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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周刊》
均衡发展是学

前教育的一大难
题， 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园区化管理
的模式， 有效破解
了这一难题。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落实 《义务教

育学校校长专业标
准》 需要怎样的政
校关系、社校关系？
如何探索基于校长
专业标准的培训新
模式？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重建教室，不

是将教室无限美化，
而是让孩子真切感
受到： 教室是过日
子的地方，在这里，
不仅能习得知识，
还能过一种有意义
的生活。 12 版

《教师生活周刊》
有这样一位教

师， 他从来不会纠
结于 读 书 是 否 有
用， 而是把读书当
做一场修炼， 一次
幸福之旅，不管不顾
地读着那些“无用之
书”…… 8-9版

《现代课堂周刊》
理想的班会 、

班规和班级公约
什么样，本期周刊
结合国内外案例，
勾勒出一幅较为
理想的参考案例。

6-7版

《区域教育周刊》
适合的课改模

式是课改理念落地
的关键。 河南永城探
索的“四环节循环教
学法”， 不仅使课堂
面貌焕然一新，更让
师生收获了幸福与
成长…… 4-5 版

□ 本报记者 黄 浩 □ 刘和平 冯 旭

杨永维：
高山之上的守望者

政策直通车
教材选用应充分听取一线教师意见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就《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教材选用应充
分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 各地应当从本地教育发展实际情况
出发，选用适合本地中小学使用的教材。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中小学
教材选用政策，指导、检查、监督各地中小学教材选用工作；
编制和公布《全国中小学教材目录》，供各地选用。 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材选用工作，应
当成立省级教材选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检查、监督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材选用工作。 中小学教材选用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指导下，一般以地（市）为单位进行。
人口较少的省份，可以以省级为单位进行，并报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备案； 为教学改革试验或者有其他特殊需求的县
（区）和学校，经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备案后，可以县（区）和学校为单位选用。

征求意见稿提出，承担中小学教材选用组织工作的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学校， 应当组织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
责本地区或者本学校教材的选用。 教材选用委员会由教育行
政人员、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优秀教师等组
成，其中一线教师不得少于 1/2；学校教材选用委员会本校人
员不得少于 1/2。 教材编写人员不得担任教材选用委员会和
学科组成员。

征求意见稿明确，教材选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性。 教材
版本选定后，在一个使用周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换；如出现教
材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或者出版单位不能按时提供教材、严重
影响教育教学正常进行等特殊情况确需更换的，应当报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程序重新选用其他版本教材。

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强调，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对教材
选用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教材选用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依法
依规予以查处。 （康 丽）

■总编七日谈 92

有梦想才有目标，有希冀才会奋斗。 不论是国家民族，还
是单位个人，梦想都是保持生机、激发活力的源泉。

在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中，“人”无疑是极为关键的要素。 涓
流汇海，聚沙成塔，中国梦渐行渐近的步伐，有了每个人的共
同“给力”，才有国家社会的不断前行，才能让更多人敢于做
梦、勇于追梦、努力圆梦，凝聚起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力量。

在众多逐梦的中国力量中，少年学子的努力最不能忽视，因
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所系，是民族复兴持续不断的动力源泉。

于是，我想起了多年前，梁启超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
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
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
国为未来之国。

不要忘记，梁启超写这篇《少年中国说》的时代，当时正
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 1900 年，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更加
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也正因为
如此，这种对少年的尊崇和歌颂一经面世，便风靡一时，各种
各样的少年团体频频出现， 甚至有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问世。
其规章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
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

100 多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并没有过时。我们同样期待
少年的力量， 用朝气蓬勃的少年梦托起广袤悠远的中国梦，
这也正是中国教师报为什么发起“少年中国梦”全国巡回演
讲活动的原因。

不要小看了少年的力量，不要忽视了少年的梦想。 少年
有梦则民族有望，少年追梦则国家昌盛。 期待，每一个少年人
都有机会畅想自己的“少年中国梦”，同享人
生出彩的机会，同享梦想成真的机会，同享
和祖国、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从 19 岁到 55 岁， 是一个人生命中最为黄金
的时期。

36 年，或者尝尽艰辛终于苦尽甘来，或者庸庸
碌碌最终一事无成。

我们习惯于感慨“盛年不重来”。 但，倘使时光
真的倒流，你又该作何选择？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当教师。 ”杨永维说。
这一句话，足见了他的无悔。
曾经可以一步踏进别人眼中的好单位， 尽可

想见往后的安稳岁月，他却临阵弃甲，选择去当一
名清贫的民办教师。

就算是“年少轻狂”，在往后的岁月中，多次有
人给他抛下橄榄枝，他却视而不见。

今天的他，依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守望在
高山之上，陪伴着一群山里的孩子。

成，或者败？
或许，他本人更明白问题的答案。

一“失足”成千古缘

1977 年，杨永维 19 岁。 在云南省马关县夹寒
箐这个边远小镇， 大多数与杨永维同龄的人不是
跟随祖辈在田间地头埋头劳作， 就是迫于生计外
出漂泊，而此时的他，却拿到了一张“少见”的高中
毕业证。

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高中生， 是那个时代的

“天之骄子”，在西部偏远地区，高中毕业生更是凤
毛麟角。

“在当时，这张高中毕业证的含金量不亚于清
华北大的入学通知书！ 苗族青年考上高中生的，在
夹寒箐镇乃至整个马关县都寥寥无几。 ”曾经当过
县教育局局长的马关县副县长袁加全说。

