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培
植
区
域
课

改
的
新
动
力

第 107 期
名誉主编：毛 杰（郑州市教育局局长）
主 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执行主编：郑骊君 电话：010-82296744
编 辑：孙和保 电话：010-82296734
投稿信箱：quyujiaoyu@163.com
美 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liangyn@edumail.com.cn
支持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局
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
辽宁省葫芦岛市教育局
河北省三河市教育局
黑龙江省尚志市教育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
山西省襄垣县教育局

2013 年 5 月 1 日

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法国强化公立大学
培养教师的作用

□ 侯鹏生 编译

据法国国民教育部网站报道，
法国将改革现行的教师培养体系，
加强公立大学在中小学教师培养
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3 年 1
月 24 日， 法国高教和科研部部长
热娜维耶芙·菲奥拉索、 法国教育
部部长万桑·佩永和法国大学校长
委员会主席让-鲁普·萨尔兹曼联
合签署了一项声明，强调政府和高
校紧密合作的重要性，努力推进中
小学教师的入职培训和职后教育。

法国大学校长委员会建立于
1972 年，其成员包括 80 所公立大
学和 48 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中
心， 是法国政府和高校间最重要
的沟通渠道。 该委员会主席萨尔
兹曼表示， 委员会将积极配合政
府， 探讨法国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和新机制。 两位部长希望，大学校
长应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机构在法
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促进高校
和政府的合作。 双方商定，共同推
进师资和教学高等学院的组建工
作，设立新的硕士专业和学位，做
好后续相关工作。

新一届法国政府上台以来，提
出了“重建学校”的教育改革口号，
教育部组织专业人士广泛调研，提
出了众多改革意见。 根据 1989 年
《教育指导法》规定，目前法国中小
学教师的培养由教师培训学院负
责，新设的师资和教学高等学院将
取代这一机构，成为各学区公立大
学新的组成部分。学院将开设名为
“教学、教育和培训”的硕士专业，
并于 2013 年 9 月开始招生。 学生
在校期间可参加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和多种中等教师资格考试，同时
必须进行实习教学，通过资格考试
的毕业生拥有硕士文凭，可在全国
各中小学任教。

新的教学机构和专业的设
立， 标志着法国中小学教师教育
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上又前
进了一步。 根据法国政府的教育
改革规划， 今后从学前教育到综
合高中， 法国所有从事教育事业
的年轻人都将拥有硕士学位和更
实用的专业知识， 并享有更多职
后培训权利 。 政府将在人员 、技
术、 设备等多方面支持教育高等
学院的建设， 以保证其为法国中
小学培养更多优秀教师。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课改，最关键的是执行力

主持人：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高校聚集地，洪山区教
育有着天然的优势。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洪山教育人选
择推进区域课改工作呢？

陈国安：洪山区是武汉市七大中心城区之一，有 7 所
部属高校、38 所各级各类普通高校，还有 30 多所科研院
所、10 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是智力聚集之地、 武汉的
“中关村”。但是，洪山区的基础教育同全国许多地区的基
础教育一样，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老百姓不满意，教
师不满意，学生也不满意。经常有老师说：“青丝伴着粉尘
白，红烛照着红颜老”，而学生却是“春眠不觉晓，睡觉实
在少”。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觉得要改变教育现状，改变师
生的生活状态，提升师生生命的质量，必须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

要在洪山区这样一个高校密集区把基础教育做得更
好，首先必须有先进的教育理念。 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人
人享受教育”，包括三大要义，即体验、感悟和成功；三大
目标，即校校发展提升，个个教育成功，堂堂学好学会。这
是我们勾画的一幅教育蓝图， 要努力办中国最享受的幸
福教育。

主持人：推进区域课改，首先需要的是学校的执行力，
洪山区是如何把学校推上课改高速路的？

陈国安：课改 10 年，为什么一直推不动、推不好？ 我认
为，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学校的执行力上。 学校的执行力在
于教育局。 我们在实践中，将重点放在将传统的行政执行
力和政治执行力转化为价值执行力、价值引导力，重点是
构建共同愿景，满足师生发展的需要，分享成长的快乐。 构
建共同愿景，即洪山区 68 所中小学要整体推进课改；满足
师生发展的需要， 即要激发师生的内驱力和内在需要；分
享成长的快乐，强调分享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需求，成长
的快乐在分享中会更有价值。

