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抓紧恢复灾区学校正常运转
本报讯 4 月 25 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四川芦山“4·20”地震
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前一阶段情况汇报， 部署安排下阶段工作。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组长袁贵仁主持
会议。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继续
扎实做好教育系统抗震救灾工作， 抓紧恢复灾区学校正常运
转，有序推进复学复课。

袁贵仁指出，四川芦山“4·20”地震发生后，教育系统紧急行
动，全力开展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他强调，下一阶段，要指导四川省各级教育部门在省委省政
府统一领导下，以全面复学复课为重点开展工作。 一是积极做好
灾区师生安抚帮扶工作。 帮助灾区尽最大努力对受伤学生进行
救助，千方百计减少因伤死亡和因伤致残。 支持灾区开展师生心
理援助工作。 对灾区留守儿童和孤儿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上给予
特殊的关心关爱。二是全面准确掌握受灾情况。指导四川省市县
教育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校舍损坏情况逐栋统计，逐一
进行安全排查鉴定。 与学生要逐一联系并确认现状，有序安排回
校学习。三是有序推进复学复课。优先解决学校复课需要的各种
物资，特别是当前阶段复课最急需的帐篷和板房，安排好复课所
需场地。协商有关部门加大对复课物资的支持。四是确保灾区高
考安全顺利进行。 妥善做好灾区考生复课备考，重点是异地复课
的安置工作，做好考点、考生等方面安全工作，确保高考顺利进
行。五是适时启动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四川省教育部门
在校舍排查鉴定基础上，做好学校灾后重建规划前期工作。 六是
加强宣传引导。 大力宣传教育系统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师生典
型的先进事迹，鼓舞广大干部师生将抗震救灾与弘扬民族精神、
实现中国梦、厉行勤俭节约紧密结合起来，为夺取教育系统抗震
救灾的胜利营造良好氛围。 （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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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周刊》
幼儿心如春田，

在上面播下什么种
子，是教育工作者必
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太原市育蕾幼儿园
播的是什么种子呢？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著名儿童教育

家、情境教育创始人
李吉林，几十年如一
日，不断探索，孜孜
以求。她的经历给教
师成长以什么启示？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从黑板时代进

入白板时代，无限放
大自学，去除教师主
导， 融合跨界思维
……第三代课改，究
竟有哪些特征？以何
种形态出现？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同样是海 ，同

样是雪，同样的景物
在 12岁的王嘉仪眼
中变得那么不一样。
习惯了成人作品的
我们，是否能感受那
份久违的童年？

8-9版

《现代课堂周刊》
校长是课改的

引领者和推动者 。
在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未来教育家成长
工程”校长论坛上，
8 位校长和教育同
仁一起分享了他们
的思考。 6-7版

《区域教育周刊》
城市地区如何推

进课改，区域课改如
何从课堂突破，进而
形成综合化、系统化
的改革策略？本期，教
育圆桌沙龙特别对
话洪山教育人……

4-5 版

蒲公英是谁？
一粒会随时落地生根的种子。 无论多么渺小，都包含着生命的全部意义。
蒲公英是谁？
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无论土壤多么贫瘠，它都会萌发破土生长的强大力量。
蒲公英是谁？
一群为教育理想而奔波的传媒人。 他们来自中国教育报刊社，永远站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希望。
我们期待，你每一次见到她，内心都有一颗种子落地生根。
我们期待，你也和蒲公英一样，每天都在播撒正直而善良的种子。
今天，在这个青年人的节日里，我们就以蒲公英的情怀，献给你这份礼物。

2013“五四”前夕写给青年教师

向着太阳唱出歌
□ 蒲公英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青年人有没有梦想， 有没有梦想引导

的行动， 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家命运乃至
世界格局。

100 多年前， 在中华民族命运最晦暗
的时刻， 梁启超总结世界历史时说：“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他的论断很快得到验证 。 1919 年 5
月，一群青春的面孔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
强的梦想走出书斋，他们激昂呐喊，铿锵前
行，汇聚成现代中国最有朝气的力量，让无
数国民幡然醒悟，让古老民族浴火重生。

今天的中国， 正在以百余年未有的自
信放飞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
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在时代叩问每个人梦想的时候， 我们

的梦想格外受到关注。 因为选择了教师职
业，我们比同龄人肩负了更大的责任，我们
的梦想是中国梦最具未来影响力的部分。

壹
青年人是天生的梦想家。无论是你汲汲

以求的远大目标， 还是不经意间的微小心
愿，都是值得珍视的梦想，但唯有高远的梦
想才是引导人生驶向远海大洋的精神灯塔。

高远的梦想，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
以生计为范围，不是以享乐为终点，而是在
个人之外、生计之上，更包含对他人、对社
会、对国家的关注。摆正了利己与利他的关
系，把个人作为与社会需求、国家命运连为
一体，每个人的梦想才能光芒四射。

