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誗导师代表
刘 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价

与提升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叶 平：湖北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首席专家、湖北省教科所研究员
张晓明：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副院长

誗学员代表
郝伟顺：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教育局局长
陈国安：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魏胜先：河南省濮阳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 曜：山西省孝义市教育局局长
黄子金：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主任督学
张宏敏：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教体局副局长
姚志强：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教育局副局长
申建民：河南省濮阳县教体局副局长

24区奇思漫咏

误入歧途的职业教育
□ 李奇勇

初 闻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校被确定为高效课堂实
验校了！ ”

门刚打开一条缝， 老公洪亮的嗓门就响了起来。
沙发还没坐定，他又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掏出一叠
资料，摊开在茶几上，一些“新鲜”的词儿如“有效教
学”、“导学案”等，不断从他的嘴里迸出来。

一旁的儿子插嘴道：“爸爸，啥叫高效课堂啊？ 是
不是给你涨工资了？ 别忘了要请我吃肯德基啊！ ”

“臭小子，就知道吃！这高效课堂可比你吃肯德基
更开心啊！ 有了它，以后你的学习会更快乐，更轻松，
成绩会提高得更快！ ”老公开心地说。

“骗人！ 你们大人光哄小孩玩。 学习还有快乐的？
每节课都坐教室里听老师讲， 听得脑袋都发胀……”
儿子一脸不屑。

“以后就不会了，你们的课堂会像幼儿园一样，大
家围桌团团坐，老师不咋讲了，课堂交还给你们！ ”老
公有些得意地说。

“啊？ 真的！ ”儿子瞪大了眼睛，小脸上满是惊疑。
“老师都不讲课了，那还不乱成一锅粥，这样的课

堂能有啥效果？ ”我质疑道。
“你们呀！就慢慢等着瞧吧！”老公言语间，充满了

热忱的期待。

我们在行动

开会，外出参加培训，参观搞得如火如荼的实验
区、实验校……

几个月来，老公忙得团团转。心爱的电视剧扔下了，

书桌前，多了上网、学习、查资料，揣摩、酝酿的身影。
很多次，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听着他高谈阔论，在

讲台上站了十几年的我，心里直嘀咕：“折腾吧，肯定
要不了多久就夭折了！ ”

不成想，有一天，单位开会了，组织学习了市区教
育局关于全面开展“高效课堂”的相关文件，这时我才
意识到，一场教育改革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

作为实验校一把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考
和实践， 老公所在学校已经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点门
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他的帮助下，我对高效课堂相
关理论、信息进行了一番较深入的了解。暑假期间，我
又积极参加了市小教中心组织的高效课堂培训会，对
这种新的教改模式有了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正上四年级的儿子也应势而动。他们班是学校最
早试点的实验班，分组、设计小组口号、导学单……小
家伙几乎天天都能带回新鲜事与我们分享：“班上同
学分成 8 个学习小组了！ ”“我竞选成功，是雄鹰展翅
组的小组长了！”……更令我欣喜的是，儿子变得勤快
多了，每天早晨，闹铃一响便穿戴整齐，晚上到家，常
常动手翻书、查字典、上电脑查资料，只为能在第二天
的课堂上一展风采。

这样的课堂，我喜欢

身为教师，每天都在上课，也听了无数节课。但真

正走进高效课堂，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在李丹老师的语文课堂上， 我看到老师退居一

隅， 学习的主导权完全交付给学科长———一个胖墩
墩的小男孩。说实话，刚开始，我挺担心，听课者有二
三十人，这孩子行吗？ 可后来的事实令我惊叹，依托
导学单，学科长组织教学游刃有余，环节衔接巧妙，
不时博得听课教师啧啧赞叹。整节课，我听得津津有
味，发现原来只要敢于放手，学生也可以馈赠我们以
惊喜。

