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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作为一名执著于课改的校长，
跟随中国教师报的脚步进行课改宣讲，本
身就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在陕西省大荔县， 一直奔波在课改路
上的陕西省咸阳师范学院教授胡鸣唤，为
自己家乡的教育人奉献了一场充满思想智
慧又兼具操作方法的精彩报告， 并在 200
多人的分组体验式学习中， 为课改教师答
疑解惑。她单薄的身体里，蕴藏着作为知识
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更幸福的成长方式

新圩镇貌仪小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蒙
山县的一所普通山村小学，教师中 90%都是
中老年，学生中 50%是留守儿童，学校每年
的公用经费不到 2 万元，2011 年开学初，全
校只有一台计算机和一台打印机这两样“家
当”供教师使用。该校校长韦惠凤，曾几次想
到北京、上海等地学习先进经验，苦于经费
不足，终于没有成行。貌仪的穷，几乎是有目
共睹的。然而，在这所穷得叮当响的小学里，
却没有听见教师的抱怨声，没有听到孩子的
闹腾声，相反，我们听到的，处处是欢声笑
语。 朗诵比赛、墙报比赛、黑板字比赛、书法
比赛、 演讲比赛……各种活动在这里热火
朝天地进行着，校园里一片沸腾。

是什么带来了这一切？
“课改带来了改变。 ” 面对记者的问

题，韦惠凤不假思索地说。 韦校长是从蒙
山县里的几次专题报告会了解到 “课改”
这一新生事物的 ， 虽然乍听起来有些懵
懂 ，但那时她心理已隐隐觉得 ：课改是一
种潜能量，能给孩子的学习带来终身的改
变。 为此，她身先士卒，带头编写导学案、
进行小组建设，组织学生黑板展示……几
个学期摸索下来，校园里充满了浓郁的课
改氛围 ，孩子们变得活泼了 ，爱说话表现
了，自主能力提高了。

“新课堂中孩子的表现出色程度令我们
震撼，我们的学生能说会道，农村的学生一
点儿也不比城里的差！ ”貌仪小学 54 岁的老
教师黄保山兴奋地说。同处蒙山县的文华实
验学校，也是当地的课改先锋校，一位名叫

李静梅的老师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她在总
结中写道：“如果想让自己口才好， 就来课
改吧！如果想让自己自学能力强，就来课改
吧！ 如果想让自己更快乐，就来课改吧！ 如
果想让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就来课改吧！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奔向课改！ ”

课改，是孩子们更为幸福的成长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 现在， 越来越多的老师以
“课改”为工具，充实到“创造幸福”的队伍
行列中。 其实，幸福的不仅仅是学生，老师
们也从中获益良多。

我们走访到山西省原平县， 遇见了一
位名叫赵建英的老师。 自 1991 年参加工
作， 迄今他已从事了 20 多年的教学工作。
长年累月的积淀， 让他在自己的教学领域
如鱼得水。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2009 年，当
他来到实达中学， 这位经验丰富的 “老教
师”却骤然发现自己不会教了！

讲台不见了，三面都是黑板，学生上课
爱举手，到底什么情况？

满头雾水的他依旧展开 “以不变应万
变”的架势，开始延续了 18 年的“满堂灌”
路子。 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他以为孩子们
一定会被他出色的讲课技巧所折服， 但令
他更为困惑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下来，学生
们很不高兴。

“赵老师讲得太多！ ”“其实好多东西我
们早就会了！ ”“就算不会的，我们也能悟到
呀！”“我也想说两句呢，可就是没机会！”学
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

“为什么我这么卖力地讲， 还不落好
呢？ ”赵建英心里不是滋味，他去找校长边
国玺倾诉。 哪知边国玺却笑着说：“正因为
你太卖力了，滔滔不绝，所以学生不接受，
你若是尝试走课改的路子，让孩子们多讲，
效果恐怕大不一样！ ”边国玺建议他去听听
学校里另外两个老师的课。

如闻当头棒喝的赵建英开始反省自
己，他去隔壁班认真观摩了刘舒芹、杨红英
两位老师的新课堂， 那种新颖的教学形式
和学生们热情参与的气氛深深感染了他。

“太震撼了 ，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决
定要开始课改 。 ”就这样 ，赵建英开始了
自己的探索。 如今 ，他已经被评为忻州地
区模范班主任 、山西省省级骨干教师 ，他
所教授的 《花木兰 》一课荣获忻州地区三

