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 ，中国教师报今年暑期的 “课
改中国行 ”无疑是向广大教师奉上的一份厚礼 。

转眼间 ，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走过 10 个年
头了 。 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 ，无论是学校领域还
是区域教育整体推进层面都涌现出了丰富的教学实
践成果 。 尤其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颁布以来 ，更是提出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
的根本要求 ，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 ，是面向全体学生 、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的社会责任感 、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善于解决问题
的实践能力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
值观 。

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 ，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基础教
育新课程改革 。 对于全国教师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 新的教育形势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观念 ，从
“教中心 ”到 “学中心 ”，从满堂灌改变为引导学生不断
地提出问题 ， 使学习过程变成学生不断提出问题 、解
决问题的探索过程 。

那么，如何解决教师在真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困
难，为教师雪中送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正是基于这
样的考虑，今年的课改中国行除了邀请专家宣传新课改
理念，更增加了一个特殊环节：“问题解决式”沙龙。每到
一地，中国教师报都会请当地教育局提前准备好目前新
课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提前一天交给中国教
师报编辑记者，然后由专家和记者予以回答。

不改革 ，就没有问题 ，问题就产生于改革中 。 不可
否认 ，有的教育人会因为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出
现了动摇与犹豫 。 但每一个教育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一
分子 ，面对民众对教育寄予的殷切期盼 ，我们要做的
只能是 ，将改革进行到底 。

改革不是问题 ，如何改革才是问题 。 欣喜的是 ，
我 们 看 到 了 老 师 们 提 出 的 各 种 问 题 ，也 从 中 看 到 了
他们改革的热情和期待 。 他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
智 慧 ，直 面 中 国 教 育 的 挑 战 和 机 遇 ， 写 出 自 己 精 彩
的教育人生 。

“课 改 中 国 行 ”，不 仅 仅 让
我们看到自己的足迹 ， 更让我
们 看 到 中 国 1400 万 教 师 的 力
量和信仰 。

课改中国行：让教师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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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是一种态度。 纪伯伦说，我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愿意站住看着队伍走过。
中国教师报自 2011年始，开始了自己另一种新的行走方式———课改中国行。 我们带着问题，一

边行走，一边思索。
始于 10年前的课改，这些年来，有着怎样的成长、得失？是不是依然有人在质疑甚至对抗课改？课改到底有哪些

制约性问题？ 课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到底有何巨大的意义？
为了寻访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了寻找共同解答这些问题的盟友。 今年，我们从北京出发，兵分 9路，相继奔赴天津、江苏、浙江、陕西、河南、福建、安徽、湖

南、湖北、广西等 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多个县（市、区），历时月余。
这是一次大规模深入基层调研的教育之行，也是一次沉淀自我的心灵之旅。

《课改研究周刊》
为什么说作为

学习组织的小组的
诞生，是一场深刻的
教育革命？ “学时”取
代“课时”究竟意味
着什么？为什么说学
案由教师编制是暂
时的？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一所学校发展

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本期 “思想力校长”，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湖塘实验中学校
长顾志平一一作了
解读。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民办教育要

突破什么样的政策
障碍， 才能赢得更
大的发展机遇和发
展空间？本期“大家
立场” 栏目张铁明
的文章对此作了深
刻分析。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对于任何一个

国家的教师来说，
为新学期做准备都
是最振奋人心的 。
韩国教师如何迎
接新学年 、 新学
生？ 详情请关注教
师生活版。 8-9版

《区域教育周刊》
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从“一人
双岗”的机制创新
切入，实施区域均
衡和品牌建设两
大战略，逐渐形成
“多彩教育” 文化
特色……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7 月 17 日 ，