儿子班上的高效课堂展示活动， 更让我惊喜连
连。在语文老师王映娟的组织引导下，小组合作、个人
展示、探讨交流，孩子们勇敢质疑、大胆争辩的精神在
课堂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课堂被这群可爱的孩子演
绎得精彩纷呈。 从没见过儿子如此妙语连珠、善思能
辩，从没见过如此真实自然、个性张扬的课堂，我，怎
能不由衷地感谢王老师，感谢高效课堂？

亲见了这样开放的课堂，如此求知若渴、神采飞
扬的学生，我不禁慨叹：“这样的课堂，我喜欢！ ”

快乐，就在这里

书桌前，儿子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地在完成学案。
静坐一旁的我在悉心学习“先学后导，问题评价”

教学模式资料，圈画、批注……
一杯奶放在儿子桌旁，热气腾腾的香茶递在了我

手中。 老公颔首微笑，站在一旁。
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样温馨，幸福的感觉

竟是这样触手可及。 乘着新课改的东风，我们全家正
在向快乐出发……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金陵小学）

向着快乐出发
□ 赵 洁

5宝鸡 课 事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本报记者 郑骊君 综合整理

探问改革之道 求解教育难题

11 月 23 日，别开生面的“局长课堂”，成为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现场研讨会上的一大亮点。 百位教育局长分组而坐，
围绕区域教育综合改革推进的策略与方法、推进课改的阻力与突破口，以及教师培训等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课堂导师也
参与其中，点拨引领，共同生成了许多有思想、有智慧的成果。 本期特别整理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区局长课堂

当一个“另类”局长
□ 黄鉴古

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我常想，
如果有一天，我“有幸”当上了全县的“教师王”，我
将抱持三条为“官”原则，当一个“另类”教育局长。

第一条，不唯上，只唯下。 我将靠自己的原则
和理想为“官”，放下身份，走遍全县每一所学校，
包括村小、教学点，深入各校了解办学情况，重点
了解办学困难， 了解各校对课改的认识及实施情
况，了解各校收费及学生负担情况，了解各校对教
育局及局长的期盼。

我将尽可能多地走进教师家里， 看他们的生
活状态，听他们的心声；询问他们的幸福是什么，
坚守的动力在哪里；尽量记住每一位教师的名字，
大街上遇见能准确地“对号入座”；把每一位教师
对教育和幸福的看法记下来，为他们著书立说；建
立全县教师 QQ 群，与他们互动、交朋友，做他们
信得过的“娘家人”。 我不希望他们恭恭敬敬地叫
我局长，希望他们真心诚意地称我为老师。

第二条，不唯虚，只唯实。 我不搞花架子，不玩
“蜻蜓点水”式的调研，不满足于听汇报，不满足于
校校都“非常满意”,个个都“充分肯定”；出了局长
办公室，不进校长办公室，而是到教师办公室，听
教师意见，听学生心声，用眼观察，用心思考。我将
建立全县教师流动机制， 乡村教师可进城区学校
挂职锻炼，城里教师要送教下乡；努力缩小城乡教
师待遇差距，让城乡教师同工同酬，同享教师职业
幸福。

第三条，不唯己，只唯教。 任何时候我都要把
全县的教育工作摆在首位，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都是为了教育，为了教师，为了学生。 教师
有困难，需要帮忙的，我将鼎力相助。

“另类”教育局长一定不好当。 但我相信，做到
了这三条，就一定上不愧国家，下不怍教师，良心
就将得以安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福田中学）

问题导学 1：教育教学改革以学校为单位推
进，还是以区域为单位推进，更有利于突破改革
瓶颈？

学员展示

郝伟顺：对于区域内的教育改革，个体实践固
然重要，但以区域为单位推进，更有利于突破改革
瓶颈。 一是以区域为单位，有政府引领，有政策支
撑，有舆论引导，统一思想比较快，大家在改革的
方向、操作的模式和程序上较容易达成共识；二是
有利于整合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加大改革力度。

在区域整体课改之初， 绥芬河市教育局首先
在全市统一思想，组织教师赴外地课改名校学习，
探索积累经验。其次，我们进行了考评机制和激励
机制改革，并通过论坛评比交流、校际合作共建、
跨校帮带等多种方式，在全市推进课改。

