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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直通车

兴华谋变
———河南省商丘市兴华学校课改记

� � � �位于豫东平原的商丘市兴华学校
是一所因课改而为人们熟知的学校 。
认识它的同行可能途径并不相同 ，有
通过当地媒体认识的， 有通过会议认
识的。 显然，后者更多。 6 年来，河南省
民办教育协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
国民办教育共同体以及商丘市教育局
都先后在这里举办过不同类型的会
议。 于是， 兴华学校的影响力逐步扩
大，远近闻名。

有人说， 这是一所课改成功的名
校。 名校效应往往是相同的。 兴华学校
不仅创造了具有校本特色的 “成功教
学法”， 而且中招升学率连年攀升，升
入省级示范性高中的人数多年在全市
名列前茅、数一数二，与此同时，每周
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访者络绎不绝。
� � � � 时下，因“课”而名的学校越来越
多，几乎每一所学校都会创造这样那样

的模式或流程，似乎课堂教学进入到了
一个流程再造的时代。 课改背景下，理
念变了，流程当然要重塑，然而在流程
重塑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在课堂教学改革之外， 兴华学校
作出了很多新的探索， 他们在优化课
堂教学流程的同时，开发建设了“三成
教育”系列校本课程，并着力打造具有
“亮剑精神”的团队文化和人际关系简
单的“家文化”。

走近兴华学校这个教师团队 ，你
会发现他们似乎始终处于创业的激情
状态， 他们有清晰的使命感和发展愿
景：他们要办一所学生喜欢的学校。
� � � � “成功教育不是培养概念人，不是培
养只会言说大词的人，而是培养有梦想、
有思想、有上进心和幸福能力的人。 ”校
长王心峰说，“让孩子拥有梦想， 拥有向
上的心，这比第一名更有意义。 ”

反思学校创业“原罪”

不幸的学校总有相似的过去。
兴华学校的过去是灰色的，甚至有

些“不光彩”，过来者常说，不堪回首。 胡
清是兴华学校的元老了，19 岁来到兴华
学校，在这里工作了 14 年，见证了整个
初创时期的艰难。 “那个时候看到一个
生源就像看到了亲人似的，学校招不到
生源，那是后来者无法想象的。 ”

1999 年，学校第一届只招了 42 名
学生，第二届学生数勉强过百。 曾任学
校党支部书记的王保起回忆当时的情
况，依然有些心酸：“那时，我是招生办
主任，招生工作真是难啊！ 我们每年都
要下到各个县、各个学校招生，周末和
暑假都没有休息。 有一年，我和校长去
一个县的招生点慰问老师， 看到那一
幕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在一个破旧的

菜市场仓库里，老师白天给学生补课，
晚上桌子一拼就成了床……”

招生如此不易， 招来的学生可想
而知。 当时，到兴华学校就读的学生有
1/3 都是其他学校不接收的生源，兴华
学校成了典型的“问题学生 ”收购站 。
“那个时候，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
维持纪律，哪儿还谈得上教学质量？ ”
胡清说。
� � � � 2002 年， 王心峰加盟兴华学校的
时候， 教师的主要工作是夜里骑着摩
托满大街到网吧里找学生。 一个明显
的现象是， 兴华学校教职工都把自己
的子女送到外校就读， 担心孩子在这
里学坏。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对教师的影响很大，“日复一日， 理想
的教育渐行渐远， 许多教师丧失了信
心，产生了职业倦怠感。 师生的流动性
非常大， 学校留不住人， 发展陷入困
境。 ”学校办公室主任王永说。
� � � � 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
王心峰首先从控辍开始，提出不嫌弃、
不放弃、不抛弃任何一个学生，同时把
学生流失率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与
此同时，狠抓教学质量，可谓是不择手
段。 “兴华学校曾经靠加班加点应战考
试，换取成绩的同时，带来的问题似乎
已是积重难返。 ”王心峰说。

兴华学校真的成功了吗？ 因为学
生长期在教师 “严管” 下成了学习的
“机器”， 在教师的填充下成了数字和
单词的“容器”。 虽然赢得了不错的成
绩，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喜悦。
所谓的成功是以“教师累 ，学生苦 ”为
代价换来的， 这种一时的辉煌不是兴
华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作为教师，在
以分数论成败、以成绩论高低、以追求
升学率为单一目的的用人机制下 ，为
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 甚至淘汰出局
的结果， 不顾一切地提高个人的工作
业绩，陷入了单打独斗的困境；稍有名
气的教师则托关系另谋高就， 或考公
务员改行走人。

