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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笔记

最近给青年教师
培训， 讲教学能力提
升， 我选了一个较为
特别的话题：“教学能
力：‘之上’、‘之外’、
‘之中’与‘之内’”。我
的意思是， 教学能力

的提升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也不只是一个
技术或技艺的问题。教学能力“之上”，关乎精
神的追求；“之外”， 关乎教学的大视野；“之
中”，则关乎对教育的理解。 没有“之上”、“之
外”、“之中”， 很难有教学能力的真正提升，
“之内”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讲课中，我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一句
话：“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 ”他的女
儿这么回忆父亲对书的态度 ：佛教 、禅宗
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

书则用蓝包袱皮包着。 “等助手黄萱摇铃，
穿着长衫、戴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
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这
是陈寅恪上最后一课的情景。 多庄重，多
神圣！

“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似乎浅
近，却深意无限。 “书是教不完的”，那是因为
陈寅恪每次上课，尽管内容烂熟于心，可以
信手拈来，但每次上课都要重新准备，他说：
“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
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
曾有人讲过的。 ”教不完，意味着不断思索、

不断发现、不断创生，大概是常教常新的意
思。 “书是教不完的”，还意味着“书”是可以
创编的，知识是应当创新的。教不完，其真正
的意思是知识教不完，智慧永远生长。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不完，是一种精
神和态度：钻研，再钻研，让教学永远有陌
生感，永远让自己和学生与未知相遇。 这种
精神，首先来自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对圣洁
的追求，对使命的担当。 有这样的精神，还
怕什么教学能力不提升呢？ 还怕什么课上
不好呢？

至于“书读完了”，那是对少数大家说

的，比如陈寅恪，比如他的弟子季羡林。 对
于我们，书是永远读不完的，而且现在读书
不是读不读完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读、有没
有好好读的问题。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书真
的读完了，那是一番什么情景呀！ 那时的教
学将会进入一种什么境界呀！ 真盼望着这
一天来到，那时，我们也不必坐在这里讨论
教学能力提升了。

其实，陈寅恪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言
其书真的读完了 ， 而是说 ，“如果书读完
了”，仍要教书，仍要好好教书。 书是教不完
的，昭示着我们眼光要“向上”、“向外”，然
后“向中”、“向内”，教学能力的提升实在是
一个关乎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的问题。

在课改走向深入的今天， 我对自己说
的是：书是读不完，书更是教不完的。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书读完了，但书是教不完的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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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栏目继续
征稿， 欢迎各学校将本校具有创意的课
程、活动等内容以文章的形式发给我们。
字数 3000 字左右。

另外，本刊近期将持续推出“创意课
程”系列，欢迎赐稿。 以下是我们近期的
征稿话题：

◆创意主题班会 班会课， 如何更
有效地促进班级工作开展？

截稿日期：9 月 30 日
◆创意节日课程 不论是法定节日，

还是学校、班级自己的节日，我们如何给孩
子们不一样的体验？

截稿日期：10 月 10 日
◆创意德育活动 关于德育， 不在

于教师说了什么， 而在于学生体验了什
么，如何让德育真正直击人心，为孩子带
来不一样的收获？

截稿日期：10 月 20 日
来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联系电话：010-82296843

18611016828

征稿启事

让校园“文化”起来
世上最美的地方是校园，美

的校园潜移默化地教人育人。 走
进我们学校，你会发现 ，文化的
烙印无处不在。

灯箱成了孩子的天地

走在学校主干道上，一排灯
箱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上面
布满了孩子写的童谣 ， 有上课
谣、课间谣 、就餐谣……还记得
那时候，班主任先在班里让孩子
们写童谣， 然后全班进行交流，
大家将推选出来的作品送入学
校评选，每个班选 3 条。

灯箱完成后，许多孩子们兴
奋地跟我说：“许老师，我们班的
张煊、戴一薇的标语被学校选中
了。 ”“我班有两条？ ”我佯装惊讶
的样子。 “是啊，在那儿呢，走，我
带您去看。 ”看得出孩子很激动，
那时那刻，班里的孩子都在吟诵
他俩写的童谣。

