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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上，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习如何用英语推介
侯寨乡生态旅游文化，采摘樱桃；数学课中，学生运用绳子、
米尺、卷尺等测量工具，探索丈量土地的方法，并运用所学
知识，亲自去计算周长、面积；美术课上，学生在田野里用原
生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豆类、蛋壳、花布等材料，亲手描绘
出美丽的家乡———樱桃沟……

这便是“一人双岗”团体和侯寨乡骨干教师联合开创的
“乡土大课堂”， 也是二七区课改成效的一个缩影———课堂
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 是衡量一所学校甚至一个区域教育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课改可以改变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
反之，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也决定着课改能否顺利进行。

近年来，二七区的区域教育变革，在行政推进层面更多
的是在努力构建一个健康且能够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在这
种生态的浸润下，二七区教体局所提出的“质量、服务、品牌”
三大主题得到充分彰显，所实施的“六名工程”（教育名区建
设工程、名学校拓展工程、名校长塑造工程、名教师培养工
程、名学科构建工程、名学生培育工程），成效显著且内涵得
到不断的升华，其标志就是以“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优质特
色、高位均衡”为核心特征的“多彩教育”区域教育发展理念
逐步形成，尤其是以“尊重生命、以生为本、基于生活、生态发
展”为核心理念的“四生课堂”的多彩呈现，表明二七区的教

育变革在均衡和品牌的“双轮驱动”下，不断走向深入。
2012 年 5 月 8 日至 22 日，二七区首届“多彩课堂”文化

节在 9 所城乡学校依次开展，专家讲座、各学科教学展示研
讨、教育博客沙龙等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集中展
示了二七区课改成果。 此次活动本身也体现了二七区教体
局在推进课改方面的策略与智慧，在“和而不同、多元共生”
的生态环境下，让各个学校和广大教师在展示中发现差异，
在差异中发现规律，在对比、分享、修复、反思中共同成长。

作为对郑州市道德课堂建设的丰富和补充， 二七区以
构建“尊重生命、以生为本、基于生活、生态发展”的“多彩课
堂文化”为核心，充分发挥三级名学科建设团队的作用，着
力于以“四生”为表现形态的课堂教学流程、课堂教学评价
标准和作业建设的行动研究，形成了 74 中的“理解课堂”、
陇西小学的“美乐爱”课堂、棉纺路小学的“体验课堂”、82 中
的“三四三”教学模式等多姿多彩的课堂文化，涌现出了郝
峰、贾琳、祁媛、孙书安、羊志华、张喆、韩雪等一大批新课改
名师，过去以教为中心、知识本位的课堂教学，正在发生“静
悄悄”的革命……

“让教育真正回归本色，这样的教育才是朴素的、细水
长流的，教师和学生才能够真正享受到教育的幸福！ ”刘子
科如是说。

区域教育呼唤实践创新
□ 刘子科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进入 “深
水区”，作为实现各方教育改革理想的
交汇点———学校， 其内部的变革常常
身陷困境： 变革的动力不足、 能力不
强、外部支持环境不良等，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压力和机遇。 因此，以
区域推进的方式进行教育变革， 是当
前变革性教育实践的新路径选择，它
将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部门的统筹作
用，通过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培养，激
发他们的教育变革动力， 增强他们的
变革能力，通过财政、人力、政策、舆论
等的支持， 为学校变革创造宽松的环
境。 二七区所独创的“一人双岗”工作
机制， 为二七区教育实现均衡和品牌
两大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保
障，找到了路径。

指导行动的不是某一种方法，而
是一种思想。 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回归
教育本真， 尤其是区域教育变革的任
何设计和行动， 都必须遵循一条原则
和规律，即促进人的发展。 因此，改革
的方向必须正确，如果错了，发展越快
走得越偏远。