否定自己是最难的事情

主持人：洪山区可谓“文化之地”，最初推动课改时阻
力大吗？ 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陈国安：相当大。 不同的阶段阻力不一样，最开始推进
的时候，阻力主要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尤其是教师，他们
不想也不愿改变既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当推进一段时间
之后，阻力就不再是教师了，而是家长。 家长说：“你们要政
绩， 就把我的孩子当小白鼠做实验……”，“孩子在高中就
3 年，3 年会影响他一辈子。 ”……我的想法是，正是因为会
影响学生一辈子，我们才更要推行课改。 第三个是社会的
阻力，包括上级行政部门对我们的评价、官员观念的陈旧。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有来自家长、教师以及社会的阻
力，但没有提到来自校长的阻力。 其实，很多区域课改的推
进效果不好，问题往往出在校长身上。 我想问问两位校长，
你们是如何看待课改的？

胡体树： 洪山高中作为洪山区唯一的省示范高中，是
主动选择的课改之路。 应该说，洪山高中的教育其实就代
表着洪山教育在全市的地位。 近几年来，洪山高中综合办
学实力有一定提高，但还有许多上升的空间。 我们在思考：
如何能够实现学校质的飞跃？ 学校应该给学生的是什么？
教育管理者的信念是什么？ 课改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 思
考的结果，我们选择了从课堂教学改革入手。

江思容：从教育形势来看，我们选择课改有 4 个必然：
第一，课改是对教育现行体制的挑战，是教育改革的必然
选择；第二，课改是学校对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响应，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三，课改的核心理念是促进人的发
展，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第四，课改的终极目标是提升
教育质量，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从现行教育的 3 个错位来看，也必须要课改。 第一个
是教育目标的错位———把成人成才的目标搞反了，用同一
尺度来衡量所有学生；第二个是教育时空的错位———幼儿
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中学教育大学化；第三个是
课改思想与行动的错位———说得永远比做得好。

点评：洪山教育改革有六大典型意义。第一，不同于以
往农村偏远地区的改革，洪山课改是在中心城市推行，意
味着对整个主流教育的巨大挑战；第二，洪山改革在目标
上更高远，不再单纯为了有更好的升学率；第三，洪山区的
6支队伍形成了改革合力，不再是单纯的行政推动，或者
是依靠教师的某种教育自觉，某个人或者某一个校长的改
革；第四，洪山区通过改课堂达到整体改革的目标，它在不
同学校和办学者的差异中不断解决难题的探索，它有很大
价值；第五，洪山本身就是教育名区，教育名区敢于“改”自
己，这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六，洪山改革是做了充分
的理论乃至理念准备的，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改，因此，它的
改革体现出很大的理性色彩。这样的改革更有未来。

细致工作化解课改阻力

主持人：名校改革，往往都会遭遇很大的阻力。 校长是
如何化解课改阻力的？

胡体树：课改阻力有来自学校内部的，如学生、教师和
部分管理者；也有来自外部的，如学生家长、社会管理部门
和其他社会阶层。 其实，改革有异议是正常的。

面对压力、阻力，洪山高中主要做了五方面的工作：第
一，请专家给学生家长做专场报告；第二，给家长写了两封
信，第一封信是课改前期，由学校写给家长，第二封信是课
改进行一段时间后，由学生写给家长———当孩子满意学校
课改的时候，家长就会满意；第三，进行课程比赛或研讨；
第四，将课改中的问题课题化，进行小课题研究；第五，课