优评选一等奖。
“没有课改 ，

就没有我今天的
所得。 ”赵建英说。

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听 过 太 多 关
于课改的质疑之
声，也见过无数徘
徊在课改十字路
口的犹疑者。 不愿
课改，借口可以有
无数个，但根本原
因 也 许 只 有 一
个———他 们 习 惯
于传统的教学模
式， 他们不愿意，
甚至不敢睁开眼
睛，去看看已经变
化了的世界。

柏拉图说 ，人
是习惯的奴隶。

然而，世界在
变，唯变所适。 所
谓穷则变 ， 变则
通，通则久。

2010 年 ，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 ）》
明确指出， 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 推动
教育的科学发展。

为 了 响 应 国
家号召，不少课改
地区都亮出了自
己的决心，开始了
自己的行动。

河 南 省 汝 南
县 ， 总人口 79.41
万 ， 现有师生 13

万名。近 10 年来，与周边县区相比，汝南教
育一直在低位徘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教体局里人人自危 。
2009 年 9 月 ， 汝南县教体局新一届领导
班子组建 ，面对汝南教育相对落后 ，教学
质量连年滑坡的不利局面 ， 教体局党组
明确提出了 “打造高效课堂 ，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 ”的工作目标 ，开始了坚定不
移的课改之路。

河南省宁陵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当
地群众深知“治贫必先治愚”的硬道理，他
们倾力支持全县优先发展教育。 为了有效
提高教学质量， 当地教育局加快了课程改
革步伐，确定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及
时做出了“创建高效课堂，全面提高教育质
量”的行动决定，目前，当地高效课堂创建
活动已经过前期试验阶段，即将全线铺开。

湖北省黄梅县，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县
教育一直以高升学率享誉鄂东。 上世纪 60
年代初， 黄梅一中就以 91%的高考升学率
赢得“鄂东明珠”美誉；改革开放以来，黄梅
教育质量一直名列黄冈市前茅，然而，光环
的背后， 依然掩盖不住当地教育教学管理
的粗放。 办学行为失范等问题普遍存在的
事实， 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区域教育健康
可持续发展。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当地积极
研究“三维导学”和“三环导学”课堂模式，
并大力实施“新课程培训工程”，做好高中
教师的新课改培训、 初中小学教师新课标
培训、初中教师专任化培训、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培训及其他专题培训等。

辽宁省阜新市，自 2009 年开始，市教
育局同步实施 “行政启动”、“市域推动”、
“竞赛促动”、“教研带动”、“课题牵动”、“校
本行动”等六大策略推行课改。

课改，正以燎原之势，在中国大地上蔓
延……

从“借鸡下蛋”到“自起炉灶”

从最初的“五步教学法”，到洋思中学
的“先学后教”，再到杜郎口中学的“10+35”
模式，课改推行十几年来，曾出现了不少颇
具影响力的“模式”。 而回顾大多数学校的
课改，基本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前期学
习借鉴阶段，二是个例探索阶段，三是后期
整体规划、分步推进阶段。

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东庐中学，这
几所走在中国课改最前沿的代表学校，他
们的课改模式， 曾是许多学校争相效法的
对象。 仅以杜郎口中学为例，至今为止，该
校已至少接待来自包括香港、 台湾等全国
各省市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教育工
作者达 40 万人次。 许多学校的课改，都是
从到这一类学校取经而开始的。

蒙山县课改的第一场战役， 就是从临
摹开始的。 2009 年，该县教育局局长李世
朝亲自领头，带领教育局干部、校长、骨干
教师赴山东、上海、北京等教育发达地区，
特别是赴课改发源地之一———山东省的课
改名校考察、取经，借鉴外地课改经验，找
准蒙山实施区域课堂教学改革的途径、方
法。为了保障学校课改条件、培训及活动等
的基本经费，3 年课改，统筹投入经费高达
600 多万元。 几年来，当地的教育生态大为
改观。

“蒙山县虽然只是一个偏远的贫困县，
但我们小县也能办大教育， 财政实力不强
也要办优质教育， 我们做教育工作就是要
让群众满意，让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感
到有希望。 ”说起近年来蒙山教育因课改带
来的变化，李世朝深感欣慰。