从踏上讲台那天起， 青年教师就承担
了教书育人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青年教

师的梦想注定与同龄人不同———
它一定包含了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

的执着追寻。教育是成就生命的伟大事业。
教师唯有不断增加自己生命的能量， 才更
有力量托起他人的生命。

它一定包含了凝聚并传递真、善、美、
爱的神圣使命。 因为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
承者。 让热爱真、善、美、爱的人越来越多，
让他们的声势壮大起来， 这是教师永恒的
责任。

它一定包含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
的深切关注。因为教育永远是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的基石。

它一定包含了对教育本质的不懈探
求。教育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人性
的深邃，成长的漫长，过程的琐碎，只有勇
于面对教师职业的特殊之难， 才能体会它
的特殊之美。

个人梦，教育梦，中国梦，在教师身上
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置身于这个时
代的青年教师，如何做梦，如何圆梦，不仅
关系到个人能否最大程度地实现生命价
值，更关系到实现中国梦的根基是否坚实。

贰
高远的梦想，是理想信念的投射。它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
当身边的人集体性地谈论车子和房

子，很多人的业余生活只是吃喝玩乐，少部
分人的消费倾向成为社会时尚……你或许
不止一次问自己：“教师到底要寻求什么样
的人生意义？ ”

每个人都有个体价值实现的需要，但
高度功利化、物质化的价值标准，会使这种
需要或被异化，或被遮蔽，或被悬置，进而
使人生处于一种深层次的茫然状态， 丧失

意义的深度。
100 多年前， 深悟人性的托尔斯泰就

已提醒说：“不要让外在的生活压倒内心的
生活，不要磨灭和闭塞灵魂，要让灵魂成长
壮大，让灵魂得到幸福，而只有灵魂的幸福
才是真正的幸福。 ”

教师天然是追求精神快乐的职业。
古今中外，教师都不属于高收入群体。

这种现象， 本身就隐喻了教师职业的某种
特性。

似乎是有某种先见， 苏霍姆林斯基在
半个世纪前就指出， 教师，“要永远处在一
种丰富的、 有意义的、 多方面的精神生活
中”。 今天，更有一辈子痴迷教育的校长大
声呼吁：“教师要有高尚的精神生活！ ”

高尚的精神生活， 实际上是引导人去
聆听自己心灵深处真诚的声音， 去唤醒自
我，并把人不断地从工具性中解放出来，去
寻求终极的价值支撑与神圣的意义归属。
理想信念， 正是在这种沉淀中被催生并变
得坚实起来的。

高尚的精神生活，是阅读、思考、写作，
也是游历、 探索……是充满高尚情趣的业
余生活，也是秉持操守的职业体验。

对于教师而言， 高尚的精神生活带来
的刻骨铭心的感受， 对于他最终成为 “教
师”具有独特的意义。

无数的教师从读书思考中获得做教师
的定力。这绝不是偶然。教师一旦进入一个
广阔的精神世界， 便能看到教师在人类文
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便能丰厚自己的学
识素养，和学生分享知识探究的快乐，便能
摆脱单纯的“教书匠”的境地。

无数的教师从教人成为“人”的喜悦中
获得强大的动力。生命成长的变化，也许是
人世间最神奇的变化。 这种变化使教师的
价值得到了最有力的诠释。 故而无论教育

过程多么琐碎，教育责任多么重大，总有那
么多教师执着地一生热爱讲台。

无数的教师从教育立场和德行的坚守
中获得独一无二的尊严。 “你若是对的，这
世界就是对的。”所以有于漪这样的教师誓
言：绝不贩卖知识，有张丽莉这样的教师拼
死保护学生， 有王栋生这样的教师绝不放
弃理想。

正是这些“美”的世界里的精神体验，
诞生了对价值的认同， 诞生了高远的理想
信念和为之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意大利哲学家阿奎那说：“人类最高的
完善决不在于和低于自身的事物相结合，
而在于和高于自身的某种事物相结合。 ”

这种觉醒的力量只要在激荡， 每个人
都会怀着探险般的热情探寻梦想之路。 成
百上千个为梦想奋斗的脚印， 最终会形成
实现中国梦的美丽图景。

叁
有人说， 青年教师是向着太阳能唱出

歌来的人。每一个闪耀的梦想，都会像太阳
那样照亮你的心灵和前行的道路———

从今天起， 做一个有勇气服从理性和
良知的人。 勇气是突破一切陈规陋习的力
量。失去了勇气，就失去了青年人的一切特
质，就失去了拥有梦想的能力。 这勇气，不
是鲁莽，不是无知，也不是天真，而是来自
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有了这种勇气，你就能
够理直气壮地对随波逐流说“不”，你就能
够自动远离庸俗、远离空虚，无愧于知识分
子的理性与崇高。

从今天起，做一个拥有爱的能力的人。
爱自己并不一定是自私行为， 它是爱他人
的起点。爱他人也不仅是一种付出，也是自
己潜能的发挥、力量的确证、生命价值的实

现。 爱不是天生的，它源于理解和沟通，源
于美好人性的发现与共鸣。 教师之爱不同
于父母之爱， 而是一种深怀民族国家前途
的伟大情怀，它是关心、呵护，更是尊重、公
正、信任、宽容。

