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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本报记者 康 丽 □ 刘术红

杨碧君：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 教师的专业成长成为一个重要话
题。现在大家关注的都是诸如“学者型”教师、“专家型”教师，但
在我看来，教师还可以有另一种成长路径，比如“文化型”教师。

文化型教师来自教师的高尚人格、 高深学养、 高雅情
趣，来自教师的宽大胸怀、宏大气度、远大抱负，来自教师的
勇于追求、敢于创新、善于智慧。 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
“教师的人格对于纯净的心灵来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
的，教师的人格是教育事业的一切，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
的发展和形成。”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教师个人修养及综
合教育素质的外在表现，是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法国作家
罗曼·罗兰说得非常形象：“要撒播阳光在别人心中，总得自
己心中有阳光。 ”对于学生来讲，教师高尚的人格是任何力
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灿烂的阳光。

文化型教师有高深的学养。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观书有
感》中的两句诗意味深长：“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可见教师自身的学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腹有诗书
气自华”，一位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教师，举手投足间总是
散发着优雅芬芳的文化气息。只有教师的专业知识有厚度、

相关知识有广度、教学视点有高度、文化底蕴有深度，才能
在新课程标准面前站得高看得远，教起书来才会左右逢源，
对学生的人生影响才会深远。

文化型教师有高雅的情趣。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说：“没有油
画、雕塑、音乐、诗歌以及各种自然美所引起的情感，人生乐
趣就会失掉一半。 ”文化型教师眼中无杂色，耳中无杂音，口
中无杂言，心中无杂念，心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淡然，胸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意。

文化型教师情趣高雅， 教出的学生才会以好奇之心探
索多彩的世界，生活才会更精彩。

文化型教师有宽广的胸怀。 古人说：“将军额上能跑马,
宰相肚里可撑船。 ”文化型教师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不会耿
耿于怀，在教育学生时不是以成绩论好坏，而是让学生的心
灵和知识同步成长。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词曰：“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总会遇到
一些个性鲜明的学生，据理力争的比比皆是，没理狡三分的
也大有人在。文化型教师会以宽容对待那些敢于“顶嘴”、敢

于挑战师道尊严的学生。
文化型教师勇于追求。 有人说：“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一种文化心态，是一种精神追求。 ”文化型教师对物质的
需求容易满足，但对精神的成长勇于追求。因为文化型教师
知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文化型教师敢于创新。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我熟
悉几十种专业的工作人员, 但是没有比教师更富有求知精
神、不满足现状，更充满创造思想的人。 ”

文化型教师善于智慧。文化型教师有一双美丽的慧眼，
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帮助学生树立自尊、自信，教
会学生自爱和爱人。

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知识的灵魂，文化是在知识
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一种意蕴神采、一种智慧灵气、一种人
文情怀、一种精神气度、一种生活方式。 而文化型教师在道
德上有高度、人格上有力度、思想上有深度、学习上有厚度、
能力上有广度、情感上有温度、行为上有风度、胸怀上有气
度。 这样的教师，自然会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大旺中学）

从湖北到北京，从数学特级教师、名校长到教研中心主
任，在外人看来，杨碧君的人生“三级跳”非常完美，完全可以
“功成身退”了；但身为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主任的她却依
然奔波在一线，去学校听课视导，研究课堂模式，创新教研模
式……提起教学，提起课堂，眼睛里是掩饰不住的激情。

“没办法，就是喜欢和孩子们，和老师们在一起。 ”杨碧
君笑意盈盈。 从 1984 年华中师范大学毕业，这位数学教师
就没有离开过校园，无论是当老师，当校长，还是教研员，她
都做得有滋有味。

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

2013 年 2 月 25 日， 朝阳区的教研员们迎来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开学典礼”。

