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们的社会生活正
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
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
的教育对于生活必须具
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

就必须经历一个相应的完全的变革。
———(美)杜威

终身教育所意味的，并不是指一个具体
的实体，而是泛指某种思想或原则，或者说
是指某种一系列的研究方法。 概括而言，也

即指人的一生的教育与个人及社会生活全
体的教育的总和。 ———（法）朗格朗

教育儿童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
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家风作为根本，才能培
养出美好的德智习惯并持久不懈地促使其
成长。 家风不好而想使子女心灵、道德美
好；教养不周而想使子女身心活泼，犹如投
身污泥而望其一尘不染，不事耕耘却望芽
苗成长一样，简直是一种奢望。

———（日）福泽谕吉

通过对话， 教师的学生及学生的教师
等字眼不复存在，新的术语随之出现：教师
学生及学生教师。教师不再仅仅是授业者，
在与学生的对话中，教师本身也得到教益，
学生在被教的同时反过来也在教育教师，
他们共同成长。

———（巴西）弗莱雷

教育中， 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
基础，因为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人
格才能形成性格。 ———（俄）乌申斯基

一个民族的将来如何， 全在于父母教
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一个民族如何培
养教师，尊重教师，以及在何种氛围下按照
何种价值标准生活， 这些都决定了一个民
族的命运。 ———（德）雅斯贝尔斯

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他自己的形式，必
须按照他的形式去指导他， 必须通过这种
形式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去实施教育。 实践
证明，只有当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求知欲望
强时， 他们才会根据自己的理解， 展开想

象，挖掘潜能，创设多种快速学好动作技术
的方法。 ———（法）卢梭

儿童获得习惯的速度是惊人的， 而且
所获得的每一种不良习惯都会成为以后形
成良好习惯的障碍。 如果最初形成的习惯
是好的，就可以免去以后的许多麻烦。更重
要的是， 最初获得的习惯对以后的生活来
说具有与本能类似的作用。 ———（英）罗素

（褚清源 辑）

微语录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去哪儿？

媒体看点
� � �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新设置的一门国家必修课程，一直广受关注。在日前正在举行的两会上，就有人
大代表呼吁完善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然而，出于认识上的偏颇和“战略”上的短视，社会、学校、家庭还没
有形成三方合力，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门课程的开展，需要制度的完善、观念的改变，更
需要有力的实施措施和具体行动。

两会声音：应完善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3 月 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第十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农工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任蒋
秋桃建议，应尽快完善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她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新设置的一门国
家必修课程，担负着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转
变教学与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学科知识与养
成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重要任务。 自 2001 年课程实
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存在诸多问题。

为此，蒋秋桃建议：
一、加强保障机制建设
1. 国家层面 ，尽快出台 《综合实践活动指导

纲要 》。
2. 形成课程管理体系，进行整体规划。教育行政

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校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
划、管理和督导，要制定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细
则； 要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状况纳入学校督
导评估的重要内容和学校办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并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纳入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内
容； 要将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的发展状况纳入初中
综合素质评价和毕业生学业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纳
入高中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专职队伍，要重视综

合实践活动的教师队伍
建设。 设置独立的综合实
践活动教师职称评定系

列，统一管理，从而扩大专职教师队伍。
4. 建立研训一体的机制。 教科研部门是指导学

校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力量，县（区）以上
教研部门要配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专职教研员，加
强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研究、指导与服务，有
效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 可将教师培训任
务交由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 让教师在教科院的引
领下，真正做到研训一体。

5. 多方开发课程资源， 加强基地建设。 因地制
宜，开发和利用校内外课程资源，协调中小学与青少
年宫、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校外教育场所
的关系，建设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充分发挥各种教育
资源的作用，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6. 学校层面，规范实施过程。 综合实践活动 3-9
年级平均每周 3 学时， 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的课
时参照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实施。 学校要将综合实
践活动的课时纳入周课时计划， 在保证每周至少安
排 1 学时基础上，可根据学生活动的进程，集中使用
与分散使用相结合，落实总学时的要求。 实施综合实
践活动要处理好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关系， 坚持
课堂组织与开放活动相结合、 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
相结合，尽量拓展学生的活动空间。

二、发挥综合实践活动评价的作用
1. 对学校的评价。 要建立促进学校全面发展的

评价体系，每年应采取互评、随机抽查等多种功能形
式对该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和督查。 对学校的评
价， 侧重于对学校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状况的评
价，包括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师资、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 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管理等
方面的评价。

2. 对教师的评价。 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的评价研
究，侧重于对教师在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组织、规划、
管理、指导等方面的能力和实效等方面。 运用评价手
段，鼓励全体教师承担指导任务。