张宏敏：推进课改是区域先行，还是学校个体
先行，应当视区情而定。 如果定位区域改革，教育
主政者就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殷都区比较小，区
域内学校数、教师数都比较少，一共只有 18 所学
校，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中学还是小学，
改革都是齐头并进的。

在区域的管理中，我们倡导“三主体”，即教育
局以学校为主体，学校以教师为主体，教学改革以
学生为主体，在这三个主体当中，教育局充分发挥
自己应该承担的作用。

殷都区的改革已走过了 4 年，我的感受是，区
域教育改革首先能倡导并形成一个改革的良好氛
围，使大家都顺着改革的路线朝前走；其次是区域
内的资源可以充分共享； 最后还能促进各学校之
间的竞争，学校在竞争中更好地实现课改的推进。

问题导学 2：区域整体推进教育改革的主要阻力
有哪些？ 您所在区域有何应对之策？

学员展示

陈国安：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这一点在区域
推进教育改革方面更显得意义重大。 因此，面对深化
改革的浪潮，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应
该承载怎样的使命， 课改应该遵循怎样的创新机制。
在我看来，首先要遵循发展人格、唤醒人性、遵循人
道、成就人生“四位一体”的有效联动机制；其次，以洪
山区改革为例，我们要思考，在“人人享受教育”的理
念下，如何实现课改由“术”向“道”的新超越，进而由
单项改革向综合改革转变。

田曜：就目前发展而言，很多区域整体推进教育
改革的主要阻力，依然在于缺乏政府和社会大环境的
支持。任何一项整体性改革，只有获得政府支持，有充
足的财政和政策保障，才可能有真正的成效。 孝义市
委、市政府近几年对教育非常重视，每年投入 500 万
元作为教师和校长培训经费，并将其列入年度财政预
算。 有了这 500 万元的培训经费，我们就有条件把教
师和校长带出去，把专家和学者请进来……

郝伟顺：我们认为，课改难，难在教师，一是老教
师，二是所谓的名师。老教师不愿意“动”，名师不屑于
“动”。怎么办呢？在实践中，我们通过改革评价机制来
改变他们，逐渐让他们失去既有的“市场”，并通过其
他优秀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影响带动，使他们面
对课改，不仅心动，更着手行动。

问题导学 3： 深化区域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在哪
里，如何设计行动方略？

学员展示

姚志强：深化区域教育改革，其核心首先是在机
制上做改变，这样才能使改革有理、有据 、有形地推
进，否则，改革的路途上就可能出现“坑坑洼洼”。在机
制这个层面上， 应该给校长们提供一些保障性的措
施，机制上的一些改变，或许就能让我们的课改更加
稳定地向前推进。

现阶段， 区域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课堂教学
改革。 课堂教学改革就如同一枚鸡蛋，课程是蛋清，
课堂是蛋黄，校长是核心，局长是关键。 校长和局长

只有联动，才能推动课改。 如果单纯是局长动，校长
不动也不行。 我也是校长出身， 真正的教育改革突
破，主力军还是校长。 如果校长不动，校长没有坚定
的信念，改革很难顺利推进，局长只是校长的“后备”
力量。

田曜：问题就是突破口。如在教师的交流问题上，
上到教育部，下到省教育厅，都在极力推动教师和校
长的交流，但交流也要以人为本。 孝义市采取的办法
是让城里的教师送教下乡， 一个学期吃住在乡村，让
农村的教师进城“游学”一周，通过城乡之间的互动，
实现教师交流的实效与高效。

再比如，现在很多城区小学班级人数都在 60-70
人，如何进一步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缓解大班额现象？
一方面我们实行集团化办学，在城区采取“名校+弱
校”，“名校+新校”的办法，一个法人，人财物统一管
理；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村创新中心校体制，由中心校
的校长兼任乡镇所在地的小学校长，在城乡之间建立
了 9 个发展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遵循统一的办学理
念、管理机制，实行统一的队伍建设、绩效考核等。