从今天起，做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教育
从来就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担当也不全
是轰轰烈烈的行为。从小我到大我，往往只
是一步之遥。收住怒气，换一种方式批评学
生；收起偏见，给贫弱的孩子多一点笑容；
收起虚荣，直面每一节课的得失……所以，
有教师说，自己是在琐细之中积累伟大，在
坚守之中兑现梦想。

从今天起， 做一个不放弃创造的人。
“只有那些从事创造的人才活着”。 今天的
教育改革， 正为青年教师提供前所未有的
创造契机。创造并不高深莫测，让熟悉的课
堂有些小变化， 重视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微
小的灵感，面对教育难题时独辟蹊径，这都
是创造。持续地创造，你就能在平凡的生活
中不断收获职业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就能
汇聚起推动梦想、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

实现梦想的力量，不仅来自教师品格
的积淀 ， 也来自你作为一个人的完满性
和成熟性。 将近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对尚
在大学的青年提出期望 ：要有 “狮子样的
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 体
魄雄健 ，思想才能驰骋 ；精神富足 ，生活
才能宽阔光明。 个体价值的实现，历史使
命的担当 ， 无不来源于这些成为一个真
正的“人”的准备。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
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当青年教师选择为
理想的教育，为美好的国家而奋斗的时候，
也为自己找到了最有前途的人生方向。 沿
着这个方向，每个人都将与 13 亿同胞共享
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4 月 28 日， 伴随着中国基础教育昌平论坛
暨发现第三代课改研讨会的胜利闭幕， 中国教
育媒体引领和服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又
向前迈出了一步，其显著标志有三：一是第三代
课改理论框架的提出与发布， 二是中国教师成
长学院的揭牌， 三是第三代课改相应课型的推
出与观摩。

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中国教育学会名誉
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教育部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杨春茂，中国教育报刊
社党委书记、社长李曜升……众多专家和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 600 名与会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个个
中国基础教育的“闪光时刻”。

论坛有什么创新

中国基础教育昌平论坛由中国教师报和北京
市昌平区教委联合主办，是一个开放性的全国性
会议组织。 本次论坛设在明十三陵景区里的长陵
学校，与会代表走进远离都市喧嚣的乡村田野，吃
农家饭，观田园风光，品生态教育，体验了三代课

改的思想盛宴。
论坛正式开始之前， 与会代表观摩了长陵学

校的校园文化， 走访了新成立的中国教师成长学
院，参观了课改展览馆。

本次论坛集结了众多课改专家 ， 其主题报
告的核心特征是多、短、精，被称为“微报告”。无
论北京市昌平区教委，还是昌平区长陵学校，其
典型发言都不超过 20 分钟。 无论是微课程创始
人李玉平、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编辑部主任
李炳亭的主题演讲， 还是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
中学校长崔其升、 河北省清河县挥公实验中学
校长张海晨 、全国 “高效读写 ”总课题组组长田
玉的主题报告，均不超过 30 分钟。

如果说微报告是一种“预设”，那么教育沙龙
则是一种“生成”。 本次论坛分别以“中国梦·教育
梦”、“对话第三代课改”为主题，举办了两个教育
沙龙。 昌平区教委主任李成旺、 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陈国安、 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
区教育局局长任永生、 安徽省铜陵铜都双语学校
校长汪兴益、 江苏省昆山前景教育集团董事长张
雷、河北省围场天卉学校校长胡志民、山西省泽州

一中校长李海勇， 与代表们分享了自己的核心理
念和实践探索。

在思想碰撞的基础上，呼应第三代课改的 11
种全新课型集体亮相，为与会者带来了一场“头脑
风暴”。

为保障学习效果， 论坛又开辟了 “第三代课
改”、“教育新技术”、“高效读写”三个分论坛，让与
会代表自主选择参加，与专家深入探讨相关问题。

对此，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中国教师报
总编辑雷振海指出：“中国教师报以发现第三代
课改为主题发起举办高端论坛，旨在进一步廓清
课改路径， 为进入深水区的课改提供转型新思
维、新经验。 ”

第三代课改标志是什么

“自主，合作，探究”是课改的六字箴言，但在
实践领域，由于认知和观念的差异，课改在不同阶
段呈现了不同特征， 中国教师报以此把课改大致
分为三代。第一代是通过调整、改进课堂教学的手
段和方式，实现从低效到有效的跨越，改变的是课
堂的结构；第二代课改实现了从“教中心”到“学中
心”的飞跃，改变的是教与学的关系；第三代课改
在此基础上，摆脱知识对教育的束缚，不再过度纠
缠于课堂技术，而是以“人本”为基石构建全新的
课堂规则和形态，更加强调生活内容和方式，更加
关注生命状态和质量，改变的是教学的意义。

（下转 2 版）

第三代课改改什么
———中国基础教育昌平论坛暨发现第三代课改研讨会侧记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