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样的老师很有趣
新生刚开课，老师记不住人名，现场编出各种代号……
有一天上课，老师想让一学生回答问题。
大声点名：“冰露。 冰露你来说一下！ ”
班上没人应声。
该老师解释：“我是说第 N 排第 N 个桌子上摆着‘冰露’矿泉水的女生，对，

就是你，来答一下！ ”
全班沉默一下，个别喝“王老吉”的同学默默地把饮料收了起来……

老师天生适合做律师
学生没考好，老师可以推说学生没有认真上课；又一次没考好，老师说学生

没有复习好；第三次没考好，老师说学生不善于总结；第四次没有考好，老师会
说学生的脑子还没有开窍……

第 N 次时，老师又会说……
所以你瞧，老师总有很多合情又合理的借口。
所以这也印证了一句话———老师天生适合做律师。

教育幽默教育幽默

世界上的事情 ， 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
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就要
亏厌 ；树上的果子 ，一旦熟透了 ，马上就要坠
落。 凡事总要稍留欠缺，才能持恒。

———莫言

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
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
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那的
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里了。

———三毛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有着残缺的，所以，
如果有一天我们注定要面对面地生活，就要明白，
我们必须用最宽容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所有缺陷。

———陆缄

龙 池
□ 汪银泉

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行动联盟
千校阅读行动联盟，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

爱读·睿智·行动

2012年度爱读人物·学校评选启动
关键词：爱读·睿智·行动
评选对象：热爱阅读的学校、校长和教师。
评选流程：
2012 年 9 月~11 月，评选报名阶段，通过自荐和他荐等渠道，学校、校长、教师提交报名材料；
2012 年 11 月~12 月，入围学校、人物产生和网络投票阶段，由中国教师报进行首轮评审推出入围学校和人物，相关网站设立投票平台，由网友对入围学校、人物
进行投票；
2013 年 1 月，评审阶段，由中国教师报组织相关专家对入围人物和学校进行专业评审，结合网络投票结果产生最终结果。
奖项设置：年度爱读教师、年度爱读校长、年度爱读学校。
咨询热线：010-82296726 82296735
电子邮箱：jssh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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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追梦女孩
藏区绽放精彩青春

“真爱梦想”行动⑥

我饶有兴趣地把隆尧一中提供给
我的 1999 年全县中考成绩前 500 名学
生名单认真看了看，发现了许多规律性
的问题，因此引发出我的诸多思考。

思考一
升入名牌大学的优秀生究竟是谁

培养出来的，“名校” 又是谁打造出来
的？ 我把中考成绩前 50 名的学生做了
一个简单的梳理，发现进入隆尧一中学
习的仅有 1 名，排在第 42 位，这可能就
是当年度该校录取的最优秀学生了。其
中被衡水地区几所学校录取的高达 12
名（其他外地市均没有），那位中考第一
名的学生“很自然地”被那所全国著名
的 、红的发紫的 “超级中学 ”录取了 ，3
年之后也“很自然地”走进了名牌大学
的辉煌殿堂，又“很自然地”为该校全省

名牌大学“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录取砝
码增加了一个小筹码。 目前，教育业内
人士几乎都认为，学校教育从某种程度
而言“不是学校成就了学生，而是学生
成就了学校”，或者说“是好学生成就了
好老师”等。 因此，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做一设想：如果把这位中考第一名的学
生放在隆尧一中，或放在其他任何一所
高中学校，甚至让其自学，他都会考入
全国一流的高校。

思考二
是哪些学校在做着教育 “普惠”的

事情 ，做着在考试面前几近 “失败 ”考
生的发展乃至拯救工作？ 还以隆尧一
中为例。 当我问及颉现辰校长为什么
抽出中考 430~490 分之间的两组学生
做配对 T 检验？ 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告
诉我说， 因为 491 分以上的学生都在
前 100 名之内， 而这些学生又几乎全
部流向了外地高中， 只有这个区间的
学生我们才能留住一部分， 二者才能
做配对 T 检验，其结果也才有说服力。
我又了解到， 近些年隆尧一中招生几