3. 对学生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应注重学生的
实际表现和发展状况。 评价内容上要关注过程、兼顾
结果。 评价方式上要多样化，注重自我评价和他人评
价、个别评价与集体评价、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
相结合。 评价过程上强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通过
成果展示、研讨答辩、访谈观察、成长记录等途径，对
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态度、情感和价值观进行整体
评价。做好学分认定和学分管理工作。要把学生在综
合实践活动中的学习表现作为毕业的考核依据，初
中要把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学习作为综合素质评定
的重要依据，并加强检查督导，避免作假现象；高中
学段的学分认定和学业水平考查工作也要加强随机
抽查和督查。 （姜志雄 姜青辰）

“实践必修课”怎么上对小学生家长而言，出于安全、便捷等方
面的因素考虑 ，在社会实践区域选择时首先
考虑的是社区 。 对高中生而言 ，社区服务也
是必须参加的内容。 2007 年北京市教委颁布 《北
京市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提出综合实践活动是国
家规定的必修课程 ，社区服务为 2 学分 ，要求学生
要参与志愿者公益 、宣传教育活动 、帮贫助困 、社
区文化活动等社区服务 ，三年内不少于 10 个工作
日。

小学生：社区活动为啥没意思
“你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参加过社区活动吗？ ”早

在 2013 年的 11 月，在某知名家长论坛里，已经有网
友开始发起这场讨论。 发起讨论的网友“海豚潇”表
示，在小学寒暑假期间，很多学校发给学生参加社区
活动通知，开学后要填写活动内容，并需加盖社区公
章。 他很想知道，其他学校的孩子在社区是否参加过
一些有意思的活动，或者只是走个过场，甚至在开学
时盖章交差完事？

从网友回复不难看出，目前社区在为孩子们提
供社会实践平台或机会方面的表现参差不齐，有些
家长表示 “其实社区里很少有为孩子组织活动的，
盖章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些则觉得社区或街道组
织的活动还不错，参加大扫除、剪纸 、环保活动 、科
学参观等活动，对孩子也是一种锻炼，“比如孩子三
年级时，居委会假期组织他们去擦宣传栏。 因为他
们都很小，也学会了分工。 让高一点的擦高处，让男
生去打水。 干得特别认真。 这种事在家中是绝无仅
有的。 ”

在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教育处教师孙建看来，

家长、学生有社会实践的需求，但目前需求和社会资
源供给之间还存在矛盾，“新社区还好，老社区，中低
档社区比较困难， 而且也跟社区管理者的意识和组
织能力有关。 ”

中学生：趣味作业完成率最高
对中学生而言， 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社会实践的方式，学校也搭建平
台，给学生提供社会实践的机会。

孙建表示， 去年寒假学校安排的假期活动可以
归纳为“六个一”：读一本好书、看一场好电影，做一
次社会实践， 给家长做一顿饭、 写一篇心得与体会
（中学生）。 而对小学生的要求则主要是体验家庭情
感为主。 “活动比较常规，因为寒假相对较短，我们学
校很多学生都不是北京人， 过年会与父母一起回老
家，所以学校不会组织实践活动。 ”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给学生提供的假期指导也多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学校德育副校长李志
伟说，学校会给学生提供一份列表，其中包括阅读、
文化、娱乐、访谈、劳动志愿服务、交友、实践等 10 大
类 100 项活动，比如做一次家务。 “去年假期，有个初
一学生做的是用生物发酵原理做馒头， 学生的父母
都是南方人不会做馒头， 结果这个孩子一个寒假蒸
了 10 锅馒头，味道还不错。 这些基本技能的学习比
背书本知识强多了。 ”李志伟说，因为这些假期“作
业”都是学生力所能及的，还具有趣味性，学生认真
完成的比例占 80%以上。

困惑：家长为何舍实践选培训班
“学校每年假期都发社区活动表，我家

孩子没交，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儿子在东城区某小
学就读 5 年级的徐女士说。 一些家长与徐女士也有
类似想法，觉得孩子去参加个大扫除、贴个春联、看
望一下孤寡老人，更像走过场，甚至有家长认为，有
这时间还不如去参加培训班。

孙建坦言， 家长对社会实践的认识、 理念不一
样， 这也影响了学校对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学生参与
社会实践的行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家长是社区
志愿者服务的负责人，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带领学生
做了帮助空巢老人，捡拾广场垃圾等很多志愿服务。
但也有家长会以上舞蹈课等理由委婉拒绝参加。 ”

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看
来，家长舍社会实践而选培训班，表现出的是一种极
为短视的心态，“一个人如果没有责任心、没有公益精
神，在未来社会将很难生存。 且不说社会实践对青少
年的长远发展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必修课，有助于其人
格发展、社会责任感提升，即使从功利的观点，有没有
社会实践、服务对孩子的升学都会有影响。 ”

此外，整个社会的开放度、认可度对社会实践所
能发挥的作用也有极大影响。 多家学校负责人坦言，
光靠学校的力量不足以让学生更多、 更好地参与社
会实践，安全问题、舆论问题等都是学校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的实际阻力。 李志伟也认为，目前全民教育、
全民示范的意识还有待提高， 已经建立的各类社会
实践基地能否很好地利用，都需要思考。 （缪晨霞）