不可否认， 教育改革走过了一个
不可逾越的摸索阶段，过去唯上，后来
跟风，看似繁荣却失去了自我，没有了
灵魂。二七区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同
样经历了从机械的到感性的、 再到理
性的、 且思且行的办有灵魂的教育的
发展脉络。 居安思危，后来，我们结合
二七区教育的实际，提出了“质量、品
牌、服务”的三大主题，实施了“六名工
程”，独创了“一人双岗”工作机制等，
最终形成了以“多元共生、和而不同、
优质特色、 高位均衡” 为核心特征的
“多彩教育”发展理念，重新建构了区
域教育发展文化。

在区域教育变革的过程中， 我们
深切地体会到，任何一极化、单一化的
教育诉求， 必然是对教育生态环境中
个体多样性的否认或者忽视， 必将导
致僵化， 最终使教育和处在教育之中
的个体失去活力。 因此， 我们提出了
“多彩教育” 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努
力构建一个健康且能持续发展的教育
生态，让教育真正回归本色。

所谓“多彩教育”，就是发挥教育
的最优化功能，在个人层面，为每位受
教育者提供适合的教育，使每一个人，
包括学生和老师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学校层面，坚持特色化办学，通过课
程多样化、课堂个性化、评价多元化，
使受教育者实现“按需选学”；在区域
层面，通过构建多彩的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教育网络，
使受教育者获得与其全面成长及个性
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教育， 构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学习型城区、 学习型社会。
“多彩教育”的精彩之处，就是“使每个
人做最好的自己”，最核心的特征就是
“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优质特色、高位
均衡”。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教
育体育局局长）

□ 本报记者 张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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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区域教育地理·河南郑州二七区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二七”教育生态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是郑州的中心城区，因历史闻名的“二七大罢工”而得名。 作为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非
常典型的教育大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迅速改善了城乡教育的办学条件和信息化水平。
2009 年 5 月，郑州市二七区教体局从机制创新切入，实施区域均衡和品牌建设两大战略，通过深度变革，全力
提升教育的“软实力”，并在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区域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中，走出了一条变革性创
新发展之路。 本期聚焦郑州市二七区的变革经验，以期为其他区域的教育同仁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借鉴与思考。

链接·观点

“好教育写在脸上”，不仅应该写在孩子们的脸上，更应该写在教育人的脸上。近几年，记者在和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教育人的
接触中，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二七教育人与众不同的精气神！
变革往往会带来阵痛，而在变革的当下，二七教育人身上却充满着爱、喜悦、和平的能量。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好奇。二七区的教

育变革遵循了怎样的发展脉络，实现突围的路径与方法是什么，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支撑呢？记者试图从当地教育变革的几个关键
点解读这样的“二七”教育生态。

在二七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变革行动，是从用
人机制这一敏感点开始的。

为了提升农村学校的“软实力”，二七区教体局
曾先后系统开展过城乡学校 1+1 结对帮扶、 城市教
师支教、城乡学校领导轮岗等活动，但在总结经验教
训时，他们发现：这些支教方式存在着主体不对等、
参与者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2009 年 5 月， 从原来的业务副局长走上局长岗
位的刘子科， 对此深有体会：“要真正打破依城带乡
这种单项的、封闭的支教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实效性
问题，必须在体制上寻求突破。 ”于是，一项触及用人
机制的创新实践，经过充分的酝酿之后应运而生。

这项改革被称之为“一人双岗”。 其运行机制是
通过公开选拔，打破常规用人机制，在城市学校一线
教师和中层干部中，通过“四票制”的干部选拔机制，
遴选出德才兼备的教学业务精英， 同时任职城乡两
所学校，兼任两个学校副校长（或教导主任）职务，充
当农村学校的业务领导、城乡学校的联络员、联动工
作的组织者、先进办学思想及教学新理念的宣讲者 4
种角色。 通常情况下，“一人双岗”人员每周在农村学
校工作 4 天，在城市学校工作 1 天。