首先是激情澎湃的 “朝阳区教研中心 2012 年十大新
闻”短片，随后是杨碧君的报告“2013 年工作计划”；最后则
是“开学典礼”的重头戏———“访谈式”业务培训，6 位教研
员以互动论坛的方式，现场说法，分享了使用立体化网络教
研服务平台的体会与心得。

“学校有开学典礼，没想到教研中心也有开学典礼。 ”一
位教研员不无惊喜地说道，而这个特别的“开学仪式”正是
杨碧君的创新之举。“新的一年，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
望开学典礼点燃大家的热情，引领前进的方向。 ”

事实上， 精心准备的开学典礼得到了教研员们的热烈
欢迎。 这些“老师的老师”，曾经参加过很多学校的开学典
礼，但却是第一次参加以自己为主角的“迎新仪式”，更加深
刻体验到了集体的归属感。

除了“开学典礼”，杨碧君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开通了
教研中心的门户网站；把每周二定为教研中心的“读书分享
日”，每期由一位教研员介绍自己最近的读书心得；甚至在
教研中心办公室门口的大片荒地上， 种起了花花草草……
建网站、读书会、种花草，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小事，在杨碧
君看来，都是充满正能量的大事。

“很多人认为，教研员的工作就是去学校听课，不用‘坐
班’，不计较环境，但其实他们也有主体意识，也需要不断的
关注和激励。 ”杨碧君说。

追溯起来，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杨碧君曾深
深体会到，当主体的能动性被激发出来，那就是一种强大
的能量。

1998 年， 时任湖北省宜昌一中教导处主任的杨碧君接
到了一个特殊任务———参与整体搬迁后的夷陵中学办学，并
与 2000 年担任校长。当时的夷陵中学是在一片荒山坡上，边
建设边办学，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办学水平都处于最困难时
期，条件简陋、师资不足、生源不优、资金短缺，但就是这样一
所学校，短短几年就成了一所知名的省级示范校，形成了“人
走三峡，书读夷陵”的品牌效应。

答案在哪里？ 2006 年，由当时的国家级、省级督学为学
校出具的评估报告认为：学校构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管理体
制，引导学生“生活自理、品行自律、发展自主”，以无私、无限
的爱，激发每一个学生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学校建立了“重人才”的舆论文化机制、“爱人才”的
聚集培育机制，“举人才”的选拔任用机制，“惠人才”的评价
激励机制等人本管理文化，激发了广大师生的创造活力。

当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被充分尊重， 当教师和学生的
活力被充分激发，还怕一所学校办不好吗？

“每个人都希望体现存在的价值，校长要做的，就是培
育一大批有主体精神的学生，引领有主体精神的教师。 ”杨
碧君说。

2009 年，因为工作调动来到北京的杨碧君，同样把这
种理念带到了北京，带到了朝阳区教研中心。

把研究中心放在课堂上

2010 年 7 月，杨碧君正式调任朝阳区教研中心。
新官上任，与别的人先烧三把火不同，杨碧君是二话不

说，闷头听课。她发现，虽然新课程改革已经推进多年，但在
一些学校，还没有从“以教为中心”走向“以学为中心”，依然
是以传统的“讲授式”课堂为主。

“我当过教师、校长，太了解学生在枯燥课堂上‘度日如
年’的痛苦了，必须改变教师‘重视讲授，忽视学生主体参
与’的现象。 ”

“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美国缅因州国家训练实验室提出的
‘学习金字塔’理论，事实证明，随着学生主体参与度的提高，
学习内容的平均保留率也在提高， 这充分说明了学生主体参
与度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 ”杨碧君大会小会上不断强调，
“必须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的改进，提高学生的主体参与度。 ”

其实早在夷陵中学， 杨碧君就在课堂上非常注重这一
点，“课前三分钟学生说数学方法”、“分段调整学生心态，分
批落实辅导学生， 分层培养学生能力” 这些有效的教学方
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今面对教研工作，杨碧君同样要求，要想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首先要明白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临的一些“真
问题”，就像对学生要分层教学一样，教研员要根据教师教
学经验以及能力水平不同， 根据他们在教学中所遇到的不
同问题， 与学校一起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需求进行调研和
分析，做好学校教师分类、分层、分析工作，找准其教研活动
的内容需求，为教师专业化发展制订个性化、针对性的培养
方案，并进行跟进式指导。

