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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尚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校长， 我不
想造孽，不想当一个谋杀孩子健康的‘刽子
手’，所以当我了解了课改的理念，对许多
课改高中做了调研之后， 我选择用改革的
方式拯救孩子 ， 这让我的良心不那么难
受。 ”

“课改如果不成功，学校升学率下降了
怎么办？ 这样你岂不是也对不起学生？ ”记
者继续追问。

“有句话叫知耻而后勇，我就是‘后勇’
了。但我这可不是匹夫之勇，因为事前已经
做了很充分的调研， 我认为课改和高考毫
不冲突。 这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模
式，能让学生事半功倍地学会知识，并且在
其他方面也能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高考我
很有信心。 ”

果然，课改后的朔城区一中，二本以上
达线人数以平均每年 230 人的速度递增。
2011年，朔城区一中二本达线 1749 人，一本
达线 684 人，朔州市文理状元均出自一中。

“其实，课改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高
考成绩， 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活力被解放出
来了。 从人的终身发展来看，在课改中，学
生所培养起来的独立思考、交往、合作等能
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良好习惯，比成绩更
重要。 ”王尚总结道。

目前，山西省有 70 余所高中全面推行
了新课堂教学改革， 且成效明显。 事实证
明，课改、素质教育与学生的学习质量从来
就不是一对矛盾体， 课改对学生更深层次
的能力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区域课改：行政助力，智慧引路

山西全省有近 30 多个县区在整体推
进课改，且呈现出自下而上呼声高，自上而
下力度大的局面。

一方面许多课改校已经自发联合起
来， 在一定区域内组成联盟， 共享课改资
源。 有些先行先试的课改校主动承担区域
内校长、教师培训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山
西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 各区县教育行
政部门也都积极开始了区域整体推进课改
的工作，并从政策上、人力、物力、财力上给
予课改工作极大支持。

同时，山西省教科院及各级教研部门，
深入教学一线， 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经验来帮扶、指导课改工作，帮助课改学校
解决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去年，山西省
教科院编撰了《“问题导学”教学模式实践
操作指南》， 用以指导学校实际教学工作，
操作性很强。目前，山西教科院又酝酿在下
半年， 出版一部专门用于指导导学案编制
的专著，为各地课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在行政力量的助推和教研智慧的引领
下，山西的区域课改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涌
现出朔城区、长子县、孝义市、新绛县、太古
县等诸多区域课改样板。

长子县是全省区域整体推进课改工作
的第一个标杆。 早在 2010 年 4 月，山西省
就在长子县举行了县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现场会。为什么选择长子？山西省教育

厅副厅长张卓玉给出答案： 长子县以课题
改革为抓手，以教研培训为引领，在全县范
围内分步有序地推进课改， 是一次极有意
义的尝试， 为山西省整体推进区域课改提
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区域整体推进课改意味着： 一方面覆
盖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年级； 另一方
面教育行政部门要重新调配域内所有的教
育资源，最大限度地为课改服务。长子县教
育局深刻认识到这点， 但他们没有急功近
利地使用行政手段强推课改， 而是按照课
改的理念，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 启发引
导、诱取激情，创造条件，耐心等待学校自
发地认识到课改是势在必行， 进而主动地
开展课改。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下，是
难能可贵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不断调整推
进策略。 首先强化了对先行先试课改校的
监管，利用观摩评估、定期通报等形式加强
课改校的质量建设。 保证课改校的教育质
量的提升，为其他学校做好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长子县充分利
用榜样的示范带动力量， 调动其他学校的
积极性。 他们定期组织全县教学管理人员
及骨干教师， 对县内课改示范校进行了课
改观摩， 了解课改的理念， 体验课改的效
果。通过观摩学习，许多学校都主动加入了
课改的行列。目前，长子县中小学参与课改
的学生数达 23818 人，占到总数的 92%。