“许老师，朱恒轩的‘人无德
何谈智’没被选中。 ”孩子们有些
遗憾。 “没事，只要努力你就有收
获，在写的过程中我们能得到很
多。 ”我安慰他们说。 其实，每条
童谣我都细读过 ， 各有各的精
彩，各有各的韵味。

走廊里爱上阅读与经典

学校走廊上 ，过道边 ，都张
贴着故事与经典， 如黄香温席、
沉香救母……一个个小故事让
孩子从小就感受到“孝文化”，给
孩子无形中上了一堂“感恩课”。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
习相远。 ”这些经典 ，我们常会
听到孩子情不自禁地吟诵 ，虽
然墙面上只有几句 ， 但无意间
他们却知道了《三字经》、《百家
姓 》、《千字文 》、《弟子规 》……
然后， 许多孩子买来了一部完
整的书，读着背着，从没有人要
求孩子要背多少，要考什么 ，然
而一切是那么自然 ， 吸引着孩
子“我还要读”。

课间值日时，我曾看到一群
孩子站在走廊上， 指着读着，出
于好奇，我询问孩子们：“你们在
读什么呢？ ”“老师，这是《三字
经》，太有趣了，都是 3 个字 。 ”
“我妈妈还帮我买了呢！ ”“我还
会继续背呢！ ”……看到孩子们
兴奋的样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这更值得高兴！

也许这一切的一切在成人
眼里无所谓，但在孩子们的眼里
却是那么奇妙！ 如果你走进我们
学校， 也一定会被这些深深吸
引。 美丽的校园，让每一面墙都
会说话、说好话，让无意成为有
意，让有意成为无意 ，看似无心
却有心。
（江苏省丹阳市实验小学 许雪梅）

在湖北省武穴市师范附属小学， 经常
会听到有学生在校园里吟诵这样一首简单
上口的《童子规》：

武师附小，童规新章；一日一诵，切记
莫忘。

兴趣爱好，必不可少；陶冶情操，发展
特长。

……
这篇《童子规》，是武师附小依据校情

自编的歌谣，这其中，除了对孩子品性与习
惯养成提出要求之外，后文所提及的“兴趣
爱好”、“发展特长”， 是近些年来学校彰显
特色、“打出名头”的一件法宝。

这是一所以“艺术”为特色的学校，自
1993 年学校确立“艺术立校”的定位以来，
几乎每一个在这里就读的学生都有一两门
“绝活”：要么成为小提琴手，要么成为小画
家， 要么成为书法小将， 要么成为舞蹈达
人。 当然，不少学生更是身兼多才，吹拉弹
唱、吟诗写字，样样拿得出手。 建校以来，学
校先后有 7000 余人次在多项国家级、省级
赛事中获得奖项。 近 5 年来，有 80 多名学
生考取艺术特长生或升入各类艺术院校深
造。 正因为有着这样出色的成绩，学校不仅
享誉当地，更吸引了大批外地的家长、学生
慕名而来。

在全国许多小学争相发展艺术特色、
开设艺术课程时，一所小学的艺术教育，究
竟何以能够“惊动一方”？ 在武师附小人看
来，依托课程改革、创新校园文化、完善管
理机制，正是他们的制胜之道。

创设“艺术化”的校园环境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们的教育应当使
每一堵墙都会说话。 ”今天，不少学校都将校
园环境建设当作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使
其拥有德育功能。不过，武师附小人“想得更
远”———如何让学生在接受德育的同时，也
能在校园环境中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他们一
直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

尽管校园面积不大， 但学校充分利用
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巧妙设计景观，
不论走到哪里，总会给人“别有洞天”的精
致感。

进入校园， 诗书竹简的浮雕凸显学校
文化品位，棋盘石的设计独具匠心，钢琴键
式的休闲椅让人一下子联想到学校的音乐
特色，卧龙绿化带形象逼真、美感十足……
在学校的办学理念墙上，篆书铜字“德智体
美劳”与中心主体部分的沙岩浮雕相呼应，
给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活力感。