“当然，特别需要加强教研组长和备课组长的培训。 因
为教研组长、备课组长是校本教研的主导性力量，教研员要
根据学校学科情况， 有针对性地为教研组长和备课组长设
定培训主题；要采用论坛、沙龙、校本教研观摩这些活动让
他们体验到课改的魅力。 ”杨碧君说。

一年时间下来，教研员们几乎是“四面出击”、“披星戴
月”，进学校，做研修，搞培训……教师们改革的意识越来
越强。

“老师们的观念已经发生很大转变，现在会有越来越多
的老师主动找我，问我一些课改的细节，如何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如何驾驭课堂，包括怎么合作，怎么做学案，这让我很
兴奋。 ”

为了让教研中心和学校形成合力， 更有效地诊断和解
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杨碧君带领初高中教研员以“互动-
追踪式视导”模式进行视导。

在杨碧君的构想中， 这个模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
前期调研，学校落实自我诊断。视导前两周，学校要填写《学
校教学工作调研表》，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采取的
措施；教研员要对该校的课堂教学、校本教研以及课程建设
进行前期分析。（2）针对诊断，教研中心落实重点视导。教研
员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校本教研和课程建设等进行服务、指
导和评估。（3）追踪听课，落实教师持续提升。建议学校安排
“A 级尝试课”，对于课堂评价未达 A 级的教师，在学期内安
排他们或让他们自主选择时间上课， 学校学科骨干或教研
员跟进听课，追踪教师的课堂改进效果。

这种模式在激发了教师和学校改革动力的同时， 也赋
予了教研员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面对这群敬业而辛苦的同
事们，杨碧君内心充满感激和敬意，尤其是一件事，更让她
特别感动。

“年初，我们看到一则北师大的培训消息，需要连续培
训 3 天，我想着教研员太辛苦了，就只报了 4 个人的名额。 ”
然而，让杨碧君没有想到的是，有 19 个人报了名，很多人是
白天工作，晚上培训。“有了这种热情，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
之路会更加顺畅、平稳。 ”

创新没有止境

杨碧君不是一个急性子。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之初， 也有人着急， 没有效果怎么

办，成绩上不去怎么办，但她非常坚持。“最初看不到效果没
关系，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有提高。 ”

她特别爱打一个比喻：“干任何事， 就像建高楼大厦一
样，一定要打好基础，基础工作是创新的前提。 ”

“现在整个社会都太浮躁了， 我们需要这份淡定与务
实。 ”熟悉杨碧君的人这样评价她说。

教育需要仰望星空，也需要淡定与务实，即使是创新的
理念与思路，也要通过扎扎实实的举措来落实。 2012 年，让
杨碧君欣慰的是，教研中心创设的校本教研模式自选菜单：
自主模式、联片模式、支撑模式，没有成为空中楼阁，而是在

全体教师和教研员的努力中变成了现实。
自主模式，即学校的校本教研以教研组为单位，以年级

组为平台构建学习型集体， 主要适用于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的区级示范校。以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为例，作为朝阳区
一所市级示范校，它在开展校本教研活动中，充分开发利用
校内资源，成立教学研究小组，让课堂成为研究载体，落实
教师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让教师群体拥有研究氛围，创建
同伴交流互助的平台；让研究成为一种工作，转变教师评价
方式。

联片模式，既适用于一般中小学和一部分小学科，如音
乐、美术、劳技等学科，也适用于小学学区的校本教研模式。
例如：垂杨柳学区以课程改革为核心，深化校本教研活动，
提高教育质量；呼家楼学区在开展联片校本教研活动中，制
定教学管理工作思路。