为保障课改的顺利推进，长子县调动所
有能调动的教育资源，为课改服务。 2011年，
县内的岚水中学被列为全省“基于网络和课
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 实验校之一。
在山西省教育厅为该校初一年级每班每小
组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之后，教育局又投资 40
余万元，为学校配置智能化白板、红外线听
课系统、10M 宽带、多媒体等配套教学设备，
并多次邀请专家对实验进行指导。

为了扫清课改推进道路上的障碍，长
子县教育局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 建立新
的评价与考试制度。 他们在试题命制方面
进行了有效的尝试， 多次组织全县课改校
优秀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召开各学科试
题命制研讨会， 大胆采用了体现课改理念
和特色的各科试题。另外在教师评价方面，
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教师、学生、
家长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制度， 力求使评
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和全面。

长子县新任教育局长韩红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课改只是手段， 不是目
的。 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所有的学
生快乐、健康、全面地发展。 这是对国家和
民族负责。 ”

与长子县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策略不
同， 地处山西吕梁的孝义市更侧重从校长
“开刀”，态度坚决地启动课改。孝义市教育
局出台规定：“不进行新课程改革的校长就
地免职， 三年内课改不合格的校长自动辞
职。 ”这一严苛的规定，对区域内所有校长
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这种做法是否会‘逼迫’那些尚不认
同课改理念的校长‘假课改’，要知道假课
改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不课改。 ”记者抛出这
个问题。

“我们采取的是体验式的方
法，让校长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课改中认识课改。 实践证明这
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孝义市教育
局长田曜诚恳地回答。

田曜认为， 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改革一线的实施者， 其素质是
决定课堂教学改革能否成功的根
本， 其观念和能力素质决定着课
堂教学改革能走多远， 能有多大
效果。 所以孝义市教育局花大力
气强化师资， 为区域整体推进课
改提供智力上的支持。

他们把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作
为整体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十二五” 期间， 每年安排
500 万元的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依
托华东师大、北师大、东北师大等
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建立教师培
训基地，遴选校长、教师参加不少
于两周的高级研修， 并组织参训
人员到山西省内外名校挂职学
习，进行“影子培训”，帮助广大教
师开阔视野， 转变理念， 提升能
力。 截至目前已经有千余名教师
赴华东师大参加高级研修。

为了让城乡学校课改工作同
步发展，孝义建立送教下乡机制，
选派城区学校的名师， 每年安排
一周时间吃住在农村学校， 开展
上示范课、专题讲座、评课指导 、
参与教研等活动， 同时让农村教

师到城区学校“跟班跟师”，把城区学校先
进的课堂教学理念，优秀的课堂教学案例
及时地送到农村，加快农村学校课堂教学
改革的进程。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一位数学教师经
常去农村中学上示范课，他告诉记者：“农
村中学的学生素质正在飞速提高，有时在
一些问题上的思维开阔程度，甚至超过了
城里的孩子。 ”可见，孝义市教育局是在以
这样的一系列措施践行着教育均衡发展
的理念，而这正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深
层目标。

山西省教科院院长马玉玺在采访中
说：“山西区域课改发展繁荣， 从根本上
说，是由于新课堂改革满足了教育均衡发
展的内在要求。 当课改从星星之火发展到
燎原之势的时候，也同时改善了一方的教
育生态 ， 区域内的原有格局势必被重
构———优质校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局面将
被打破 ， 均衡的教育生态系统将被构
建———以满足更多人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这才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意义所在。 ”

未来课改：突破樊篱，不断创新

山西课改生态的第三个特点是，树干
高———山西的课改有着全国课改共同的
特性，就是敢于不断自我否定、破旧立新，
所以水平不断提高。 尤其是在突破课堂的
“有形之墙”与“无形之墙”方面，他们付出
了很多心血，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尝试。

从 1632 年夸美纽斯将“班级授课制”
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形制写入 《大教学
论》以来，在将近 400 年的时间里，它几乎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教室围墙之外却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班级授课制”是
否依然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是一
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学校的课改，从某种意义
上说， 是对班级授课制的一种小小的挑
战，它改变了班级授课制所要求的“教师
讲 ，学生听 ”的教学模式 ，但这只是一小
步。 彻底颠覆班级授课制，让学习突破教
室有形的围墙，同时也突破信息不畅所形
成的无形之墙，可能是未来课改的方向。