2009 年 8 月， 贾琳和邢露经过公选， 成为首批
“一人双岗”的开创者，分别兼任农村乡镇中心校和
城市学校的业务副校长。 之后“一人双岗”的规模不
断扩大，从 2009 年的 2 人，到 2010 年的 16 人，再到
2011 年的 37 人，实现了城乡之间、城区学校之间的
“立体化网络”全覆盖。

“一人双岗”人员的职务使命，是推进城乡教育
均衡，但具体如何实施并没有现成的路线图。 如今，
已经担任二七区教体局“一人双岗”办公室负责人兼
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的贾琳， 在回想起当时的心境
时坦言，尽管对去农村学校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
农村学校的现状还是让她皱紧了双眉， 农村教育和
城市教育在软实力方面形成的强烈反差， 大大出乎
她的想象。

在此后的 3 年时间中，“一人双岗” 工作瞄准城
乡教育的不均衡点，通过开展各类活动，逐步探索、
提炼出了独具特色的“二七城乡教育均衡模式”———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一体四动”模式。 即：让城乡
学校结为发展共同体， 建立起城乡学校管理文化联
动、教师教学教研联动、学生互动交往成长联动、家
庭教育理念融通联动。

马寨培育小学的特色是刻纸文化(剪纸文化的一
种)，而建新街小学的特色是动漫，这两个学校的“一
人双岗”副校长李芳说，两个学校联合后，培育小学
的学生不仅学会了动漫制作， 还用刻纸艺术刻出了
许多动漫人物， 而建新街小学的学生也学会了各种
传统的刻纸艺术。 2011 年，城乡孩子的原创作品“鱼
尾狮”被作为礼物送给前来考察的新加坡校长，小刻
刀作品名扬海外；2011 年 5 月，在省会“红领巾心向
党”主题队日活动现场，城乡孩子的剪纸作品《我是
河南人》精彩亮相。

校校联合，谋求共赢的例子还有很多。 例如，二
七区淮河东路小学辐射带动了共建学校刘胡垌小学
管理品质的提升，使刘胡垌小学“翰墨书香”的校园
文化特色得以进一步彰显； 二七区艺术小学以艺术
特色见长， 把艺术特色办学的思想带到了张李垌小
学；二七区兴华小学推行“精细化管理”，以此带动了
侯寨小学与郭小寨小学管理效能的提升； 二七区实
验小学与王庄小学共同申报课题， 结成了 “科研兴
校”的共同体，等等。

“一人双岗”工作机制下的教育均衡举措，使城
乡学校之间多维对接，打通了封闭、分割的城乡“教
育壁垒”，深层次推动了城乡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和
交流互动。

“一人双岗”还使农村教师拥有了与城区教师统
一培训、同台竞技的机会，他们通过整合城乡“一人
双岗”学校的优质教师资源，吸纳 100 多位名师，建
立起了“二七区城乡名师共享大菜单”，各个学校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定制名师”，进校授课，由此开创了
城乡教师专业发展的新局面。 3 年来，二七区两个乡
镇的农村教师 50 多人次，站在了省、市级优质课的
领奖台上， 跳出了以往农村教师只在区内获奖的怪
圈……

原先千方百计想进城上学的农民子弟， 现在更
多的是继续留在自己村里的学校， 家长们说：“自己
家门口的学校和城市学校办得一样好， 还让娃们跑
啥？ ” 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学校校长时云峰也感触颇
深，他认为，如果把以前的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城市
教师支教比作是为农村学校 “输血” 的话，“一人双
岗”就是在增强农村学校的“造血”功能。

以“软联动”破解城乡教
育二元结构“硬壁垒”

破破破题题题

二七区教体局独创的“一人双岗”工作机制，由“一对
多”到“一对一”再到“一人双岗”抱团发展，形成了网格状立
体交互发展态势，以“软联动”破解了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
“硬壁垒”， 形成了多方力量共同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
良好态势。