乎没有分数线限制， 但招生数也很难
超过 1000 人。 2009 年隆尧一中改变了
收费政策，变一次收费为分年度收费，
招生人数首次突破 1000 人大关，可这
些学生的中考成绩在 500 名之内的还
不足 15%， 绝大多数成绩都在 1000 名
之后。 面对这样一个生源群体，显然不
能用考入北大、 清华的高期望值来引
领，只有在保证生源不外流的前提下，
尽量做到 “低进高出 ”，力争使每一个
孩子都得到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
摸索出了许许多多鞭策、 鼓励后进生
学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特别是和南
京金陵中学成为联盟学校之后， 他们
一直坚持向金陵中学不间断地派出青
年教师跟岗学习，每期 6 周 ，每批 3~5
人不等， 这些教师十分珍惜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 往往不是单纯的跟岗学
习， 而是深度参与金陵中学教师的备
课、授课、评课等教学活动。 最难得的
是他们能把学到的先进理念及时应用
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 我在隆尧一中
考察，无论是课堂上，还是在和老师们
的座谈中乃至平时的接触中， 几乎都

能听到 、看到 “尊重学生 ，照顾到每一
个学生”“不放弃、不言败”的言行。 这
和一些 “超级学校 ”只重视小班 、重点
班 ，只重视尖子生 ，只想爆发高考 “原
子弹 ”效应的做法 ，形成了鲜明对比 。
同时， 隆尧一中还对课改活动中出现
的困惑和问题， 进行了及时的梳理归
纳， 并反馈到金陵中学， 请那里的教
师、专家进行解读，效果十分明显。 正
因如此， 隆尧一中连续几年考出了他
们自己认为比较好的高考成绩 。 以
2012 年高考为例，参考人数 1077，其中
本 科 三 批 上 线 人 数 624， 上 线 率
57.94%。 面对“挖”剩下了的生源，能有
这样的成绩，他们确实努力了！

社会和媒体在热捧名牌学校的时
候， 可能没有人注意像隆尧一中这样
的薄弱学校，他们得不到掌声，更没有
绚丽的光环， 甚至还会受到一些社会
舆论的鄙视，但是，他们一直在默默地
做着，他们的智慧一点也不差，他们付
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少，甚至会更多。 从
社会公平的角度而言， 他们的贡献也
许会更大。

“T 检验”带来的思考（二）

张小娟， 一个出生在兰州
市的 80 后女孩。 在一次藏区支
教后， 毅然决然选择留在条件
艰苦的藏区当语文老师 。 当我
们问她为什么放弃城市优越的
生活、工作条件，选择驻守藏区
时， 她的回答是 “我有责任留
下”。

2009 年， 在兰州市的一次
培训中， 张小娟第一次接触到
了 “梦想课程 ”，这种有别于传
统教学的方式打动了她 。 回到
学校以后，在缺少课件、缺少指
导、缺少经验的前提下，张小娟
耐心摸索，用心学习。 她每天都
到梦想中心的博客上浏览同行
的教学经验 ， 渐渐掌握了梦想
课程的基本方法和流程 ， 并根
据学生特点 ， 对梦想课程进行
了修改， 设计出了适合自己学
生的课程。

孩 子 们 特 别 喜 欢 上 这 门
课， 就连那些平时想方设法逃
学的孩子，也有了求知的欲望 。
“梦想课程简直就是改变孩子
们学习态度的灵丹妙药！ ”张小
娟欣喜地说。

张小娟用 “昨夜西风凋碧
树，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等诗句， 来形容梦想课程带给
她的改变。 在益哇乡梦想中心
学校博客上 ， 我们总能看到她
个性化的、 闪烁着思考的光芒
的教学随笔。

从 2009 年第一次接触梦想
课程， 到现在成为梦想中心的
优秀教师， 从刚进入学校时为
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而绞尽
脑汁， 到现在欣喜地看到孩子
们不断成长 ， 张小娟的故事带
给我们的不只是感动 ， 还有希
望。 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藏区
孩子自信从容的未来 ， 看到了
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春天 ，看
到了中国素质教育均衡发展的
希望。