（下转 2 版）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结束
本报讯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 截至 9 月 18 日，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 共征求各类专门意见建议
1209 件，其中对减负十条规定具体条款明确提出修改
意见的占 44.1%，其他意见是就减负问题发表议论、分
析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 表达对减负工作的期
待、 表态支持教育改革、 提出其他意见建议等。 有
97.1%的公众对教育部拟出台减负十条规定表示支持。

第二次征求意见和第一次相比， 意见总数下降了
79.7%，表明经过第一次征求意见并认真修改后，已经在
社会上达成了较高共识。 修改意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有的认为四至六年级 1 小时的作业量还是偏多，建议改
为半小时；有的认为 1 小时的作业量不好控制，建议具
体规定每门学科的作业量， 或者由班主任老师统筹；有
的认为三年级也应该布置少量作业。对于“规范考试”的
规定，支持率为 73.5%。 意见主要集中在英语学科是否
应该统考问题上，大部分意见支持取消英语统考。 对于
“等级评价”的规定，支持率为 89.3%。反对意见主要是担
忧等级评价不好操作，可能会影响评价的客观性。

近期，教育部将根据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情况，再次
对减负十条规定进行综合考虑和充分论证后尽快印发，
并督促地方认真落实。 另外,教育部还将继续按照标本
兼治、综合施策的原则，研究制订小学升初中办法、中考
改革意见、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改革意见、高考改革方案
等，同时进一步加大课程改革力度，深化教学改革，提高
教育质量，务求减负工作取得实效。 （康丽）

■总编七日谈 106

减负与作业

每一所走进公众视野
的学校， 都有文字和照片无法

全景呈现的经验，成就兴华学校课改
的一定是很多因素的叠加。因此，作为一
组报道，我们选择的只是兴华学校课改一
路走来的某些侧面，透过这些局部和细节，
去感知它的全貌，进而读懂其价值。

特别
报道

减负，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
在国内为小学生减负征求意见的同时， 最近媒体披

露，美国教育部部长邓肯也在采访中表示，中学生要多睡
觉、晚上学，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在课堂上获取知识。
他建议全美各地教育机构对此予以考虑。

其实，这与我们的减负观一脉相承。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就曾给陆定一写信，提到学生负担太
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
掉三分之一。

愿望是美好的，但事实是，如果真的减时间、减难
度，就能实现初衷吗？ 未必如此。 此次教育部就小学生
减负征求意见，从阳光入学到均衡编班，都有 90%以上
的高支持率，但唯独在“减少作业”方面，公众支持率仅
为 69.1%，有的认为应该具体规定每门学科的作业量，
有的认为应该布置少量作业。 由此可见，一刀切地“不
布置作业”，给家长带来了多大的恐慌。

这种恐慌的源头，还是评价制度在作祟。在很多家
长看来，似乎少布置一点作业，孩子的学习效果就会打
折扣，由此导致学习成绩下滑，考不上好大学，拿不到
好文凭……一份小小的作业寄托的不仅仅是知识，而
是孩子的未来。

其实，最该改的还是考试制度、评价制度，如果考
试考的还是储存了多少知识， 而不是如何运用知识的
能力，那么这样的考试和评价是完全失效的。由此回到
“作业量”的多少问题上，其实它的关键不在于布置多
少作业，而在于布置什么样的作业。如果一份作业能够
调动起学生的好奇心、思考力、探究力，能够让学生投
入百倍热情，毫无疑问，这份作业是有效的，在学生而
言根本构不成负担。 反之，即便是半个小时的作业，如
果只是重复的抄写、机械的背诵，让学生丧失学习的兴
趣，那么就是负担，应该坚决减去。

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样的时代，随着更多免费网络教
程的开放，更多的人通过一部联网电脑和一个摄像头，就
能与全世界的人们一起学习，学习到优质的课程。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在传统的灌输式的道路上前行，还在
为学生增负加压，还在为学生灌输知
识，输掉的不仅是孩子的未来，更是
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

9 月 22 日， 安徽省休
宁县第二小学将徽州传统
陶瓷艺术“搬”进课堂，让学
生在切身体验中感受陶艺
的魅力。 黄俊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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