据人民网、《新京报》综合整理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张志博 □ 郭 诚

郑州中学课改再出发
———郑州中学课改样本校建设首期培训侧记

□ 本期主持：黄 浩 夏祥程

为民办学校招生难和教师荒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系统解读招生兵法 36 计
我们的课程不只是教你原理，更有方法和思维

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全国民办学校办学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教师报教师成长学院———中国第一家教育人才超市

第三届全国民办中小学发展战略论坛
暨全国民办学校招生策划与师资培养研讨会

如何告别传统的招生方式，启动一种不一样的招生策略？
师资不稳，成长乏力，培养的时间成本过高，有没有解决方案？
如何为民办学校打造一支教学的特种部队？

时间：3 月 27 日-28 日
（26 日报到）

地点：河南郑州
参会对象：民办学校董事长
和校长（限额招生，务请提
前预约）
咨询电话：010-82296843

18611016806

主办：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
中国教师报教师成长学院

承办：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工作委员会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

这是一次高密度、大容量、立体式的培训。 原本 5
天的培训课程浓缩在 3 天半内完成，而学员们却圆满
完成了学习任务，超出了预期的效果。

3 月 7 日上午， 郑州中学与中国教师报联合，正
式启动了中国绿色高中共同体课改样本校建设工程。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本报总编辑雷振海，河南省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等出了启动仪式。田保华
在致辞中说， 经济领域的改革往往是利益的再分配，
而教育领域的改革应该是利益的回归。课改无疑是实
现师生幸福生长的最优途径，希望郑州中学以此次改
革为契机，进一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擦亮郑州中学
的特色品牌。

此次培训内容涵盖理念解读、 课改策略分析、示
范课观摩、专项体验式培训和学习成果展示等。 山西
省泽州一中校长李海勇、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王红顺等课改专家，分别作了主题报告。 体验式培训
环节，全校 400 多名学员每 8 人组成一个小组，六七
个小组组成一个教学班，进行小组建设、课堂流程的
实战演练。 教师们第一体验角色换位，以学生的身份
体验新课堂的文化，内心倍受鼓舞，不仅对课改观念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直接触摸到真实的课
堂流程。 理念加技术，虚实相结合，深受学员欢迎，不
少学员表示，“这样的培训接地气，帮助我们解决了很
多实际问题”。第一天培训后，教师孔艳江说：“时间过
得太快了，我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整天的培训
让我既兴奋又充实，晚上都激动得睡不着觉，非常期
待接下来的培训。 ”

在小组建设培训中，各小组发挥集体智慧，构建
了“春之翼”、“小火苗”、“翘楚”、“绽放”等一个个独特
而又寓意非凡的小组，他们不分你我，通力合作，争先
恐后，快乐展示。 培训二班的“九龙组”由 9 位男学员
构成，平均年龄班上最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展
示热情，一曲合唱《龙的传人》将热情的气氛推向高
潮，传递给大家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课改让我们重拾
梦想，点燃了我们的激情，一下子感觉年轻了许多。 ”
该组组长姜军说。

郑州中学学科组主任郭晓惠在体验式培训中担
任行政班主任，对此次培训给予高度评价：“我太兴奋
了！ 真遗憾没能早点接受这么好的培训。 我仿佛全身
心得到了一次洗礼，通过这次培训我才真正感受到课
改的紧迫性以及高校课堂的魅力所在。 ”

在“四新”论坛暨课改培训成果展示会上，全校分为
10 个教师团队，通过歌曲、访谈、情景剧、小品、三句半、
说唱等丰富多彩的形式， 生动形象地解读了 “四新”内
涵，通过新旧课堂的对比，表达了教师们对课改的热衷
和向往。 点评专家中国教师报专家组成员、新安县教师
进修学校校长夏书芳倍受感动，即兴作诗，更为“四新论
坛”锦上添花，学员们乐在其中，回味无穷。

据了解，郑州中学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课改探索和
实践。 2008 年 11 月，郑州中学被确定为河南省高中
新课程改革样本校。学校以“培养世界的中国人”为办
学宗旨，以“忠诚、进取、创新、和谐”为主流价值，坚持
文化办学，坚持教育创新，坚持特色发展，打造有灵魂
的教育。建校十余年来，书写了多个第一：河南省第一
所公办体制改革实验学校，河南省第一所国际文凭世
界学校，河南省第一所现代化公办寄宿制学校，河南
省基础教育界第一所引进外籍教师的学校，河南省基
础教育界第一所推行导师制的学校， 河南省第一批
“教育部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性学习实验学校”。

校长高正起说，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如何实现再
一次的“蜕变”，实现新形势下新的跨越，是每一个郑
州中学人都应当也必须思考的问题。此次启动课改样
本校建设，对于郑州中学来说是课改的再出发。 再出
发就是要以深化课堂改革为支点，把学校的教育目的
蕴涵在课程之中，系统建设学生需要特色校本课程体
系，促进学生的个性化的成长，实现“不为教育而赢得
教育，不为教学而赢得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