以山西省运城市新绛中学为例 ，从
2012 年以来，新绛中学大胆地尝试“导师
制”，部分打破班级授课制，突破了“有形
之墙”的樊篱。 所谓“部分打破”，是在现实
条件下，依然保留现有的班级形式，但将
班级建制“松散化”，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
单位从事学习活动；所谓“导师制”，即每
一个小组配备一名教师作为“导师”，在未
来几年里，由该导师负责该小组所有的学
习活动。

在外人看来 ，所谓的 “导师 ”和 “教
师”，只是称谓不同，但在新绛中学校长宁
致义看来，教师与导师有几点区别：教师
的作用是“教”，导师的作用是“导”；教师
给学生灌知识，导师为学生指方向；教师
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导师在完成学生的任
务；教师的工作是备课讲授，导师的工作
是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 教师让学生模
仿，导师让学生创造；教师让学生循规蹈
矩，导师让学生自主探究。

“这就要求导师和学生一同成长。 ”宁
致义说。

而采用了“导师制”后，学生的学习发
生了重大变化。在宁致义看来，他们可以完
全不在教室里学习，田间地头，工厂车间，
博物馆甚至家里都可以成为学习的空间。
导师把需要学习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给学生，并带领学生来到此专题的环境里。
其实学习知识很简单， 只要把学生放在问
题的环境中， 学生自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就把知识掌握了。学生学习归来，可以把
学习成果以学习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 而
到那时， 现在意义上的课堂仅仅作为学生
展示的场所而存在。

“实际上，这种学习模式是‘问题导学’
模式的最终状态。目前，我们基于教材学习
的‘问题导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
义的。而‘问题导学’模式，也包括目前所有
的高效课堂模式， 都是因为学习者被教室
的有形之墙隔离，远离问题解决环境，而不
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所以，解放学生的路还
很长。 ”宁致义说。

不仅仅在突破学校的 “有形之墙”，山
西还在尝试突破学校的“无形之墙”。

所谓“无形之墙”是指学生在信息化的
社会里，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自由地
获取信息，处于一种信息匮乏，或者隔绝的
环境里， 这些客观条件就构成了隔离学生
的“无形之墙”。

“有的人认为，打破这堵无形之墙很容

易， 甚至已经做到了———就是让学生在学
习中使用电脑和网络。 我认为这种认识还
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观察全国范围内，许多
学校在课堂上都使用了多媒体甚至互联
网，但其本质还是‘灌’，教师从‘口灌’改成
‘电灌’，方式不同而已。 ”当记者团来到山
西省首批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
习模式研究”基地校之一的阳泉十二中时，
校长原林生对记者谈起他自己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

据了解， 山西教育信息化的工作已经
进行了 10 多年了，很多学校都完成了“校
校通”（学校可以上网），“班班通”（教室中
配备课联网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组
组通”（每个小组配备笔记本电脑， 可连接
网络），未来还将做到“人人通”。

“但如果信息技术脱离了新课堂改革，
脱离了‘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基本模式，
那它依然还是信息化的教材。 所以只有在
课改的条件下组组通、人人通才有意义。 ”
也是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
式研究”基地校的灵石二中校长梁素清说。

鉴于此，在山西省教育厅的主导下，山
西省教科院与山西省电教馆联合开展了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
究”。 据悉，山西省目前共有 9 所学校成为
基地校。 所谓“双平台”就是网络平台和课
堂平台， 学生可以自由利用两个平台搜集
自主学习所需的资料， 并且将展示环节搬
到电子白板上，方便快捷。

在“双平台”的基础上，山西省教育厅、

省教科院又提出了“无界课堂”概念。
“无界课堂”是指基于网络与课堂双平

台的教学模式，将在六个方面打破界限，即
学习时间、学习场所、学习群体、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评价方式，从而形成无界课堂，
最终促进人才不拘一格地发展， 即实现成
长为本。