学校的 5 栋大楼都有独具个性的名
字———“个性天地”、“博宇楼”、“艺飞楼”、
“怡心园 ”、“栖贤居 ”，每幢楼 、每个楼层 、
每条走廊，都布置有不同主题的学生艺术
作品 ，既美化了校园 ，也展示了学校艺术
教育的成果。 “个性天地”结合功能综合性
的特点，分别围绕“特长你我他、名人彰魅
力 、科技弘国力 、运动吉尼斯 、国粹传神
韵 ”等 5 个主题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
了学校的教育目标，艺飞楼楼道文化则围
绕“悟、创、赏、行”4 个主题，引领学生对艺
术的感悟……

散步校园中， 颇有童趣的楼道功能标
志，随处可见造型新颖的书吧，天真可爱的
笑脸墙，古朴的篆书镌刻门，书卷式的楼层
吊顶，处处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实现着
美育的功能。

“让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品味、学校的
精神高度契合， 让孩子们处处感受到艺术
的魅力，时时接受艺术的熏染，这也是我们
多年来不惜大手笔投入改造校园环境的初
衷。 ”校长管慧芳说。

“活化”艺术教学

有了美的环境这一硬件的支撑， 学校
更下大力气在教学、课程、管理等多方面全
面提升，打造高质量的软件，做到“两手都
要硬”。

他们首先从课堂教学改革开始。
2002 年，当课改春风吹进校园时，武师

附小就准备打一场课堂攻坚战，在反思“为
什么要课改”、“课改怎么改”、“课改目标如
何具体化”等困扰教师的问题之后，他们在
摸索中开始了自己的课堂转型。

从传统 “以教师为主” 的课堂过渡到
“以学生为主”的课堂，如今上课时，老师们
更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 积极引导每位学
生参与唱、演、议、画、评等各项活动环节。
学校开发出“自信自主、有趣有效”的主体
课堂模式，引导孩子“学会学习”、“学会思
考”、“学会动手”、“学会创新”，而且重视操
作训练。

“所谓操作训练，在美术课上，就是带
孩子玩纸、玩笔、玩颜料、玩泥巴、玩废包装
盒 、废布头 、蛋壳 、小石头 、毛线 、绳麻 、竹

子、麦杆等。 ”美术教师廖凌燕说。而这些材
料，都是当地随处可以找到的。

尤其进入展示阶段，很多时候以“课堂
美术作品展”的形式展开，大大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欲与表现欲。

这就突破了许多学校美术教育单一的
讲练评模式。

当然，在经历十年课改成长之后，结合
艺术教学的优势， 武师附小的课堂形式更
为灵活多样，并不局限于某种“模式”。 例
如，他们一度尝试“大课堂教学”的方式，颇
受学生欢迎。

美术教师廖凌燕和音乐教师徐青就曾
有过一次这样的“深度合作”。

春天到了， 廖凌燕准备给孩子上一节
《春天的色彩》的美术课，而徐青也在准备
教给孩子《春天在哪里》这首歌。 两人合计：
何不将这堂课合在一起上？

于是，她们开始共同备课，在一节课里
同时完成美术教学和音乐教学的任务———
“音”唱春天，“美”画春天。

“同学们， 老师请你们到春天里走一
走，看看春天的色彩是什么样的，然后画出
来好吗？ ”廖凌燕先引导孩子们进入情境。
孩子们画作初成之后， 徐青开始引入自己
的主题———

“同学们，沉浸在这么美的画境里面，
你们有没有想要歌唱的感觉呢？ ”

于是，孩子们一边欣赏自己所画的作品，
一边跟着老师唱起了《春天在哪里》……

“几乎天衣无缝，效果非常好，孩子们
都不想下课。 ”两位老师后来总结道。

类似的课堂创新并不鲜见，当然，灵活
而高效的课堂还不是学校改革的全部，武
师附小更将眼光拓展到课堂之外。

学校把艺术课外活动作为学生实施
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 ， 根据学生兴趣爱
好 ，自愿报名 ，组建班级 、年级 、校级 3 个
级别的特长训练班、队，坚持每天早、晚一
小时， 周六上午 3 节课的特长训练时间，
从不间断。 这些兴趣组包括书画、舞蹈、声
乐 、器乐 、围棋 、乒乓 、篮球等 63 个项目 ，
参与训练学生达 98%以上，真正做到了面
向全体、全员参与。