（赵 洁）
（任代课教师 21 年的陈先

俊老师， 每月工资最低时仅为
17.5 元，生活的贫困并没有击垮
他执着的教育心。 “梦想中心”的
落户让这位“奔五”的老教师重
新找回教育激情，在梦想课程中
他看到了新课标提倡的 “自主、
合作、探究式”的学习方式。 下期
让我们走进陈老师的故事“为梦
想，无悔坚守”。 ）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35 82296726
18610378011

◆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报名条件
1. 校 长 有 引 领

教 师 读 书 的 强 烈 意
愿。

2. 师 生 阅 读 活
动开展有一定基础。

1903 年由张百熙、 荣禄、 张之洞
等人拟定的 “癸卯学制” 颁布。 1905
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沿袭一
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教育体制解体 ，新
式学堂诞生了。 清新通俗的新编教材
代替 “四书五经 ”走入了新式学堂 ，在
这些国语（语文）教材中，叶圣陶编写、
丰子恺绘图的《开明国语课本》流传最
广、影响最大，对今天的小学语文教材
编写及小学语文教学仍具有重要的启
迪和借鉴意义。

这套教材，意境高远，叙事真切，行
文朴素，语言清新鲜活，是蕴含着大真、
大善、大美的划时代力作。 这套教材在
选文和编写方面具有独到的理念，其充
溢全书的人文性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
借鉴。

对小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就是教他
们如何做人。 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爱
护动物，爱劳动，爱生活，爱家爱国，这
是小学生都应该明白的道理。 这些都做
到了，孩子们就在无形中养成了高尚的
道德情操，并且为其今后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在《开明国语课本》中，很多课文都
体现了编者的这种思想。 比如，《妈妈缝
衣服》一课中说：“‘妈妈，你缝衣服，给
哪一个穿？ ’‘我缝衣服，给一个爱干净
的孩子穿。 ’‘我爱干净。我的身体干净，
头和手、 脚也干净。 那个孩子就是我
吗？ ’‘是的，是的。 ’”这实际上就是在教
孩子讲卫生。 《客人和主人》《再会吧》两
篇课文， 通过叙写主人和客人相会、道

别的细节，教孩子懂得礼貌待客、尊敬
他人。 《母亲的生日》一文，教孩子热爱
自己的妈妈和亲人。 以上种种，都是教
孩子学会做人的第一步。

叶老还以大量的文章歌颂劳动，教
小学生热爱劳动，帮助小学生树立劳动
光荣的理念。 《田里的麦熟了》一文写农
民收麦子时的忙碌景象，《种树》一文写
学生们种树时的欢乐场景。 《农人种田》
一课中说：“农人种田。 有的种麦，有的
种棉。农人种了麦，大家有的吃。农人种
了棉，大家有的穿。 ”这篇文章写出了农
民的重要性，其教育意义不亚于李绅的
那首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个邮差》这篇课文告诉孩子们，工作
着是幸福的 ， 只要肯为别人做
事， 就会得到他们的称赞和尊
重。

小学生在社会竞争中，总会
遇到挫折，这怎么办呢？ 看叶老
的态度。 《小房子 》《妹妹哭了》
《再搭起来》3 篇课文， 依次写了
“妹妹搭了所小房子———小狗冲
塌了小房子， 妹妹很伤心———妈
妈教妹妹重新搭小房子———妹妹
重新搭起小房子， 并用柳条围起
来，小房子更牢固了”。 课文以小
见大， 教育孩子在任何挫折面前
都不要气馁，只要有信心，重新做
起，就能成功。 这番深刻的道理，
叶老却以儿童游戏化的情节表达
出来，深入浅出，孩子自然乐于接