“具体而言，学习的时间不局限于上课
时间，学习的场所不局限于教室，学习的群
体不一定是本班级的师生， 学生可以借助
于网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可
以交流的对象学习， 而学生学习的内容可
以根据自己的进度、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
真正实现学习的个性化和个别化。 学生学
习的方式可以是实地听课， 也可以是网上
远程听课，也可以是自主探索研究。而对学
生的评价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集中的考试实
现。 因此只要平台搭建，资源充足，学生的
学习就可以突破束缚，真正提高效率。这就
是无界课堂的追求。 ”负责此项目的山西省
教科院高中中心副主任薛红霞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通过实地观察，我们相信“双平台”下
的“无界课堂”将是突破“无形之墙”的重要
武器，将是未来课改的发展方向。它将引发
教育系统性、全方位的变革。 或许到那时，
山西今天的这些探索才能显现出它们真正
的价值。

而对此， 张卓玉信心满满：“我坚信这
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 是社会进步
的必然趋势。 ”

山西课改好风光

“考试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牛
鼻子’。 ”5 月 7 日，在北京举行的“新教育
新评价 新考试”高峰论坛上，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朱永新指出， 考试和评价制度改
革已成为当前中国教育的紧迫任务。

在“新教育 新评价 新考试”———中美
素质教育合作交流暨中国素质教育科学论
坛上， 来自中美两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近
200 人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碰撞智慧，
共同探讨教育评价与考试这一棘手课题。

朱永新坦言，10 多年来， 教育改革轰
轰烈烈，但应试教育依然“扎扎实实”。 “我
们的学校和老师们依然为分数而教、 为分
数而学， 这样一种饱受诟病的教和学的模
式在很多地方横贯小学、初中和高中，作为
指挥棒的现行考试和评价制度， 不但没有
起到促进和推动教育改革的作用， 反而发
挥着破坏性作用。 ”

“考试不改，教育难兴。 考试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牛鼻子’。 ”朱永新
说，“如果考试和评价制度再不能实现重大
的突破， 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将很难进一
步深化， 教育的深入发展和改革也很难真
正持久。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
学教授杨东平指出，应试教育“不仅扎扎实
实，而且在深化和恶化”，中国教育已经“到
了最危险的时刻”。 他认为，应试教育之所
以愈演愈烈， 核心问题就是评价与考试制
度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

杨东平认为，在应试教育横行的当下，
亟待制订推进中小学生学业评价绿色指
标，包括学业水平指数、学习动机指数、学
业负担指数、 身心健康指数、 师生关系指
数、教师教学方法指数等，对学生进行全面
的评价。

“如果我们能够探索新评价体系，对中
国教育的改变将是根本性的。 ”上海交通大
学教授熊丙奇认为， 高考改革之所以屡屡
失败，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对招生权的控制，
在此体制下，“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学

录取通知书”，造成高考“一考定终身”。 他
呼吁政府放权， 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的
计划体制， 打破一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大
学录取通知书的局面， 让考生能够自由选
择报考多所学校。

研讨会上， 来自美国的教育专家和学
者还介绍了美国教育的特点， 并比较了中
美教育的不同。

美国比较教育学专家、加州旧金山州
立大学副校长 Wu Yenbo 教授指出，相比
美国 ，中国给学生关于世界的知识 ，比较

多地强调“深度 ”，但 “广度 ”不足 ，缺乏横
向串联。 美国的教育理念不是强调记住哪
个词或者字，不是强调记住历史上的哪个
年代，而是强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所
发明、发现。 这种学习方式要使个人有力
量应对各种复杂的 、 多元的和变化的世
界。 给学生一种非常广泛的关于世界的知
识，同时又有对具体某个方面的知识的了
解，也就是既广又深。 “学校要注重全面的
人的培养，而不是工匠的培养。 有知识的
人不能不懂艺术、历史、科学，不能不知道
一门外语。 尽管这些跟你学化学、金融没
什么关系。 ”

