级层面整体推进课改工
作；以“推门听课”为辅助，对于常态课堂实
施外力助推，加快“原生态”课堂的“进化”。

其次，依托三级听评课活动，定期组织
举行“生本课堂论坛”，以制度化的说课评
课活动强化教学反思。 “生本课堂论坛”始
终将目光锁定在学生的发展上， 通过对展
示课、示范课、公开课、常态课的说课评课，
积极研讨最佳授课模式， 热烈探讨课改重
点，深入研究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归纳总结课型模式，逐步完善教学环节，有
效提高教学效果。

经由以上措施，教师们真切地感悟出了

“以生为本” 的内涵所在与魅
力之处，他们敢于放手、善于
组织，巧于引导，精于点评；因
为个性得到尊重、机会得到返

还、手脚得到解放，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课堂如解冻的春水， 一时间焕发出勃勃生
机：小组间有了合作伙伴的质疑问难，讲台
前有了稚嫩声音的侃侃而谈，黑板上有了优
雅字迹的大胆展示……学生为本、积极互动
的课堂已替代了少数优秀教师执教的个别
现象。

满园春色关不住
有教育家指出：“听，兴奋点一个，写，

兴奋点两个，说，却有无数个兴奋点。”生本
课堂， 给安丘实验中学带来的最大变化在
于学生的“说”，它让学生利用一切机会展
示自己，把他们从“书呆子”变成了“自学高
手”和“演讲明星”。 每堂课，老师讲授的时
间不超过 20 分钟 ，他们把 “舞台 ”让给学
生，让他们尽情地言说与表达。

当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 自然就会有
学习的主动性，学习不再是沉重的负担，而
成了一种快乐的体验。 在高二杨木灵老师
的地理课上，《产业转移》 一课中讲到了一
条“经济附加值曲线”。探究完该图后，突然
有一名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觉得，这条
曲线像在微笑。 ”同学们听后，立刻给予了

热烈的掌声———太有创意了！ 微笑又何尝
不是生本课堂的诉求？

当学生多了展示的机会， 自然就获得
了更多的成就感，学习成了一种成功体验。
在刘毅协老师的语文课上， 王坤同学就项
羽发表感慨：“虚荣、自负、执拗、多疑，项羽
通通都有，兵败垓下、乌江自刎自是情理之
中。”马骁同学起身驳斥：“前人以成败论英
雄有欠公允！ 项羽明知天命，犹与天斗，有
英雄气量。芥川龙之介曾经予以高度评价，
我认为项羽不愧为本色英雄！”彼此你来我
往，针锋相对，迸发出思维的火花。

作为课改的亲历者， 师生的感受最为
真实。学生李鑫说：“现在，我会大胆地质疑
老师、挑战同伴了，这让我在自信中爱上了
学习！”教师朱广君说：“生本课堂是浸润着
民主、平等、激励、和谐的人文课堂，它善待
学生之间的差异， 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独特
的见解和想法， 创设一种 ‘心理自由和安
全’的课堂教学环境，让学生的心智和心灵
能自由地放飞。 ”

如今， 安丘实验中学的生本课堂已走
过“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始阶段，呈现出
“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盛景。 校长李明远欣
慰地说：“我们课改的目的， 主要不是建立
什么模式，而是一种学习方式的变革，旨在
保障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权利， 让他们获得
受益终身的学习动能。 ”

问：选择课改，就是选择了一条崎岖不
平的路，面对课改路上的阻力，教育人该如
何应对？

李炳亭：因为难，所以有价值
选择课改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但

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去采访，在体育

馆门口遇到一名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孩子，
我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问题， 这场灾难也许能够带给你一种意
想不到的收获。 这个孩子想了想，抬头看着
我的脸说：还真有。 我问他是什么，他说，从
此之后再也不用上学了！

如果教育连孩子的生命都不关注，那还
能关注什么？ 正因为难才凸显了改革的价
值， 我希望天下所有有教育良知的人站出
来，共同承担，一起前行。

毛杰：寻找教育“健康”的生长方式
课程改革是教育当前的必然选择 ，也

应该是每所学校的必然选择， 是每位教师
的必然选择。 教育应该把学生的成长权利
还给学生，因此，改革应该是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必有的行为， 希望通过改革使每个学
校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实现学校发展；希
望每一位教师通过改革， 都能够实现专业
成长，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希望通过全面
的课堂改革， 真正使每位学生能够实现健
康成长。

郭矿生：行动改变教育
中国课改 10 年为什么进程缓慢？ 主因

在哪儿？ 就是缺乏行政的推动力，缺乏对课
改的认知力和行动力， 缺乏对课改一以贯
之、常抓不懈的持久力。

因此，行动最重要，推进课改，就要提升
“四力”。

刘光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我有 3 点可以与同行分享：1. 当改革

遭遇指责 、诽谤或者更惨痛的挫折 ，我们
要用包容之心 、开放之心来接纳它 ，因为
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神圣的、 伟大的事业 。
2. 我们要真心对待改革道路上暴露出来
的每一个幼稚的问题。 只要它出现了 ，就
会像“青蛙效应”一样，“煮熟”它只是时间
早晚的问题 。 3. 教育局长要有高尚的情
怀 ，不为名利所动 ，我们应该永葆自己对
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