受。
文章朴素易懂，情趣横生，小学生

在琅琅的读书声中， 学会了怎样做人。
这就是儿童化的人文。

那么， 语文教材怎样才能体现出
丰富的人文性呢？ 除了一条条的大道
理外，关键还要懂得孩子的心理。这就
要求编者俯下身来， 主动去体察儿童
的心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孩子，遇到
事情后怎么想、怎么做，一一在心中过
一遍， 然后就能对儿童的心理有一个
大概的了解。 现在一些教材编写者就
是缺乏这样的谦虚精神， 总是高高在
上， 以掌握了很多儿童不懂的知识为
荣，有关儿童的事不去试“做”，儿童的
心思不去揣摩， 却说：“我要编小学语

文教材了。 ”“我已经编了几套小学语
文教材了。”所编的教材，充满说教，干
巴巴味同嚼蜡，各方面的知识（实际上
是没有用处的死知识）都兼顾到了，唯
独没有体察到教材使用者、 学习的主
体———小学生的心理需要。 这样的教
材充满令人生厌的政治性， 连教师都
读不下去，小学生怎么能喜欢？小学生
不喜欢教材，又怎么会喜欢学习？又怎
么会不厌学？

所以说，没有一颗童心的人，体味
不出人文性，不能编小学语文教材，也
编不好小学语文教材。 离开小学生的
思维、知识和情感实际，抛开儿童化的
人文，向小学生奢谈成人化的人文，这
只能是一厢情愿。

小语教材 “俯下身来”
———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 □ 李 宁

语 丝语 丝

当时只道是寻常
□ 左昌伦

天刚亮，母亲便起床了，挽着菜篮子，走进
门前的菜园，穿行在带着露水的茄子、扁豆、丝
瓜、黄瓜、韭菜、辣椒之间，为一家人采摘蔬菜。

堂屋的横梁下，挂着几条腊鱼、几块腊肉，
那是母亲腌制的；厨房的竹篮里，存放着鸡蛋和
鸭蛋，那是母亲饲养的鸡鸭产下的。

母亲从菜园里出来 ，择菜 、洗菜 、切菜 ，淘
米、生火。 当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时，我们一
个个开始起床。

吃完早饭，我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
而母亲呢，给猪圈里的两头猪喂完食，将厨房里
的厨具收拾干净，最后一个来到餐桌旁，草草地
吃下几口饭菜，扛着农具，去地里干活了。

我童年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对
于这样的早晨，我习以为常。

后来， 我到镇上的中学读书， 离家七八里
路，平时我在学校里住读，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一
趟。

学校的食堂，每餐不是白菜就是萝卜，而且
都像是用清水煮的，索然无味，令人难以下咽。
我不由得想念起母亲平时做的那些家常饭菜
来。

每个周末放学后， 我总是朝着家的方向疾
走。有时到家天色已晚，母亲从锅里端出事先留
好的饭菜，坐在我的身边，满足地看着我津津有
味的“吃相”，目光中全是慈爱。

再后来，我远离故乡，去外地求学，只有寒
暑假才能回家。

暑假正是农忙时， 我会到自家的责任田里
帮父母干干农活， 农闲时则喜欢和弟弟去河里
钓鱼。

那时，村子里的河水都是活的，河里不仅能
游泳，还能行船。 在河边垂钓两个小时，提着半
桶活蹦乱跳的野生鲫鱼、鳊鱼、鲤鱼回家，那是
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将钓来的鱼交给母亲。 母亲麻利地把
鱼收拾干净，一会儿，飘着香味的家常鱼便端上
餐桌来。

腊月里的乡村，连空气都是香喷喷的。
寒假归来， 我看见母亲几乎天天都在厨房

里办年货：打糍粑、做豆腐、炸油饺 、做炒米糖
……厨房变成了食品加工厂。

母亲将这些食品装满了大筐小筐， 装满了
大盆小盆。

假期结束返校时， 母亲总是将年货往我的
背包里塞。 有时我觉得这些食物自己从小吃到
大，过于寻常，不愿意携带，她就会不高兴。

再后来，我在外地工作了，为人夫为人父，
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回老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只
是春节期间带着妻儿回去一趟，看望一下父母。
每次回去，母亲照样喜欢在厨房里忙碌：或蒸，
或炒，或煮，或卤，或炸。 而我，则喜欢坐在灶膛
前的矮凳上，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和母亲聊
天。屋外的北风，凉飕飕的；灶膛里的火，暖烘烘
的。