对此，刘子科认为，“一人双岗”触动了区域教育均衡发
展的敏感点，因此成为推动区域教育变革的有力杠杆，其意
义在于整体带动用人机制、教师队伍建设，实现以人促事业
发展的良性运转， 但他们的收获还不仅仅是这些。 “一人双
岗”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为二七教育构建“多元
共生、和而不同、优质特色、高位均衡”为核心特征的“多彩教
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反之，这种文化也为“一人双岗”
以及整个二七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生命力。

贾琳讲述了这样一件事。2009 年冬季的一个早上，大雪
封门，交通被迫中断，从郑州市区前往侯寨中心校十几公里
的路程让她犯了难。 可是后来她得知，各个农村学校的校长
和教师们都克服困难，坚守了自己的岗位。 侯寨中心校校长
郭喜莲更是淌湿了两双鞋，步行了 4 个多小时到学校。 “如
果有一个孩子来学校， 我们就不能停课， 我们要对孩子负
责。 ”这就是他们的心声。

正是这件小事，给贾琳的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她被
农村教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使她对“一人双岗”当
初的工作理念和定位，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农村学校和城
市学校的差距很容易看到， 可是城乡教育难道就没有差距
吗？ 是差距还是差异？ 城乡之间是帮扶给予还是共生共长？
此时 ， 贾琳突然明白了刘子科经常和他们交流的一句
话———“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真正内涵。

贾琳的心态变化，其实代表了“一人双岗”人员共同的
心路历程。 在切身的体会当中，他们逐渐放下了作为城市教
师的优越感，懂得了对农村教育、农村教师、农村孩子的尊
重，也多了一份平等心！

“没有好与坏，只有共生共长，因为当你给人或事贴上
标签的时候，本身就缺少了认同和尊重，而这与教育的本真

是背道而驰的。 ”贾琳淡然地说。
这种意识的觉醒是一种能量，在城乡学校之间、在二七

教育人之间不断蔓延和传递。 它为“一人双岗”从一种用人
机制到一种工作机制的转化，以及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完善，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记者了解到，“一人双岗” 团体和侯寨乡骨干教师联合
开发了《乡土大课堂》和《特色寒假作业》，实现了“多彩城乡
校本课程”资源的共享，开辟了区域内实践大课堂，让城市
与农村教育元素相互融合， 最大化地发挥了城乡优质教育
资源的作用，同时向城市开放了本土性教育资源，输入了特
色化教育经验，等等。

二七区外国语小学和樱桃沟小学联合开发了校本课程
《户外磨砺课程》的城市穿越篇———“寻找那些老字号”。 在
课程中，每组 4 名学生（2 名城市学生 2 名农村学生）和 2 名
家长志愿者，拥有一张地图和一个“智慧锦囊”。 家长志愿者
充当课堂观察者， 用 DV 和相机记录下学生在城市中 “穿
越”采访、探寻老字号的过程，孩子们拿着地图乘公交车、探
寻老字号，不管他们遇到什么困难，家长志愿者都不给予任
何帮助，让他们独立解决。 一位参与其中的家长说：“户外磨
砺课程把课堂放在了自然中、社会中，让孩子们的胆量、人
际交往能力和处理问题的社会适应能力， 都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这样的探索太好啦！ 孩子们喜欢，我们支持！ ”

城乡孩子在一次次交往互动中开阔了眼界， 丰富了学
识，在一次次竞赛中各展风采，获得一项又一项荣誉，孩子
们成长了，最开心的莫过于家长。 原来不知萝卜在哪生长的
“小皇帝”，有了亲眼看一看菜园农场的机会，原来不知机器
人为何物的农村娃，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

其实，这就是一个尊重差异、追求内涵式发展、城乡学
校多方位自主交往、健康成长的舞台。 支撑这一舞台的是一
种智慧，而这种智慧就是对“主体”的认同与尊重，它使得发
展成为学校的内在需求，“为每位受教育者提供适合的教
育，让每个人都成为最好的自己”，成为二七教育人共同的
价值追求。

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升升升华华华

“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深深深化化化

刘子科

走进大自然的“实景作文”，让写作更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