“先锋校长”高端研
修班在人大附中西
山学校正式开班 ，
这是全年课程的第
一次研修， 也是组
建先锋校长方阵的
奠基工程。 6-7版

特别
报道

以课改的名义
课改缘于一种情结

举目湄江，万众激昂，指点课堂。
借成功模式，解放思想；
专家献计，指路引航。
南征良策，北讨金囊，定借东风振教纲。
……
课改大业，其路漫漫，尤须我辈挑大梁。
莫畏难，当迎难而上，共创辉煌。

这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汉豪乡中心小学
教师苏振明所作的一首《沁园春·课改》。 正如这首
激情洋溢的诗词所描述的，如今，蒙山当地的课改
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课改，就像一阵清风，吹活了当
地教育一池春水。

蒙山，位于广西东部大瑶山之东，全县人口只
有 22 万人，是广西重点扶贫县，也是梧州市最偏远
的山区县。 2012 年 7 月底，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
广西团成员来到这里。 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中央媒
体组团踏上这片土地。

街上拉满了关于课改的条幅，有志于课改的教师
人手一本《高效课堂 22 条》，当地最大的会场里，楼上
楼下坐满了人。 这是记者一行在活动中真切的见闻。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这是蒙山县教育局局
长李世朝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

7 月 30 日，当蒙山课改中国行结束后，这位局
长亲自驾车近 200 公里送课改中国行团队到梧州
市。 31 日，在结束梧州市的活动后，他又驾车近 600
公里 ， 将记者一行送到广西课改中国行的下一
站———崇左市宁明县。

而在这漫长的跋涉之中，记者发现，李世朝局
长患有严重的胃病，好不容易求得一服中药，必须
保证每天按时煎服，为了不麻烦当地教育局和工作
人员，他偷偷带着药就上路了。 趁着会议的间隙，他
独自到街上的凉茶铺，煎好药之后，装到保温瓶内，
直到路上我们发现李局长喝的是不一样的 “饮料”
之后，才明白他的坚持。

8 月 3 日，河南。 当火车停在驻马店站时，已近
夜间 11 点， 而汝南县教体局副局长任新宽仍然在
等待。 作为一名从教学一线上来的教育局领导，他
很早就与课改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汝南县第一批做课改的教师， 当时为什么
冒着风险来做这件事，因为学生太苦了、教师太累了、
成绩太差了！ 我们被逼上了绝境，如果不课改，只有死
路一条！ ”当任新宽回忆起那段往事，心中仍然不免泛
起苦涩的味道。 如今，分管全县教学工作的他，负责汝
南县中小学课改的整体推进工作。

“必须改，谁不改谁走人！ ”这位局长谈到推行
课改的阻力，语气斩钉截铁。

任新宽并不孤独。 和他一样对课改情有独钟
的， 还有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教育局局长皮相友。
这位个性十足的“课改局长”，爱好很多，但唯独不
爱开会。 当他一次次推掉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时，
关于课改的会却从未落下过。 他后来甚至给自己下
了一条死命令：“不是课改的会我不参加。 ”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县委副书记吴文博，患有
腰间盘凸出，就连入座时也要垫垫子，但为了县里
的课改推进工作，他多次亲临一线坐镇指挥。 “只要
我还在这个岗位，我就要支持课改。 ”他说。

如果说他们还算是个例的话，那抚顺市第二十
七中学教师的行为，则足以代表一个集体的课改情

结。几年前，
当校长李春英决意进行课
改时，为了了解信息、节约成本，她准备订阅
有着“中国课改报”之称的《中国教师报》，但算完一
笔账后，却发现学校穷得连几千块订报纸的钱都拿
不出来。 就此罢手？ 心有不甘。 钱从哪里来？ 实在
“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老师们，
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我们自己掏钱订报！ ”老师们的回答让李春英
颇感意外。 就这样，抚顺市第二十七中学的课改，从
老师们自掏腰包订报纸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课改这事儿不能犹豫，左顾右盼不会成功，你
只有一门心思往前走，才能成功。 ”李春英说。

“支持课改、实践课改的人，只要自己认定的事
情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本报辽宁省工作站负
责人林樯说。