前年，母亲去世后不久，一家电视台举办电
视烹饪大赛。 决赛那天，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

比赛接近尾声，主持人采访一位资深评委：
“作为一位烹饪大师，天底下的美味佳肴您一定
都品尝过，您认为谁做的饭菜最好吃？ ”那位评
委回答：“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最
好吃；现在年纪大了，母亲早已过世了，我觉得
自己做的饭菜最好吃。 ”

“母亲做的饭菜最好吃”———就是这么一句
简单而朴素的话， 一下子触到了我心底最柔软
的地方，我的眼睛潮湿了。

童年时，我天天生活在母亲身边，觉得母亲
做的饭菜是寻常的。等到长大成人，离故乡越来
越远，我才发现，母亲做的饭菜胜过山珍海味，
吃起来不仅可口，而且舒心，每一口都有着浓浓
的亲情。

母亲在世的时候， 我觉得享受母爱是一件
寻常的事情， 就像春天的原野随处可见的小花
小草。等到母亲去世才发现，即便是和母亲坐在
一起聊聊天、拉拉家常，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纳兰容若曾说：“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
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

人世间，真正的幸福大都是寻常的。许多寻
常的幸福，趁我们不在意时已经悄悄溜走，只能
被我们的记忆拾起。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荆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亲情驿馆
亲情驿馆

且行且思且行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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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须回归游戏

中国教师报：《道尔顿教育计划》一
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李明： 该书所展现的教育活动，完
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它是
针对孩子天性所设置的教育方案。 孩子
天生都有学习的兴趣和愿望，学生在学
习具有吸引力的科目时头脑敏锐、思维
活跃 ， 更有能力征服学习过程中的困
难。

道尔顿教育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
立足于激发学生的自主精神，促进学生
个性的塑造，发展其创造才能。 作者海
伦·帕克赫斯特强烈反对刻板、 专制的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 道尔顿学校遵循
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和合作”。 所谓“自
由”， 是指让学生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
时间和自由意志， 在教师的指导下，相
对自由地支配学习时间 、 选择学习科
目、选择合适的学习速度等。 这种自由
并非放任自流 ，而是有组织 、有纪律前
提下的自由。 所谓“合作”，亦可称为集
体生活的互动，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良好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与人共处的能力。

该书主张学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
下接受和承担较为长期的学习任务，主
要体现为每个科目一个月的学习任务。
当学生明确了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后，就
会主动学习怎么安排时间，并根据个人
兴趣进行学习 ，不再需要听铃声 、按课
表上课 ，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 ，随时进
入感兴趣的实验室，在教师的帮助下与
其他学生一起学习。

在道尔顿学校，一个实验室就是某
学科的博物馆 ，从教科书 、教辅材料到
教辅工具等，应有尽有。 主持实验室的
教师必须是专家型教师，他必须具备该
门学科深厚而广博的知识基础，并能为
每个年级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教学辅导。
学校采用学分制，学生以适合自己的速
度来取得某一门功课的学分。

王健明：在道尔顿教育计划的起源
中， 作者引用了托马斯·爱迪生的一段
话：“人类大脑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
限的，但重要的是不让小孩子去学他们
不喜欢的东西，如果学习不如玩耍有兴
趣，那就变成了一种伤害。 如果让一个
孩子学习他不喜欢的东西，并且一直持

续到 14 岁， 那么他的大脑就被永久地
损害了。 孩子天生喜欢学习。 他们怀有
巨大的好奇心，但他们必须对学习对象
感兴趣。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段话
的核心，那就是教育要回归于游戏。 基
于这样的理念， 我校开发了 20 多种课
程，并将其定位为展示的平台———展示
荣耀，交流自豪 ；体验成长 ，收获自信 。
游戏的课堂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和潜能。