为了加强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整
合，学校还组织学生走向社会、走向农村、
走进厂矿、走进社区，为学生创造一个开放
性的锻炼空间。 学校在社会上建设流动长
廊，展出学生的书画作品，让普通百姓了解
学校书画教育成效； 组织特长生参加武穴
社区街头文艺展演，开展纳凉晚会；与手拉
手支教学校共同举办联谊演出等， 这些活
动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拓宽艺术教育的广度， 学校还充
分利用校外教师资源，扩展学生艺术知识，

他们聘请了武穴市有名的艺术专家到学校
担任专职辅导教师， 现任该校的外聘教师
已达 20 余人。

“我们把武穴市所有的书画名家几乎
都请过来了。 ”校长管慧芳说。

由于校外的本地专家拥有更多的社会
实践经验， 他们的教学与一般教师的教学
相比更生活化，能与学校教育互为补充。

在管慧芳看来， 正是因为学校有了如
此灵活的教学形式，“为有源头活水来”，才
导致学校的教育既有理论高度， 又充满了
生活气息。

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课程

课改把“人的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
武师附小不只是实施国家课程， 同时也开
发出具有特色的 “综合欣赏”、“综合实践”
和“综合阅读”三大课程体系。

比如，学校实施“课时瘦身法”，把每节
课的 40 分钟缩短为 35 分钟， 在保持时间
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设置了每天 20 分钟的
综合欣赏课。 周一的主题是“书法萌芽”，让
学生边练字边欣赏大家之作， 了解书法流
派经典；周二是“数学史话”，让学生从数学
故事、数学趣题、奇妙的数学规律、数学现
象、数学运用中感悟数学的文化魅力；周三
是“经典赏读”，让学生在国学经典中感受
中国传统文化精品的韵味和教育价值；周
四是“快乐英语”，让学生在感兴趣的成语、
谚语、 歇后语的互译中体验中外语言的精
妙；周五是“艺术鉴赏”，让学生在古今中外
的经典名曲、 名画的赏析中提升自己的艺
术品位。

在欣赏课中，思想“萌动”后的孩子有
了发现、探寻的兴趣，他们在课余时间会主
动去上网搜集相关的信息， 去探索感兴趣
的相关领域。

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 是学校的特色
活动课———自由空间。 这节课上，学生可以
自由参加各种实践活动。 学校把重点培养
孩子的创造意识和创造精神作为一个主旨
目标来实施， 从最初课前十分钟的智力软
操训练 ，发展到如今 “两金 ”渗透 （“金问
号”、“金点子”）、“五小”贯穿（小制作、小实
验、小论文、小报告、小发明）等。 几年来，学
生的创造力明显提升，先后有 33 名学生获
国家发明专利，2 项成果获宋庆龄发明奖、1
项获亿利达发明奖 ，200 多人获创新大赛
奖，500 多名学生作品或获奖或发表。

在综合阅读方面，学校则启动了“快乐
阅读”工程。 一是开设了《经典诵读》指导
课；二是编写了《快乐阅读本》，主要是学生
阅读课外书籍的摘抄和心得体会的记录；
三是开辟了幸福书吧，每天中午休息时间，
学生可以到各个书吧自由阅读图书。

同时，在书法、美术、声乐、舞蹈、戏剧、
二胡、小提琴、电子琴、楚乐等 23 门校本课
程之外， 学校还根据地方资源设置独具特
色的课程，武穴是“竹艺之乡”，他们就开设
《竹雕》这门艺术课程，并邀请当地著名的
竹艺艺术家张水泉前来学校兼职任教。 武
穴向来有“重武”的习俗，学校也因之而开
始了关于武术的课程， 并创作了一套武术
操……

在课程建设的路上， 武师附小已经从
单一走向了多元化， 提供给孩子们越来越
多的选择。

“如何构建课程、课堂、课题三课联动
模式，让三者互为依存、相生相托，使课程
更丰富、课堂更鲜活、课题更实在，更适应
师生内在发展需求？ 这是我们在新的阶段
需要解决的问题。 ”管慧芳说，“我们正在路
上，通过学校的艺术教育，形成我们的教育
艺术，并最终实现孩子们的‘艺术人生’。 ”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 本期关注：湖北省武穴市师范附属小学10

武师附小：
成就孩子的“艺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