“教育需要帮助学生拥有一颗永远的
好奇心，和对未来无穷尽地探索的欲望。 ”
美国国家教育集团总裁 Rosalyn Jin 说 ，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 教育应该给予学生
的 ， 是一双轻盈的翅膀 ， 一双发现的眼
睛。 ”

湖北黄冈：高效课堂建设在行动
本报讯 5 月 3-4 日，“课改中国行·走进黄冈暨黄冈市素质教育推进会”在浠水

县召开，黄冈各县市教育局局长和相关负责人、各基层学校校长近 1000 人参加了会
议。

黄冈教育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也有一顶“应试教育”的帽子，在外界，被认为
是“应试教育的典范”，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进行课改，着
力建设高效课堂，认真推行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此，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
任李炳亭作了一场《教师角色的“再认识”》的专题报告。他提出：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
阵地，高效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促进教育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着
力点。

与会代表对浠水县的课改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浠水县推进课改的思想高度一
致，并面对现实，进行了大胆尝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全市中小学要进一步深化
课堂教学改革，大力开展‘创建高效课堂’实践活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完善，
积极探索构建‘教育思想新颖、教学手段先进、教学环节科学、教学效果落实、教学效
益最大化’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社
会实践能力。 ”黄冈教育局局长王建学强调，“要通过开展创建高效课堂实践活动，创
新和推广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切实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真正实现
教与学的‘轻负担、高质量；低耗时、高效益’，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境界，提升师资队伍
水平，提升全体学生素质，提升学校的发展内涵和品位。 ” （叶长春 宋小平）

教育·文化·创新力

首届高效课堂“生长力”高端
研讨会

教育应如何创新？
课改的核心文化是什么？
高效课堂如何引领课改深度发展？
为未来培养人才，今天的我们该做些什么？

会议主办： 中国教师报全国教师培训基地

会议承办： 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

会议时间： 5 月 28—29 日

邀请专家：
陈 立 中国教师报全国教师培训基地主任
冯恩洪 全国著名教育专家

中国关心下一代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彭凯平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心理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衣新发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柏林自由大学心理学专业哲学博士
应俊峰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华东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

张 雷 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董事长
组合大课堂教学模式创始人

咨询报名：
杨老师 18653039677 15262689512

5 月 11 日，山东滨州市博兴县实验幼儿园举办了一次以迎接母亲节为
主题教育活动，组织部分小朋友为自己的妈妈洗脚、梳头、剪指甲，通过这次
活动，教育小朋友从小学会感恩。 陈 彬/摄

考试：是时候改变了！
———“新教育 新评价 新考试”中美素质教育高峰论坛侧记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上接 1 版）

王尚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校长， 我不
想造孽，不想当一个谋杀孩子健康的‘刽子
手’，所以当我了解了课改的理念，对许多
课改高中做了调研之后， 我选择用改革的
方式拯救孩子 ， 这让我的良心不那么难
受。 ”

“课改如果不成功，学校升学率下降了
怎么办？ 这样你岂不是也对不起学生？ ”记
者继续追问。

“有句话叫知耻而后勇，我就是‘后勇’
了。但我这可不是匹夫之勇，因为事前已经
做了很充分的调研， 我认为课改和高考毫
不冲突。 这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模
式，能让学生事半功倍地学会知识，并且在
其他方面也能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高考我
很有信心。 ”

果然，课改后的朔城区一中，二本以上
达线人数以平均每年 230 人的速度递增。
2011年，朔城区一中二本达线 1749 人，一本
达线 684 人，朔州市文理状元均出自一中。

“其实，课改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高
考成绩， 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活力被解放出
来了。 从人的终身发展来看，在课改中，学
生所培养起来的独立思考、交往、合作等能
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良好习惯，比成绩更
重要。 ”王尚总结道。