湖北省蕲春县 ， 位于全国教育重
镇———黄冈市。 尽管当地的应试教育早已
有了一套较为熟练的模式， 但当地不少学
校的课堂仍然摆脱不了费时、低效、沉闷的
怪圈，学生厌学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摆脱
困境，自 2009 年以来，该县部分中小学先
后自发组织教研组长、 骨干教师赴山东杜
郎口中学等课改名校虚心学习，求取真经。
归来后，他们在部分班级展开试点工作，结
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照搬杜郎口等学校的经验 “借鸡下
蛋”，因为简单好学，易于操作，曾一度为许
多课改学校带来便利，但区域不同、学情不
一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难免有些似是
而非的地方。当不少学校尝到了课改的“甜
头”，熟练地掌握了别人的经验之后，他们
开始了“自起炉灶”，自主构建属于自己的

教学模式， 逐渐形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教
育教学改革实践经验。

湖北省蕲春县青石中学的青年教师朱
桂生借鉴名校课改模式，推出了“四步教学
法”：一是目标引路，自主学习；二是目标深
化，交流探讨；三是目标展示，反馈评价；四
是目标达成， 拓展提升， 被全校老师誉为
“朱桂生模式”， 蕲北山区学校教师争相观
摩学习。

河南省宁陵县实验中学， 是当地有名
的课改先锋校。在新课程教学理念指导下，
该校汲取杜郎口中学等课改名校教学模式
的精华， 在对学校过去已有的教学模式进
行了优化和完善，构建了“三步三清”教学
模式。即“课前自学、课堂展示、课后自测”、
“堂清、日清、周清”，它充分体现了新课程
的基本理念：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成
为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帮助者、促进者，课
堂教学的过程要以学生为中心 ， 教师的
“教”要服务于学生的“学”。

辽宁省盘锦市田家小学， 借鉴课改名
校的经验， 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辅助教学，形成信息化环境下的“田家教学
模式”———“分组分层”六步教学法。坚持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 让学生
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让他们在学习中体
验到成功的快乐，树立自信心，不同程度地
提高学习成绩的教学理念，打造高效课堂。

辽宁省阜新市矿工街小学不仅成立 5
个名师工作室，还开发了“导学工具包”等
校本课程， 为各年级学生和教师量身定做
高效课堂下的学习、教学方案，将学习的权
利还给学生；他们坚持走联合之路，成立阜
新市教育教学研究会，以问题形成课题，以
课题引领课改。 其实，即使不课改，矿工街
小学也是一所升学率处于领先水平的学
校， 但校长魏建忠却是最严厉的课改践行
者，他说，“教育需要的是有道德有责任心，
把学生发展放在心上的人， 不能因为自己
害怕挑战害怕失败就故步自封，无视学生、
教师的发展”。

今年 4 月 12 日，承办陕西省大荔县推
进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开放日活动现场会的
大荔县实验初中，在学习借鉴中形成了“四
学一导”课堂模式，并在课改中赢得了发展
的尊严，成为当地的有影响的课改名校。此
次课改中国行走进大荔县，也是该校承办，
校长孙铁龙在当天的互动交流中也表示：
“课改很难，唯其难，我们的行动才更有价
值；即使难，我们也要坚定地走下去。 ”

同样， 目前全力推行实施 “三步一主
线”课堂模式的大荔县东七初中，校长张润
叶在活动现场， 他给教师们抛出了这样的
思考题：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我们
要打造什么样的课堂？ 我们要培养出什么
样的学生？ 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教育？ 或许，
真正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教育的行动，课改
的选择，才能走得更坚定！

而在重庆市聚奎中学， 这所处于风景
区中的百年名校，也通过引进“翻转课堂”，
实现了网络时代课前学生视频化学习代替
教师讲解， 课上师生或者同伴互动交流的
新学习。

可以说，从借鉴模式，到自建模式，再
到超越模式， 将是每一所课改学校的必由
之路。

“教师一开始需要模式，等熟练掌握模
式达到一定境界后，就可以抛开模式。正如
武功高手修炼到最后， 可以将一切招数融
会贯通，达到‘无招胜有招’的境界。然而在
达到此境界之前， 我们还必须老老实实地
一招一式地学习。 ”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
总校长张雷谈起当前学校的课改模式的一
席话，颇有些令人玩味。

纵深突破，谋变致新

课改没有终点。 继去年课改中国行之
后，时隔一年，今天中国的课改面貌又呈现
出哪些新的变化？ 从我们所走访的多个城
市中探访，也许能寻找到些微蛛丝马迹。

首先是从课堂改革到课程改革的延
伸 ，丰富了课改的内涵 ，也更贴近传统语
境中的“课改”。 中国教师报倡导的以杜郎
口中学为代表的课改，是基于教育的主阵
地———课堂而言，它是从课堂教学的流程
和方法上改起 ，即从 “改课 ”开始 ，进而延
伸到课程建设上去———这是抓住了教育
的主要矛盾，重建 “教与学 ”的关系 ，真正