题课程化，把课题变为课程，通过微课程的形式予以化解。
通过这五方面的工作，家长的质疑、社会的嘲讽、学生的不
满意等负面信息慢慢减弱了。

江思容：面对家长的质疑、教师的抵触、社会的不认
同，洪山初中是怎么做的呢？ 家长层面，我们和洪山高中的
做法是一样的；教师层面，给教师“搭台子、出点子、给位
子”，同时“三调动”，调动学校管理人员课改的积极性，调
动教师教的积极性，调动学生学的积极性。 让想课改的人
有事干，会课改的人有舞台，课改成功的人有位子。

点评：首先，课改是一种新旧教育的对决。不能一味地
批评教师缺乏眼光，应该引领教师从人的角度思考，学生的
权益到底是什么？另外，从成人的角度来思考，除了学习之
外，是不是应该让学生有适度的生活，是不是应该追求学生
最基本的身心健康。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要让孩子在
未来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就必须拥有赢得竞争的利器。
管理者要引领教师不再只盯着眼前的一点点利益。
课改就是唤醒教师的教育激情。洪山高中和洪山初中

做了很多工作，教育局也有意识地征集课改问题，做了很
多策略性研究。

改变教师生命状态比关注教学更重要

主持人：改变教师的观念，是区域课改推进过程中非
常重要且最为困难的一个环节。 洪山区在改变教师观念方
面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陈国安：教师的观念转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很难。
我想，首先还是要改变教师的生命状态和生存方式。 那么，
如何真正改变教师的观念呢？

第一，加强教师的理论学习。 从 2010 年开始，我们就
有计划地邀请了诸多全国课改先行者进驻洪山区，给教师
做报告，并且取名“紫崧·大家讲坛”。 每次都会有一批教师
被“点燃”，既解放了教师、也发展了教师。

第二， 手把手地带领教师学习课改技术。 通过过关
课、攻关课和闯关课，让教师真正掌握高效课堂最基本的
操作方法与流程。

第三，注重激励。 课改不仅仅要提高教育质量，还要改
变教师与学生的生命状态。 只有教师的生命状态得到改
善，他才会有持久的动力。 教育局通过搭建平台，让教师不
仅有机会在区内交流，在市内赛课，还有机会走出湖北省
交流学习，让课改人找到人生的自信和从教的尊严。 这一
系列动作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教师更好更快地实现成长。

因为有效改变了教师的观念，因此洪山区课改在教师

这个层面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即使有，也只是一些教育教
学方法上的差异。

主持人：从学校实践的角度，两位校长有没有更有效
的方法？

胡体树：我们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培植信念，
坚定信仰，我们希望洪山高中的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的尊
严、教育的理想、教育的良知，坚守教育的责任、教育的本
质；二是观念的碰撞，我们经常利用周四下午，进行一些小
课题研究；三是开展“契约读书”活动，即如果教师愿意读
这本书，并承诺写一些读后感或者反思，学校就提供想读
的书，以此调动教师读书的主动性；四是提出了洪山高中
教师在推动课改过程中共同成长、个体研究的策略。

江思容：要把课改工作搞好，首先是校长的责任。 校
长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大问题想得越深刻，小事情做
得就越有效果。 其次，在引导学校推行课改方面，我们借
鉴了襄阳市课改的成功经验，并因地制宜，采取三步走的
方式推进课改： 一是先干不争议、 有计划有步骤地往前
推；二是先临摹不议论，采用“临摹有效、去模高效”的策
略；三是先做不评论，把细节抓严、把过程做实，过了一段
时间后再总结反思。

点评：在推进区域课改的过程中，教育局必须从人入
手。学校或区域可以成立3个中心，一是教师生活中心，
让教师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圆满、完整；二是教师情感
中心，关注教师的情感、心理、生理等问题；三是教学指导
中心。通过3个中心的运作，教育将真正关注教师本身，
教育生态也将因此发生改变。

区域课改要做到“五动”