目前，山西省有 70 余所高中全面推行
了新课堂教学改革， 且成效明显。 事实证
明，课改、素质教育与学生的学习质量从来
就不是一对矛盾体， 课改对学生更深层次
的能力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区域课改：行政助力，智慧引路

山西全省有近 30 多个县区在整体推
进课改，且呈现出自下而上呼声高，自上而
下力度大的局面。

一方面许多课改校已经自发联合起
来， 在一定区域内组成联盟， 共享课改资
源。 有些先行先试的课改校主动承担区域
内校长、教师培训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山
西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 各区县教育行
政部门也都积极开始了区域整体推进课改
的工作，并从政策上、人力、物力、财力上给
予课改工作极大支持。

同时，山西省教科院及各级教研部门，
深入教学一线， 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经验来帮扶、指导课改工作，帮助课改学校
解决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去年，山西省
教科院编撰了《“问题导学”教学模式实践
操作指南》， 用以指导学校实际教学工作，
操作性很强。目前，山西教科院又酝酿在下
半年， 出版一部专门用于指导导学案编制
的专著，为各地课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在行政力量的助推和教研智慧的引领
下，山西的区域课改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涌
现出朔城区、长子县、孝义市、新绛县、太古
县等诸多区域课改样板。

长子县是全省区域整体推进课改工作
的第一个标杆。 早在 2010 年 4 月，山西省
就在长子县举行了县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现场会。为什么选择长子？山西省教育

厅副厅长张卓玉给出答案： 长子县以课题
改革为抓手，以教研培训为引领，在全县范
围内分步有序地推进课改， 是一次极有意
义的尝试， 为山西省整体推进区域课改提
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区域整体推进课改意味着： 一方面覆
盖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年级； 另一方
面教育行政部门要重新调配域内所有的教
育资源，最大限度地为课改服务。长子县教
育局深刻认识到这点， 但他们没有急功近
利地使用行政手段强推课改， 而是按照课
改的理念， 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 启发引
导、诱取激情，创造条件，耐心等待学校自
发地认识到课改是势在必行， 进而主动地
开展课改。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下，是
难能可贵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不断调整推
进策略。 首先强化了对先行先试课改校的
监管，利用观摩评估、定期通报等形式加强
课改校的质量建设。 保证课改校的教育质
量的提升，为其他学校做好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长子县充分利
用榜样的示范带动力量， 调动其他学校的
积极性。 他们定期组织全县教学管理人员
及骨干教师， 对县内课改示范校进行了课
改观摩， 了解课改的理念， 体验课改的效
果。通过观摩学习，许多学校都主动加入了
课改的行列。目前，长子县中小学参与课改
的学生数达 23818 人，占到总数的 92%。

为保障课改的顺利推进，长子县调动所
有能调动的教育资源，为课改服务。 2011年，
县内的岚水中学被列为全省“基于网络和课
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 实验校之一。
在山西省教育厅为该校初一年级每班每小
组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之后，教育局又投资 40
余万元，为学校配置智能化白板、红外线听
课系统、10M 宽带、多媒体等配套教学设备，
并多次邀请专家对实验进行指导。

为了扫清课改推进道路上的障碍，长
子县教育局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 建立新
的评价与考试制度。 他们在试题命制方面
进行了有效的尝试， 多次组织全县课改校
优秀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召开各学科试
题命制研讨会， 大胆采用了体现课改理念
和特色的各科试题。另外在教师评价方面，
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教师、学生、
家长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制度， 力求使评
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和全面。

长子县新任教育局长韩红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课改只是手段， 不是目
的。 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所有的学
生快乐、健康、全面地发展。 这是对国家和
民族负责。 ”

与长子县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策略不
同， 地处山西吕梁的孝义市更侧重从校长
“开刀”，态度坚决地启动课改。孝义市教育
局出台规定：“不进行新课程改革的校长就
地免职， 三年内课改不合格的校长自动辞
职。 ”这一严苛的规定，对区域内所有校长
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这种做法是否会‘逼迫’那些尚不认
同课改理念的校长‘假课改’，要知道假课
改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不课改。 ”记者抛出这
个问题。