问：现代课堂上，师生的关系应该如何
摆正？

李南沉：老师和学生就像教练与运动员
学生和教师是什么关系？ 这是教师最

大的困惑。教师习惯了做教案，然后上课讲，
再给学生布置作业。 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教
育中的师生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摆不正，改
革也一定会失败。

如今的课改，有的是抛开教师，有的是
简单地去减负，这都不是真正的课改。 真正
的课改，应该让学生动起来，而教
师是组织者、教练。 当然，教练也

很重要，没有教练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教练
上场，把运动员晾在场边，被动地看、听，那
就失去意义了。 因此，课改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把学生推到主体地位。

李炳亭：“三本”法则看“关系”
我的判断标准是 3 个“本”：第一个从教

育思想上判断，看他是不是遵循人本，是不
是把学生当人； 第二个从教学关系上判断，
看他的教学是不是学本，是不是以学生学习
为主；第三个从师生关系上判断，是否是生
本，是不是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问：目前，高考制度依然是升学的一个
主要关口，在追求升学率的时代，课改能走
多远？

赵浩军：课改提升高考能力
高考和课改不是一对矛盾。 高考是教

育的子目标之一，而总目标是育人，高考只
是育人这个总目标中的一个环节。 难道课
改了，高考的成绩就不行了？ 问题的关键是
课改能不能抓住要点。

其实，通过课改把教育教学的效率提上
来了 ,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了，把教
师的教育教学的方法优化了，最终的高考成
绩肯定会有较大的提高，而且会形成多方面
的能力。 实践证明：课堂的改革，是我们教
育教学改革的腹心地带和核心环节。

曹建中：享受课改结下的硕果
河北省三河市是一个县级市，应该说在

课改实施的初期， 每个人都像鬼子进村，生
怕踩到地雷，粉身碎骨。 当然，结果证明不
仅没那么恐怖，反而让人刮目相看。 三河市
推进高效课堂建设 3 年，先从小学和初中做
起， 现在我们重点抓高中。 三河市一中、二
中发展比较均衡， 成绩略差的学生上三中。
结果最先试点课改的三中，升学率提高了，
本科升学率甚至高于一中和二中。 这就是
课改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苏永兴：走自己的课改之路
关于中国的教育要不要变革，争论了好

多年，素质教育喊了好多年，但是就是因为
有一个高考的阻碍，大家都讳莫如深。 我觉
得中国教育的改革不在于说得多好听、想得
多么美好，关键要做———别人不做，我们来
做。

问：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学校？
教育的希望在何方？

田保华：学校要让学生焕发生命活力
学校是教师和学生延续生命的地方，学

校就是要给学生以价值生命，让学生的生命
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们致力于打造
和谐生长的教育生态，既要改变教师的教学
生态，又要改变学生的学习生态，通过生态
环境的营造， 来改变落后的学生成长方式，
让学生能够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常生龙：课堂要“温馨、情趣、有效”
我对教育的一种追求， 就是要探求温

馨、情趣、有效
的课堂，首先，

温馨有 3 个目标：1.物质层面上，环境的设
置要有“家”的感觉。 2.体现出教师对人的关
注，真正要做到目中有人、尊重学生、以人为
本。3.营造师生共同学习的温馨环境。其次，
课堂一定要有情趣，情趣课堂大致分成 4 个
方面：1.要有“生趣”，就是要通过教师对教
学内容的挖掘，将它形象化、生动化。 2.要有
“德趣”，通过教师的有趣引导，让学生感受
到这门课很有意思， 然后引发学生产生兴
趣。 3.要有“理趣”，有了兴趣以后要慢慢地
体会到知识学习中的价值，然后把知识变成
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科学的心态。 4.要有
“志趣”，要形成对知识不懈追求的态度。

刘光胜：教育要回归本真
学校的理想是自然的教育，自然的教育

是回归本真的教育， 是完全人性的教育，是
以人为本的教育。 自然的教育首先体现在
教育人的观念，要尊重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
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规律来做。第二，自然的
教育要创造和塑造一种自然的育人环境，并
按照学生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教育。