是什么让这些人义无反顾地走上课改之路？
当教育变成一种信仰， 当课改变成一种情结，

也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个中酸甜
苦辣。 而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不仅来自教育一线
的校长和老师，也萦绕在中国教师报每一位行走在
外的编辑、记者心头。

“看到那么多双诚挚的眼睛，看到那么多坚持
课改的老师 ，我想说的字只有两个 ：感动 ！ ”中国
教师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宁明县做完报告后， 由衷感慨道。 而那
一场报告 ，不大的报告厅里 ，有 1000 多名教师前
来听会，几乎挤爆了会场。

本报记者康秋菊在博客中写道：“苦了我们的
李主任，广西之行结束后，又马不停蹄赶往湖北。 一
天内要做 7 个小时的报告，晚上还要飞往下一个城
市。 虽然如此辛苦，可看到会场 1000 多名等待的老
师们，他又激情四射地开讲了。 ”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从西北到西南，踏上江
津的土地，我感受到了挡不住的热情，这种热情让
我热血沸腾！ ”本报记者韩世文在重庆市江津区“行
走”后，也由衷地发出同样的感慨。 那一天，江津区
李市小学校长唐国盛、李市中学校长施仲禄、聚奎
中学校长张跃国作为该区代表，分别结合学校课改
实践进行了交流和分享，并且邀请课改中国行一行

人 ，走
进学校调研指导 。
当燥热的重庆凉下来的时
候，他们还在聚奎中学里，与该校
的教师们交流。 晚上 8 点多，才不得不乘
坐大巴车，摸黑驶过弯弯曲曲的山路，赶往大
渡口区。 那一晚，大渡口区教委的负责人，一直等到
11 点多……

这样的“等待”几乎发生在课改中国行的每一路行
走中。7月 26日，太原突降大雨，当中国教师报编辑、记
者一行赶到距离太原 100多公里的原平市， 已是凌晨
两点，而原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宋建龙依然在等待，且谈
起课改来不知疲倦。 早在 2007年，担任原平市实验中
学校长的他，就在学校构建了“以小组为核心的任务型
课堂教学模式”。 如今，他要在全市进一步“推广”课改。

当然，随同中国教师报编辑、记者一起“遭罪”
的，还有一大批请来“助阵”的专家。 中国教师报特聘
专家于春祥，跟随多路“课改中国行”采访团队奔波
在各个城市。 8 月 4 日当天，在汝南县做完一场 3 个
多小时的演讲后，顾不上歇息，又被请到正阳县做第
二次报告，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 6 点多，而为了
不耽误第二天上午在河南商丘的另一场演讲，8 月 5
日凌晨，他 4 点起床，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往宁陵县。

中国教师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杜金山同样行程紧张，不仅要忍受路途劳累带来的
不适，更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 7 月 27 日，原平
全城停电，在发电机的轰鸣声中，杜金山坚持做完
了报告。 而在接下来的定襄之行中，考虑到演讲效
果，杜金山更是足足站了 3 个小时。

“累一点没什么，如果有更多的老师行动起来，
累得有意义，有价值。 ”杜金山说。

8 月 16 日，重庆高温达 40 度，来自邻省的四川
省蓬安县教研室高效课堂推广办公室主任李中文和
蓬安县河舒初中校长唐渊， 乘汽车赶赴重庆市江津
区，以“1+1 联合讲座”的创新形式，开启了他们在课
改中国行活动中宣讲的历史。 第二天，唐渊再次走上
讲台。 （下转 2 版）

———中国教师报 2012 年课改中国行调研记录
□ 本报记者 黄 浩

7 月 29 日，“课改中国行”走进广西蒙山，活动以“问道课改 展示经验 分享智慧 共赢未来”为
主题，加强了区域课改经验交流。 图为本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对话蒙山课改人，把脉课
改，直击高效课堂热点、难点问题，现场解决疑难问题。 本报记者 梁颖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