支撑模式， 适用于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农村学校。 比
如，朝阳区七十一中是一所农村中学，为更好地推动区域教
育均衡，学校专门与教研中心初中教研室签订了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教研中心初中教研室将对七十一中进行为期 3
年的校本教研指导工作， 通过开展专题讲座、 学科教学指
导、考研指导、集体视导等多种形式的业务指导，对该校的
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方位支持。

仅仅有这三种模式就够了吗？杨碧君并不满足，针对朝
阳区面积大、学校多、教研指导需求量大的特点，她又打起
了网络的主意， 这也正是她为什么要专门开通教研中心门
户网站和论坛的原因。

“网络教研具有跨越时空、方便快捷的优势，打破了专家
式一言堂的教研方式，增强了教师参与教研的自主性，是对
教研模式的一种创新，也是对传统教研模式的辅助和补充。 ”

2010 年，教研中心专门成立“网络教研室”，依托现代
信息技术，开发和利用网上教育资源，丰富教研手段和学习
方法，探索开放、动态、交互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网络教
研室从朝阳区教研工作实际出发， 自主搭建网络教研平台
（teaceer8），以教研员为核心，以一线教师主体，以学科、课
题、项目等为单位，组建各类网上“圈子”。

点击“圈子”，不仅有学前教研圈、小学教研圈、初中教
研圈、高中教研圈、职成教研圈，还有自建圈，每个学校都可
以建立自己的圈子。老师们可在上面开展网上备课、网上论
坛、异地交流、资源共享、远程协助等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

近两年，全区网上教研累计培训教师 8000 人次，约 70
位教研员主持过网上教研， 开展网上主题教研活动约 200
节次，总结出了网络教研的五种操作模式，大大节约了常规
实地教研所需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成本。

“今天，你‘圈’了没有？ ”成为 2012 年朝阳教师的流行语。
“我们现在的教研员，在教研工作中不断地体现个人价

值，找到乐趣和激情。 ”杨碧君笑着说。
可以预见的是， 这种激情将会传递给更多的教师和

学生。
创新无止境，作为朝阳区教科研的前行者，杨碧君在挖

掘别人主体性的同时，也在深深挖掘着自己的潜力：她主持
的《中学生对课堂互动的满意度及其对课堂投入的影响》被
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
题，承担的多项课题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诸多好评，她还在思
考课程发展与区域特色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 当学生的价值被肯定，当
教师的内心被唤醒，当校长的理念被尊重，当我们每一个教育
人都发现自我的力量，教育的明天不再是梦。 ”杨碧君说。

做文化型教师 □ 陈小燕

●春 5 月
新生代班主任论坛
（提供匹配课改的班级管

理系统解决方案）

●夏 6 月
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全景

调研
（助力地方教育家成长）

●秋 9 月
首届中国幸福学校评选
（重新定义学校）

●冬 11 月
现代校长评选
（寻找培育未来教育家）

●全年
学校发展诊断
（实战 实用 实效）

●全年
教师专业写作辅导
（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现

场辅导）

●全年
教师幸福生命成长营

（送给教师的最佳精神福利）

《教育家周刊》
2013年品牌活动

联系人：
王占伟 010-82296726

18610378011
高 影 010-82296735
钟 原 010-82296728

征 稿
《思想力校长》 本栏目发

现致力于课改实践和素质教育
探索的典型学校， 关注思想力
人物， 关注躬身教学田野的实
践者和具有教学领导力的校
长，欢迎读者自荐或者推荐。

《新生代班主任》 本栏目
关注践行新理念， 具有学习力
的优秀青年班主任。 欢迎读者
推荐或自荐。 同时，如果您在班
级管理中有什么困惑， 想与我
们报道的“新生代班主任”一起
交流，也请联系我们，他们会对
您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 、联
系方式。 稿件请发至：

zgjsbjyj@21cn.com

杨碧君（中）：主体的能动性被激发出来，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