黄子金：天元区区域的联动，就是采用“城乡结
盟、捆绑考核”的方式，进而实现城市学校带动乡村学
校，名校带动薄弱学校。在区域推进教育改革方面，我
们做得最多的就是改课，我们突出强调“自主探究、小
组活动、快乐有效”，给所有教师一个基本底线，即对
课标和教材，教师理解要深刻一点，操作要简单一点，
课上要少讲一点，让学生多动一点，让学生学会动口、
动手、动脑。 这是我们区域课改的基本要求。

导师点拨

刘坚：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其核心经验综
合起来，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
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课改到底是区域推动更
好还是学校先行更佳，是很复杂的事情，今天
我们也很难评判。但不管怎样，只要教育人心
中有梦想，即使一个教师也能创造一片辉煌！

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呼唤每一位教育
工作者必须具备课程领导力。 注意，不只是
说校长、局长要具有课程领导力，而是说每
一位教育工作者，每一位教师都应具备课程
领导力。

对于改革者而言， 尽可能少地把改革的
希望寄托于他人、寄托于外在力量，这样才可
能取得更加理想的改革效果。

导师点拨

叶平：深化区域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大家谈
了很多，也都很有道理。 在我看来，突破口在招
生考试制度改革， 没有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突
破，课程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或者说招生考试
制度需要二次改革。

如果把范围再缩窄一点， 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
下，突破口是教师的专业发展，只有教师通过专
业发展获得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才能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并在工作中收获职业的幸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
来越具体， 那些掌握专门和特殊职业技能的劳动
者，逐渐成为高收入人群。政府也在为职业教育发
展创设良好氛围，如出台专门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明文规定高中阶段学生数普职比要达到 1:1。但在
“表面繁荣”的背后，职业教育的问题也是显而易
见的。

区域布局上，“虚火”。 近年来，多地提出“县县
有职高”的建设目标。 藉此，教育部门可以扩大教
育资源，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甚至对外宣布普
及了高中阶段教育。 教育部门还鼓励职高建到产
业园区内、企业厂房边，以此换来为服务中心工作、
支撑经济建设的好名声。 职业教育，成为某些教育
部门的政绩工程， 不仅能直接增加县域 GDP 点
数，还树立了重视教育、关注民生的为民形象。 而
至于这“县县开建”的职高，有没有老师教、有没有
学生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学段层次上，“气虚”。 生态经济和绿色 GDP，
都要求制造业向高端和环保方向发展，需要的是高
级技术工人。 而培养此类人才的高等职业技术教
育，在职业教育蓬勃兴起的大潮中，并未真正得到
政府和公办教育的青睐。 新增加的高职院校基本
上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政府新增投资的公办职业
教育，基本上还是处于低水平的职业高中，面对社
会和市场对高级技工的需求，显得底气不足。 地方
招商引资在人才， 尤其是技术工人方面的短板，依
然触目惊心。

专业设置上，“失调”。 职业教育必以实训设备
做支撑，但实训设备是要花钱的，且有的还价钱不
菲。一般的职高，特别是区域经济条件一般的职高，
根本负担不起。 于是，大多数县域职高，都只能开
设教育成本较低、实习时间较短的专业。 教育部门
和地方政府因为缺少物质支持，基本上对职高的专
业设置不予干涉，只要把课开起来，是什么专业，将
来有多少用，基本无人过问。 职业高中专业的同质
化、低端化、快餐化、无用化现象十分普通。