“我们采取的是体验式的方
法，让校长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在课改中认识课改。 实践证明这
是行之有效的策略。 ”孝义市教育
局长田曜诚恳地回答。

田曜认为， 教师作为课堂教
学改革一线的实施者， 其素质是
决定课堂教学改革能否成功的根
本， 其观念和能力素质决定着课
堂教学改革能走多远， 能有多大
效果。 所以孝义市教育局花大力
气强化师资， 为区域整体推进课
改提供智力上的支持。

他们把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作
为整体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
抓手，“十二五” 期间， 每年安排
500 万元的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依
托华东师大、北师大、东北师大等
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建立教师培
训基地，遴选校长、教师参加不少
于两周的高级研修， 并组织参训
人员到山西省内外名校挂职学
习，进行“影子培训”，帮助广大教
师开阔视野， 转变理念， 提升能
力。 截至目前已经有千余名教师
赴华东师大参加高级研修。

为了让城乡学校课改工作同
步发展，孝义建立送教下乡机制，
选派城区学校的名师， 每年安排
一周时间吃住在农村学校， 开展
上示范课、专题讲座、评课指导 、
参与教研等活动， 同时让农村教

师到城区学校“跟班跟师”，把城区学校先
进的课堂教学理念，优秀的课堂教学案例
及时地送到农村，加快农村学校课堂教学
改革的进程。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一位数学教师经
常去农村中学上示范课，他告诉记者：“农
村中学的学生素质正在飞速提高，有时在
一些问题上的思维开阔程度，甚至超过了
城里的孩子。 ”可见，孝义市教育局是在以
这样的一系列措施践行着教育均衡发展
的理念，而这正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深
层目标。

山西省教科院院长马玉玺在采访中
说：“山西区域课改发展繁荣， 从根本上
说，是由于新课堂改革满足了教育均衡发
展的内在要求。 当课改从星星之火发展到
燎原之势的时候，也同时改善了一方的教
育生态 ， 区域内的原有格局势必被重
构———优质校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局面将
被打破 ， 均衡的教育生态系统将被构
建———以满足更多人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这才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意义所在。 ”

未来课改：突破樊篱，不断创新

山西课改生态的第三个特点是，树干
高———山西的课改有着全国课改共同的
特性，就是敢于不断自我否定、破旧立新，
所以水平不断提高。 尤其是在突破课堂的
“有形之墙”与“无形之墙”方面，他们付出
了很多心血，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尝试。

从 1632 年夸美纽斯将“班级授课制”
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形制写入 《大教学
论》以来，在将近 400 年的时间里，它几乎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教室围墙之外却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班级授课制”是
否依然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是一
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学校的课改，从某种意义
上说， 是对班级授课制的一种小小的挑
战，它改变了班级授课制所要求的“教师
讲 ，学生听 ”的教学模式 ，但这只是一小
步。 彻底颠覆班级授课制，让学习突破教
室有形的围墙，同时也突破信息不畅所形
成的无形之墙，可能是未来课改的方向。

以山西省运城市新绛中学为例 ，从
2012 年以来，新绛中学大胆地尝试“导师
制”，部分打破班级授课制，突破了“有形
之墙”的樊篱。 所谓“部分打破”，是在现实
条件下，依然保留现有的班级形式，但将
班级建制“松散化”，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
单位从事学习活动；所谓“导师制”，即每
一个小组配备一名教师作为“导师”，在未
来几年里，由该导师负责该小组所有的学
习活动。

在外人看来 ，所谓的 “导师 ”和 “教
师”，只是称谓不同，但在新绛中学校长宁
致义看来，教师与导师有几点区别：教师
的作用是“教”，导师的作用是“导”；教师
给学生灌知识，导师为学生指方向；教师
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导师在完成学生的任
务；教师的工作是备课讲授，导师的工作
是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 教师让学生模
仿，导师让学生创造；教师让学生循规蹈
矩，导师让学生自主探究。