避免学习任务碎片化

中国教师报 ：读完 《道尔顿教育计
划 》一书后 ，你们最大的感受或收获是
什么？

边冬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
一些观点和做法与我校课程改革的理
念与实践有许多相通之处。书中说：“每
个学年开始，学校就向学生摆明整个学
年的学习任务。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做
的。 我们采用的是周目标导航的教学方
式，周目标的内容确定的依据是课程标
准和学生生命成长的需要，我们把课程
标准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进行细化、软
化、活化，梳理出了三种课程：即基础性
课程、文本性课程、实践性课程，然后把
这些内容分解到每个年级、每个学期的
每一周，制定出周目标。

实践证明，传统的教学方式无论是
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过程，一切都由教师
掌控。 学什么，怎样学，学多少，什么时
间学，学生无法做主。 实施周目标导航
教学之后，学生有了自主支配的时间和
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学习进
度 。 特别是对于周目标中的积累性内
容，学得快的学生还可以去帮助那些学
习进度稍慢的学生，对于一个七八十人
的班级来说，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
教师，可谓一举多得！

刘德芸 ：毋庸置疑 ，道尔顿教育计
划与我校的周目标导航有许多异曲同
工之处：

一是让学习更自主。 道尔顿教育计
划为每个学生安排每个科目一个月的
具体学习任务，学生了解了一个月的学
习任务后，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安排时
间，以适合自己的速度来取得某一门学
科的学分，学习有很大自主性。 我们的

周目标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和相对充分的时间 。 在明确了学习内
容和要求以后 ，什么时间学 、怎样学 、
学多少 ，都由学生自主安排 ，完全没有
了教科书和课堂的限制 ， 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 、环境 、条件 ，自主
选择学习方式 、方法和进度 ，同一个问
题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解决 ， 也可以
上网搜集相关信息 ， 还可以向身边的
人当面请教。

二是让兴趣更浓厚。 本书“附录三”
中有“校长和孩子对道尔顿教育计划的
一些看法 ”的调查 ，孩子们都说喜欢这
样的学习方式。 我们学校实施周目标教
学以来，学生在每学期的开始就能拿到
一学期的学习内容和计划安排，课前有
了更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充分的准备
带来的是更多的展示机会和成功体验。
即使那些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只要努力
也能过关 ，这让他们更加积极 ，更加努
力，也就越来越有兴趣去学习。

三是让合作更密切 。 道尔顿学校
的实验室与传统意义上的 “教室 ”不
同 ，在这里 ，学生被分成小组 ，不同年
级 、 不同水平的孩子在一起讨论学校
中或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 这种方
式增进了学生的公民意识 ， 强化了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周目标教学中，我们实施小组捆
绑式的评价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集体荣誉感。 一旦遇到困难，学生立刻
会想到小组共同的利益 ， 积极互帮互
助。 有的组长晚上回家以后，还通过电
话激励小组成员，完成好第二天要过关
的内容。 小组成员有了进步，组长还会
给家长写喜报。 这样的合作，使得同学
间的合作更为亲密。

崔智芹：我校设置了各个年级的周
目标， 其中包括了学习和生活的全部。
每学期开学前两周，周目标就会发到固
定的公共邮箱里， 学生可上网查询，很
容易就能明确每一周的学习内容。 为了
保证学生的有效学习，我们还在各个班
级中建立了学习型组织。

因为小组合作不仅是在学校、在课
堂上 ， 更要延伸到学生整个的生活空
间，所以，我们考虑到了居住地问题，安
排居住比较近的四五个孩子组成一个
小组。 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在有组织、有

纪律的前提下相互激励、 互相督促，拥
有更多的自由学习时间来完成周目标
上的内容，又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社会
适应能力、与人共处的能力。

从小组走向学习型组织

中国教师报：在道尔顿教育计划实
施之前， 作者就想找一个好的办法：在
检查功课之前，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事可
做。 为了使这一计划得以成功实施，她
就必须让大孩子帮助小孩子。 刚才崔老
师谈到 ， 你们在班上建立了学习型组
织，这个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小组有什么
不同？