教师和学生人数，“实亏”。 这种投入不多、专
业单调、层次不高，而又县县都有的职高，能到哪里
去找教师，招学生呢？ 职业教育的教师，必须是有
双证的“双师型”教师。 这种教师本来就是稀缺人
才，怎么会逆向流动到县区的职高？ 职高找不到合
格的教师，就只好将就对付。 县县有职高，普职比
还要基本达到 1:1， 就要求初中毕业生一半人数都
要进入职高。 可是社会职业观念对人们行为的束
缚，身边现实的职高办学状况和毕业生的出路，职
高本身与普高录取分线的高低之差，等等，这些困
扰，都令初中生进入职高的步伐异常艰难和沉重。
就算将学生招进来，流失率也居高不下。 职业高中
的双师型教师数和实际在校学生数，在许多地方恐
怕都只能是“不能说的秘密”。

目前，公办职业教育基本以职高为主。 虽然规
模不小，但专业低端，学生毕业后只能做普工，无法
从事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种。 职业教育，除了令教
育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有关数据好看点，工作报告好
听些外，没有太多好处。 这种“大跃进”式的职业教
育，不仅无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大批量有用
的技术工人，还可能用虚假与浮夸、简陋与短视毁
掉职业教育本身。

这些职业教育的问题， 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急功近利，二是违背规律。

专业技术工人虽然在实际工作中， 具体运用
的文化知识不是很多， 但绝不意味着对文化素养
的要求就可以无底线。专业技术工人的高超技艺，
不仅来源于实践， 还是丰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智
慧之花。 今天，多数职高，忽视了学生文化知识的
汲取，淡漠了实际操作训练的功夫，把学生匆匆招
进来，草草教几天，忙忙送出去，把教育和训练学
生的职责，推给企业和社会，耽误了孩子，也抹黑
了职业教育。

（作者系国家督学、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

问题导学4：教师是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生力军。您所
在区域在开展教师培训方面有何特别的举措？

学员展示

魏胜先：教师是改革的中坚力量。 濮阳市在教师
培训方面，主要实行包括“合格教师、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在内的“教师成长工程”，建立了合理的教师
成长阶梯。我们从 2007 年开始实施“教师成长工程”，
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为濮阳市整体教育教学改革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我们将“教师成长工程”更名为“内涵发展
工程”，除了走出去、请进来以外，我们创新培训模式，
主要采取一线名师培训一线教师的方式，充分利用本
土专家培训一线教师。我们还成立了农村教师培训中
心，每周对各学科教师进行培训，截至目前，已经培训
了两万余名教师。

申建民：教育要有理想，教学要有智慧，学校要有思
想，教师要有信仰。 濮阳的课改，正在从课堂走向课程，
从金字塔分布的体系变成重新编排的“三位一体”的维
度，学科拓展侧重于科学的维度，文化素养侧重于人文
精神，更加重视共同成长当中的体验。

在教师专业成长方面，这几年我们把研究、竞赛
紧密结合，把师训、教研、教学等紧密结合，通过在学
校之间、校长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开展适当的学
习竞赛，激发教师专业成长的积极性；通过展示交流、
分享经验，碰撞观点、启迪智慧。

推进课改可区域先行，亦可学校突破

改革难在教师，突破口也在教师

培训求实效，教师树信仰

导师点拨

张晓明：未来，教师培训将会在以下几方
面有所创新：

第一， 突出强调一个自主选学新型教学
机制的建设。 今后的教学机制不是靠我们自
上而下的规划， 而是让教师根据自己的发展
需求自由选择，你想学什么、什么方式学、到
哪个机构学，都由教师自己选择。

第二，突出强调基于岗位实践的研究。从
政策层面上，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四位一体”
的县区教师发展模式， 如何进行低重心的教
师培训建设， 是下一步各位教育局长应该关
心的问题。 国家正在推动的网络教学中心建
设，将是未来教师培训的一个发展方向。

第三，国家正在启动编制教师培训课程标
准，过去没有国家层面的建设，今后教师培训
资料不再搞文本，更多地将是网络化、信息化
内容。

第四， 国家正在致力于改革现有的短期
集中培训模式， 改变专家讲学或简单听课的
低水平重复。为了把专家的理论落地，让广大
教师真正受益， 国家大胆地做出了实践性培
训的转型，目前正在推进，各地教育行政管理
部门也应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