郭矿生：教育要坚持人本
我理解的教育就是人本的教育。其实教

育的原点，首先要考虑人的需求，强调以人
为本，我理想中的学校，应该是学生知识的
乐园、文明的乐园和文化的乐园。

问：有人说教育的体制不改，课改就难
以成功，体制是否是课改的主要障碍？

田保华：体制之下有精彩
体制问题有时候不是问题，因为有些体

制我们改不了， 但我的课学生不愿意上，我
想办法让学生喜欢我的课， 喜欢我的学科，
喜欢我这个老师，这需要体制吗？ 从小学到
高中，我们的每一个学科，国家都制订了一
个课程标准，我们采取有效的办法，努力提
高课程标准的达成度，这需要什么体制？ 采
取有效的办法来提高每一个学科的课程标
准的达成度，永远没有错误。

张宏敏：“人”的问题更甚于体制
作为区域来讲，我们的课改与体制并不

矛盾。在某一区域内，主政者要做的，就是在
管辖范围之内，建立自己的框架，自己的模
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让我们区域从自身
做起，去推动改革，去发展人，其实我们的课
改行动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是吻合
的。 所以，体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
题是人、是我们自己。

问：“课改成在教师、败在校长”，同样也
有人说课改“成也局长、败也局长”，局长与
校长，在课改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光胜：局长要干该干的事
教育局长要干自己该干的事、 能干的

事。 什么是局长该干的事？ 就是引领所在区
域的教师、校长，朝着一个方向去发展；局长
能干的事是什么呢？ 高考的制度你改不了，
唯一能改的就是区域内的教育理念、教育方
法。所以说，教育局长要干该干的事、干能干
的事。

常生龙：教育的事是大家的事
我们对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教育

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 第二责任人是教师、
学校。 学校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要做家长不
能做的事情。我们的孩子从一个自然人变成
一个社会人， 他要学会社会的一套符号系
统，学习社会的行为规则，这要通过学校教
育来实现。

教育的第三责任人是教育行政部门，它
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是监督家长和学校，在
没有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去要求他履行职
责。我们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大
家都说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所以我把这
句话改成“教育兴亡，我的责任”。 如果我们
自己不负起责任， 教育还有什么希望成功？
我们教育的孩子明天都要成为家长，都是我
们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教育
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自己不把这个责任挑起
来，就没有人负起这个责任。

当第二届
全国教育局长
峰会的宏篇开
启， 一场关于
教育的思想盛
宴也就此拉开
帷幕， 数百位
教育局长坐镇
郑州， 他们在
此阐幽明微 ，
论 道 中 国 教
育———谈及当
前教育现状 ，
他 们 面 有 忧
色，鼓呼“以人
为本” 的教育
理念； 面对不
少出现在教育
领域 “扼杀孩
子”的现实，他
们义愤填膺 ，
振臂发出 “救
救孩子” 的声
音； 而展望未
来， 他们依旧
满怀激情 ，携
手相约共创理
想 的 教 育 王
国。

4 月 27
日， 不论是上
午面对来自中
央电视台 、光
明日报、 中国
教育报等多家
媒体的发问 ，
还是下午与本
报记者的真情
互动，数位“课
改人 ”“促膝 ”
畅 谈 教 育 理
想， 分享个人
故事， 纵论课
改难题， 言谈
之间， 或有慷
慨 激 昂 的 陈
词， 或有温馨
动人的真情 ，
或有鞭辟入里
的品评。 思想
的碰撞， 智慧
的融合， 精彩
纷呈。 在争鸣
交锋、 口吐珠
玑的背后 ，我
们看到了作为
教育人敢于担
当的那份责任
与使命。

特
别
报
道

激浊扬清 课改
论坛嘉宾
毛 杰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局长
赵浩军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局长
常生龙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苏永兴 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局长
李南沉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
刘光胜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局长
李炳亭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
郭矿生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保华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曹建中 河北省三河市教育局副局长
张宏敏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教体局副局长

□ 黄 浩 整理

精彩语录
国家的课程标准好比就是全自动

洗衣机。 妈妈没有具备使用全自动洗
衣机的理念， 她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
用的，洗衣机也就荒废了。 我们的共性
就在于技术和方法的统一，有一种全新
的理念和能够适应课程标准的方法与
技术。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
局长刘光胜答媒体提问“区域课改样本
的共性”

中原论道意无穷， 区域课改展雄
风，豫唱鲁和歌声隆，北方经，垒起一座
北高峰。 峰会传唱友谊颂，吴侬软语乐
融融，晋人湘君齐加盟，岭南人，豪气打
造南高峰。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
局长唐文贵用《渔家傲·局长峰会有感》
结束汇报

学生和老师经常是在两个话语体
系里面，教育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
在两个世界之间建立起来一个桥梁。如
果这个桥梁不建立起来，老师只在自己
的话语体系里面讲话，学生在他的话语
体系里面理解，教育永远走不远。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常
生龙的课改视角

作为有信仰、有追求、有品位的教
育人，对高效课堂的探索应该是永无止
境的。 让每一所学校都特色发展，让每
一位师生都过上一种幸福和谐的教育
生活，是我们推进区域课改均衡发展的
终极目标。

———河北省三河市教育局副局长
曹建中谈区域课改的追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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