王健明：我们的学习型组织虽然也
是以小组的形式建立的，但它与一般的
课堂上的小组合作不同。 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时间上。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
中，小组合作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临
时组建的合作单位。 一下课，小组自动
解除。 而我们的学习型组织合作的时间
则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

二是在空间上。 传统课堂上的小组
合作仅仅局限于教室，学习型组织的合
作空间则大大拓展， 不仅是在课堂上，
在课间 、放学后 、在家里都保持一种合
作状态。

三是在结构上。 与常见的课堂小组
在结构上的随意性不同，我们的学习型
组织按照一定的标准， 给学生编了号，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小组的结构是固
定的。

四是在作用上。 我们的学习型小组
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发挥作用，而且在任
何地点都可以起到合作、互助、监督、检
测、评价的作用。

五是在评价上。 我们实行小组捆绑
式评价，小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不针
对个人。 除了加星、量化、实物激励等办
法，我们还开展了 “好孩子行动 ”“冠军
快乐行”等特色活动对学习型组织进行
评价。 这样的评价方式培养了学生们团
结合作的意识。 为了让弱势学生获得更
多的锻炼机会 ，根据学号的不同 ，回答
问题所得的分值也不同。 为了自己的小
组能得冠军，小组内好学生帮助后进学
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读联盟成员校读书沙龙阅 · 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

前不久， 本报千校阅读行动联盟成员校———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共读了
《道尔顿教育计划》一书。

道尔顿教育计划是由美国帕克赫斯特女士提出并实施的一种教学组织方式，它立足于
激发学生的自主精神，促进学生个性的塑造，发展其创造才能。

道尔顿教育计划对教师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如何创造性地学习道尔顿学校的理念与实
践？ 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与乐陵市实验小学教师李明、王健明、边冬梅、刘德芸、崔智芹
进行了对话。

站在教育高度处理教学问题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龙池藏于秦巴山系的崇山峻岭之中。 我去龙池时秋高气爽，暖暖的
阳光洒在青山绿水间，一潭绿水被秀美的山体簇拥着，整排的水杉树围
在池边，似在守卫着碧水，又像与山林形成不太规整的对仗，彼此唱和中
显出一种静谧和固守。

池边的山林处有几户人家，池塘的周围有他们种植的旱烟、玉米，房
舍周围，有他们种的萝卜、白菜、大葱、大蒜……他们淡然地养护着身边
的庄稼，打发着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自主而静谧地生活着。

在农户房舍侧面的一处坡地里有三棵银杏树， 据说已活了 600 多
年，每棵树都要三个人合围才能抱住。 我想，正是因为这里无人骚扰，幼
苗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吧。但同时我也看到，树的周围已被游人踩得光亮。
不远处，垃圾成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怪舞，似在暗示着一种对未
来命运的担忧。

我不禁思虑，人类从建设城市的那一刻起，科学与自然、风景与文明
就一直进行着博弈。城里人从汽车里钻出来，走进山花烂漫的旷野，便觉
得获得了欢乐， 甚至感到这原野里的一只山雀的生活质量都比他们的
高。但是，乡下人却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现代设施的便利，比什么都重
要、都实惠。他们眼中的天堂，不是山山水水，而是北京的王府井、西安的
康复路、汉中的北大街。

从农舍处复转回池边，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寻找奇石，有人在采集野
花，来的人都想拿点什么回去留作念想。 殊不知，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
一木，常年根植于静谧，而这样的静谧，来自于万物的相互渗透和疏解，
这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哪是能够轻易拿得走的？

离开龙池的一瞬间，我清醒地意识到，龙池是秀丽的，它的山是那么
碧绿，它的水是那么清澈；龙池是古朴的，它的庄稼蔬菜都是农家肥在浇
灌，那儿的农人憨厚又朴实。 然而，当我挥手告别龙池的时候，汽车的尾
气蒙胧了我的视线。 秀丽古朴的龙池越来越模糊，也愈来愈遥远。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南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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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分数就没有今天，只有分数则没有明天。 王柱华/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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