一石激起千层浪。
夹寒箐镇党委、 政府很快就找到了杨永维的

家，给他开出的条件是：担任夹寒箐镇派出所治安
管理人员。

公安系统的公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是许
多人艳羡不已的岗位。

19 岁，人生才刚刚开始，杨永维完全可以借此
走上一条别人眼中的“辉煌道路”。 几乎所有的人
一边拍手祝贺，一边啧啧称羡。 但填完入职表后，
他低头想了想，忽然说：“我不去了。 ”

大家以为他说的是玩笑话。
如此轻易放弃上面抛来的橄榄枝， 很多人觉

得他“莫名其妙”。
当然，另一些人猜测，他找到了更好的归宿。
但现实很快证明了一切。 招募人员走后不久，

夹寒箐镇尖山新寨小学（后改名尖山小学）便迎来
了这位“不可理喻”的高中生。 当时，杨永维的职位
是普通民办代课教师，月工资 18 元。

从 1977 年到如今，36 年， 他将自己最美好的
人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献给了大山和孩子，如果

这算作是当年“一时冲动”的话，他也尝到了冲动
的“后果”———与教育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再也离
分不开。

“为什么那时候我放弃政府的‘铁饭碗’，转而
去当民办教师， 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家乡的
贫穷与落后，我想通过教书，能多少改变一点。 ”杨
永维说。

不管被不被人理解， 这段话的的确确成为杨
永维几十年坚守的最大理由。

马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位于县东南的夹寒
箐镇不足 4 万人，直至 2007 年时，这个镇的绝对
贫困人数仍为 2.37 万。 在一段介绍夹寒箐镇的材
料中，“山区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被列为其主要特
点之一。 因为贫穷，这里的孩子很少上学，许多青
壮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经常喝酒闹事，导致家庭
不和睦，孩子无辜遭受牵连。 杨永维希望这样的事
情尽量少一些，而读书，或许是改变他们的最佳途
径。 ———让教育改变生活，这是他的一个梦。

梦想的实现需要付出代价。
如今，杨永维早已是尖山小学的校长，但他没

有自己的办公室 ，记者采访时 ，只能到他的宿舍
里去聊。 这间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放着一张床，放
着各种体育用具 ，放着孩子们的作业本 ，放着锄
头铁锹……俨然一间杂货室。 没有多余的椅子，
他只能坐在床上。

（下转 2 版）

本报讯 3 月 28 日， 由中国教师报倡议发起
的“少年中国梦”全国巡回演讲公益活动暨第三届
“课改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调研活动启动仪式在
北京举行。 来自湖南、山西等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代
表以及北京市玉泉小学等学校代表出席了启动仪
式。 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曜升向两大
公益活动代表授旗。

去年 11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地提出了
“中国梦”， 号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实现民
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总书记的深情阐释，触
动并点燃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中国梦”的畅
想。 新学期伊始，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各
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 “我的中国梦” 主题教育活
动，引导广大学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
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梦托起中国梦，少年有
梦，则中国复兴。 为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活动， 中国教师报倡议发起大型公益活动———

“少年中国梦”全国巡回演讲，引领广大中小学生
畅想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深刻领会每
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

此次全国巡回演讲活动的主题是“少年梦·中
国梦”，演讲团成员由全国各地教育局根据本次活
动精神要求，先在区域内遴选，然后由主办方组成
的评审团评出全国优秀少年演讲选手， 最终选拔
出的演讲团成员将走进全国各地中小学校， 讲述
自己的美丽梦想。

“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
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 “五四”运动以来，无数革命
先烈率先破解了“中国梦”的密码，找到了实现“中
国梦”的路径。 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中国梦”起飞的
地方，也是续写“中国梦”的地方。 因此，此次巡回
演讲团以红色革命根据地为路线，计划历时 10 个
月，走进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山西等 100 个红
色革命根据地的中小学校。 演讲团由中国教师报
编辑记者担任领队，每到一地，演讲团除公益演讲

外，还将举行“少年梦·中国梦”大型签名活动、红
色历史寻访活动和学生联谊活动。

作为中国教师报的品牌活动 ，第三届 “课改
中国行”大型公益宣讲调研活动也于当日正式启
动。 “课改中国行”是中国教师报自 2011 年暑期
正式启动的切实服务基层课改，深入了解各地教
育改革真实现状的公益活动。 两年来，由课改专
家、中国教师报编辑记者和网友志愿者组成的课
改宣讲与采访团队，先后深入全国 25 个省（自治
区 、直辖市 ）100 多市县区 ，活动以 “教师引领希
望 ，课堂承载未来 ”为主题 ，包括 “课改万人签
名”、课改问卷调查、专家讲座、赠送教育图书、采
访座谈等内容 ，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2011 年 9
月 ，综合各路记者采访调研的成果 ，中国教师报
独家发布了“中国课改报告”。 今年，中国教师报
联合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推进第三届
“课改中国行 ”活动 ，继续通过行走的方式 ，宣传
课改理念 ，发现基层典型 ，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向纵深发展。 （冯永亮）

少年梦托起中国梦

“少年中国梦”全国巡回演讲在京启动
计划历时 10个月，走进全国 100个红色根据地

一次课改经验创造者的集结 一场关于“中国梦·教育梦”的对话

中国基础教育的“博鳌论坛”

时间：4 月 27 日—28 日（26 日报到）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联系方式】电 话：（010）82296668 82296834 手 机：18653191950 13146580096

●回归田园+思想旅行 ●主题演讲+微型报告 ●主题沙龙+体验观摩

●参观课改文化展览馆
●发布全国高效课堂创新成果
●观摩高效课堂与高效读写成果

第三代课改特征：不再纠缠于课堂“技术”，无限放大自学、融合跨界思维，打破教师之间、学科之间、班级之间的界限，使学生享受的教育资源得以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