“这就要求导师和学生一同成长。 ”宁
致义说。

而采用了“导师制”后，学生的学习发
生了重大变化。在宁致义看来，他们可以完
全不在教室里学习，田间地头，工厂车间，
博物馆甚至家里都可以成为学习的空间。
导师把需要学习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给学生，并带领学生来到此专题的环境里。
其实学习知识很简单， 只要把学生放在问
题的环境中， 学生自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就把知识掌握了。学生学习归来，可以把
学习成果以学习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 而
到那时， 现在意义上的课堂仅仅作为学生
展示的场所而存在。

“实际上，这种学习模式是‘问题导学’
模式的最终状态。目前，我们基于教材学习
的‘问题导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
义的。而‘问题导学’模式，也包括目前所有
的高效课堂模式， 都是因为学习者被教室
的有形之墙隔离，远离问题解决环境，而不
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所以，解放学生的路还
很长。 ”宁致义说。

不仅仅在突破学校的 “有形之墙”，山
西还在尝试突破学校的“无形之墙”。

所谓“无形之墙”是指学生在信息化的
社会里，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自由地
获取信息，处于一种信息匮乏，或者隔绝的
环境里， 这些客观条件就构成了隔离学生
的“无形之墙”。

“有的人认为，打破这堵无形之墙很容

易， 甚至已经做到了———就是让学生在学
习中使用电脑和网络。 我认为这种认识还
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观察全国范围内，许多
学校在课堂上都使用了多媒体甚至互联
网，但其本质还是‘灌’，教师从‘口灌’改成
‘电灌’，方式不同而已。 ”当记者团来到山
西省首批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
习模式研究”基地校之一的阳泉十二中时，
校长原林生对记者谈起他自己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

据了解， 山西教育信息化的工作已经
进行了 10 多年了，很多学校都完成了“校
校通”（学校可以上网），“班班通”（教室中
配备课联网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组
组通”（每个小组配备笔记本电脑， 可连接
网络），未来还将做到“人人通”。

“但如果信息技术脱离了新课堂改革，
脱离了‘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基本模式，
那它依然还是信息化的教材。 所以只有在
课改的条件下组组通、人人通才有意义。 ”
也是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
式研究”基地校的灵石二中校长梁素清说。

鉴于此，在山西省教育厅的主导下，山
西省教科院与山西省电教馆联合开展了
“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
究”。 据悉，山西省目前共有 9 所学校成为
基地校。 所谓“双平台”就是网络平台和课
堂平台， 学生可以自由利用两个平台搜集
自主学习所需的资料， 并且将展示环节搬
到电子白板上，方便快捷。

在“双平台”的基础上，山西省教育厅、

省教科院又提出了“无界课堂”概念。
“无界课堂”是指基于网络与课堂双平

台的教学模式，将在六个方面打破界限，即
学习时间、学习场所、学习群体、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评价方式，从而形成无界课堂，
最终促进人才不拘一格地发展， 即实现成
长为本。

“具体而言，学习的时间不局限于上课
时间，学习的场所不局限于教室，学习的群
体不一定是本班级的师生， 学生可以借助
于网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可
以交流的对象学习， 而学生学习的内容可
以根据自己的进度、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
真正实现学习的个性化和个别化。 学生学
习的方式可以是实地听课， 也可以是网上
远程听课，也可以是自主探索研究。而对学
生的评价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集中的考试实
现。 因此只要平台搭建，资源充足，学生的
学习就可以突破束缚，真正提高效率。这就
是无界课堂的追求。 ”负责此项目的山西省
教科院高中中心副主任薛红霞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通过实地观察，我们相信“双平台”下
的“无界课堂”将是突破“无形之墙”的重要
武器，将是未来课改的发展方向。它将引发
教育系统性、全方位的变革。 或许到那时，
山西今天的这些探索才能显现出它们真正
的价值。

而对此， 张卓玉信心满满：“我坚信这
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 是社会进步
的必然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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