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和实践策略，通
过观念的更新 、方法的改造 ，逐步实现学
生学得均衡，课堂的均衡、班级的均衡，进
而推动区域内每一所学校的 “集体致
富 ”。 而传统意义上的课改 ，即国家新课
程改革实验 ， 更多地强调课程的构建与
实施 ，尽管也包括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 ，
但在一线实践中 ， 往往忽略了课堂实施
这个重要的环节 。 而能够在课程建设上
享有主动权的 ， 往往是具备高水平师资
和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名校和发达地
区 。 江苏 、北京 、上海等省市的新课程似
乎有更多的经验在传播 ， 但他们的经验
又无法在更多区域复制。

事实上，课堂改革与课程改革，尽管语
义有所差别， 包含的内容与实施方式大不
一样，但根本上都同属于“课改”的范畴，具
有无法割裂开来的内在联系。

如黄梅县在开展基于课堂模式探究的
课题研究工作，跟踪“三维导学”和“三环导
学” 课堂模式发展研究的同时， 大力实施
“新课程培训工程”，并立项省级课题“黄梅
县区域推进精品课程研究”。

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校被命名为
“旱码头龙舟歌会”市级传承教育基地，也
源于该校在课改中不仅仅停留在“小组自
主学习”活动模式的建构 ，更是 “引进 ”当
地的民间艺术， 开发出了山歌校本课程，
将旱码头山歌教学与表演有机结合，为李
市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一定的
助推作用。

阜新市教育局党委书记迟振晨则提出
了“从课堂走向课程，从教学走向教育，从
学校走向社会，从传统走向社会”的“四大”
方向，“课堂走向课程”成为重中之重。

“以前课改无抓手，现在自主高效课堂
的实施， 正好是落实国家课程改革的很好
的抓手。 ”阜新市彰武三中校长温国忠说。

而在课改由课堂向课程深化时， 课改
所关注学科范畴的扩大， 以及课改对不同
课型更细微的关注， 或许是近年来所呈现
出的另一变化。

在大家都不自觉地把课改眼光放在语
文、数学、英语等所谓“主科”上时，一些学
校的体育课、美术课、音乐课等所谓的“小
科”也悄然开始有所动作。

在辽宁省盘锦站的课改沙龙中， 一位
年轻的美术老师谈起她的课改之路：“美术
课被大家称为小科中的小科， 总是顺理成
章地被学校、被家长、被学生忽视，但我知
道，一个人的完整成长离不开这些小科、小
小科的支撑，所以即使困难再多，我也会坚
持下去，做好美术课的课改工作。 ”

河南省汝南县则提出了 “狠抓不同课
型的高效构建”的目标。在今年的课改工作
报告中， 他们提出各中小学要根据新课程
标准，探究不同学段、不同学科“新授课、讲
评课、作文课、复习课、实验课、自习课、早
读课”等不同课型的结构特征和教学要求，
充分体现参与全员化，体验内驱化，思考科
学化，拓展个性化，构建成果化的思想。

鲜花在前方，我们在路上

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课改的？答曰：该
出手时就出手！

如何推进课改？ 答曰：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这是迟振晨简短的答记者问 。 2009
年，当他偶然见到一份《中国教师报》、一本
《杜郎口旋风》以及女儿抱怨传统教育的一
句话时，一下子与课改擦出了火花。阜新市
课改的战鼓，也由此擂响。

像迟振晨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如果说前几年， 课改还只是星星之

火，那么，它今天已经成为燎原之势，已经
是有良知的教育人的必然选择， 课改是国
家意志，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 中国教师报总编
辑雷振海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专程出席
“课改中国行”活动时言语铿锵。

的确，课改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更多的
人行动起来，无论是怀疑者，还是肯定者，
在伟大的教育变革时代面前， 他们只能选
择将改革进行到底。

我们坚信，鲜花在前面，我们在路上。
2012 年，我们依然继续行走！
2013 年， 让我们继续以课改的名义，

相约……

以课改的名义

河南省汝南县教体局局长赵银中、 副局长王威等与会人
员跟随于春祥现场互动。

湖北省黄梅县部分教育局领导、老师与本报记者合影。

湖北省蕲春县课改中国行活动
开幕，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

辽宁省阜新市课改中国
行活动现场， 与会者参加课
改大签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