主持人： 很多学生家长以及想要课改却不敢课改的
人，都是担心课改会导致学生成绩下滑，特别是高中。 洪山
高中推行课改已有一段时间，如今情况如何？

胡体树：成绩有两方面，一是学业，二是综合素质，而
大多家长对成绩的理解就是学业成绩。 1 年的课改实践，
学生的三大变化可以说明问题：变得爱学习了，变得爱课
堂了，变得爱学校了。 高效课堂建设不但没有影响学业成
绩，反而促进了成绩的提高。 我们比对了实施课改的高一
年级和高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发现课改年级学生不仅
成绩有提高，还具有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可以说，课程改革
让每个孩子的潜能都得到了发展。

主持人：事实再一次证明，成绩只是课改的副产品。 那
么，从整体上梳理，洪山课改的推进，有什么好的经验？

陈国安：几年的课改实践，我们有了一些体会，推进区
域课改应做到“五动”：

行政推动。 行政推动需要政治智慧，区委、区政府是我
们最坚强的后盾。 洪山区以区委、区政府的名义出台了推
进区域课改的实施意见，从政策层面、保障层面和部门联
动层面给我们很多支持。 同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教育局
管理者不仅要认同课改、懂课改、参与课改，更要有责任担
当，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担当。

专业带动。 课改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程，需要有国
家级专业团队的指导，也需要省、市、区教研团队的引领。
只有这样，才会在推进过程中，不至于出现无法解决的问
题或束手无策的情况。

教师主动。 教师是课改的主体，校长是主角，课改如果
没有教师的主动参与，是很难走得长远的。 因此，教育局从
这个层面考虑，设定了 3 个“三师”评选，如课改首席教师，
经过一两年的磨练成为课改明（明白、明辨）师，最后成为
真正的课改名师。

学区联动。 洪山区 68 所中小学被划成 8 个学区，分别
为中学 4 个、小学 4 个。 教育局每个领导带一个区、两个实
验校。 这样学区与学区之间的教学、教研、课改管理都是一
体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场”。 以学区为单位进行一些评
比检查，有效化解了实践中工作面太广、战线太长的问题。

评价促动。 区委、区政府对全区的课改制定了评价标
准，如工作做得好，每年给予将近 2000 万的财力支持；教
育局把高效课堂的推进工作与学校的各项工作挂钩，特
别是与教师和校长的绩效挂钩，以此调动教师、校长的积
极性。

这“五动”经过近 3 年的实践，如今已经成为洪山人推
进区域课改的策略和方法。

点评：洪山课改体现出三大特点：简单而深刻、系统
而科学、创新而实用。洪山改革已经形成了“洪山模式”。
这个“模式”，承载着教育的目的及教育思想的创新成果，
也承载着教育和教学的规律，承载了很多教育人对未来
的期盼。

主持人：课改没有尽头。 未来，洪山课改之路会怎样走？
陈国安：努力办中国最享受的教育，课改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 所以，我们要反思，不能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
记为什么出发，必须坚定地以学为中心，坚持生本理论。 如
果教师一直在追求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可能又会
走进一个死胡同。 因此，我们要与全国的课改同行一起，为
中国的基础教育梦，为中国梦的实现，携手前行。

课改东风吹起学海波浪花万朵，享受教育有如雁上晴
空诗一行。 我深信，在全国的课改大潮中，洪山开出的这朵
“课改之花”会越开越鲜艳，洪山的“享受教育”一定会书写
出自己壮丽的诗篇。

（注： 本次沙龙活动与中国教育新闻网联合采访、录
制， 中国教育新闻网将同步推出相关视频和采访实录，详
情请登录 www.jyb.cn）

课改激活一方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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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谢江华
主 持：解成君
摄 影：李 楠

嘉 宾：陈国安（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胡体树（湖北省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校长）
江思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初级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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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邀请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主政者
和校长代表，共同探讨区域教育改革话题。 洪山的实践经验，或可为基层教育管理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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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录

陈国安
誗课改不仅仅是提

高教育质量， 还要改变
教师与学生的生命状
态。 只有教师的生命状
态得到改善， 他才会有
持久的动力。

胡体树
誗高效课堂应该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
也应该发挥教师的主
动性。

江思容
誗校长是想大问

题 、做小事情 ，大问题
想得越深刻，小事情做
得就越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