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局长专栏·田保华

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
让孩子的心路历程中多一点愉悦的风景（二）

教育是基于道德理念的一种行为，
而不是简单的操作行为。 所以，我们应
该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这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对教育价
值观的重建。

教育应使人向善向上。 《说文解字》
对“教育”一词的解释是这样的：“教，上
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使
人向善向上，是教育的道德目的，也是
判断一种活动或行为是否属于教育的
道德标准。 美国教育家菲利普·杰克森
曾用 60 年的时间思考 “教育是什么”，
最终的结论是“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
对于当下教育人来说，我们要思考的问
题是：我们向孩子施加的影响是否都符
合向善向上这一道德标准；有没有在不
经意间伤害孩子，使他们失去上进的勇
气和信心。

德育是目的，不是工作。 德育即育
德， 就是培养孩子高尚的道德情操，帮
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许多人都曾试图在“教育工作”的
框架内思考和解决学校德育的困境，但

德育是工作吗？ 如果在思想上把德育当
工作看待、 在行动上把德育当工作来
抓，虽然本意是为了加强德育，但这种
行为不仅削弱了德育效果，而且改变了
德育的性质。 要知道，学校之所以不同
于其他培训机构，就在于其包含使人向
善向上的目标和努力。 德育不是一项具
体工作， 而是一切教育行为的落脚点，
是教育工作者共同的责任。

用道德的方式达到道德的目的。 教
育应以合乎道之途径，至德之目标。 《道
德经》中的“道”，即天道、自然规律。合乎
自然规律， 人类才能健康地生存下去。
“德”，即人德，行为准则。 人的行为要符
合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才能称为美德。
社会生活离不开道德， 学校生活同样离
不开道德。教育是一项有道德的事业，当
然应该同于“道”、同于“德”。这就要求教
育者首先要是一个有德之人。 美国教育
家内尔·诺丁斯的经典著作《关心—伦理
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径》 中写道：“教师
以‘关心者’的身份出现，才能与学生的
道德相遇。 ”

学生喜欢上学， 才能成就好德育。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归属感是
人们不可缺少的中层需求。 另有调查表
明，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指数每提高
10%， 小学与中学生的品德指数分别增
长 7.16%和 7.5%。 要提高学生的归属
感，校长就要努力办一所学生喜欢的学
校，教师应着手构建一个学生喜欢的课
堂，让学生上课不厌学、不逃学。 这不仅
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标尺， 也是校
长、教师个人能力的体现。 因此，学校教
育要坚持文化育人、课程育人。

文化是学校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
是学校的灵魂。 学校有灵魂，才能走出
应试教育的怪圈， 并以正确的价值取
向、适宜的教育环境、合理的课程体系，
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课程是学校
教育的心脏， 我们应该站在课程的高
度，审视学校的一切教育活动，而明确
课程思想、加强课程建设、构筑课程文
化、彰显办学特色，应成为每一位校长
办学的基本思路和目标。

课堂是培养德育的首要途径。 许多

人都误认为“课堂上就是学知识、学技
能，课堂之外的活动才有关德育”。 殊不
知，让学生在获得知识、技能的过程中，
获得向善向上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
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才是最可贵的道
德。 所以，我不同意甚至反对“抓德育，
要抓学科渗透、课堂渗透”的说法，因为
这既不符合新课程的要求，也不符合教
育教学规律。 教师应该在道德的环境中
进行有道德的教育教学，让学习成为促
进学生养成高尚道德、体验丰富人生的
有效工具， 让课堂教学体现道德的关
怀，洋溢道德的光辉。

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互动话题征集

问政局长
作为行政官员的教育局长，向下的“群

众路线”如何走，又是否能直面校长教师的
教育追问？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向上的追问渠道
在哪里，又是否敢于向上级领导提出有价值
的问题？

为了打通教育管理部门与基层教育工
作者之间沟通的渠道，原生态呈现区域教育
发展的共性问题，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落实在办报实践中，《中国教师报·区域
教育周刊》特别开设“问政局长”栏目，让教
育局长深入群众，了解普通百姓的心声，解
读教育人的疑难问题；让一线教育工作者积
极发声，平等追问。
“问政局长”栏目，鼓励每位教育人向教

育局长提问，对教育局长“开炮”；更欢迎教育
局长畅所欲言，答疑解惑。

欢迎所有教育人将发展的困惑、行动的
阻力、心中的疑虑、待解的难题，向局长发
问，我们将遴选共性问题，邀请教育局长给
予解答；同时，欢迎各区域自荐话题，呈现本
区域教育实践中局长针对基层现实问题给
出的精彩解读。

周刊将择优刊登“问政”成果，同时在周
刊官方微信———教育管理者联盟中长期征
集问题、推送成果。

邮箱：zgjsbqyjy@163.com
联系人：韩世文

010-82296730
13810578534
刘亚文
010-82296736
13439386850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已经到了非大改
不可的地步。 学生困顿、教师迷惘、政府苦恼、
群众不满，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教育广受诟
病。 因此，人们也对教育综合改革抱以更多的
期盼。 但是，教育综合改革范围广泛，而且受制
于经济、社会的改革深化和教育制度顶层设计
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有大突破。 当人们对教育
改革的热切期盼不能及时得到回应，舆论便积
聚成强烈的改革压力。

改革刻不容缓，却也不能操之过急。 经济
领域的改革经过 30 多年的深耕， 如今可释放
的红利仍旧有限。 政治领域的改革属于顶层设
计，民众只能抱以信任和祝福。 唯有教育等民
生领域的改革，可以人人有观察、人人有观点。
不改，或者慢改，群众有意见；虚改，或者假改，
群众不答应。 因此，教育改革必须立说立行、即
刻启航。

对于这一点，教育相关部门也要求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同时将改革的焦点再次锁定在课
堂、课程，明晰了当前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和着
力点。 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已定，即构建一个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终身学习，人人成才”的
体系。 但是，改革的路径选择和节奏的把握，不
是一件容易事。 彼岸遥遥可及，改革从何时何
地开始，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胆识。 然而，纵
览现实，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选择———教育改
革从课改开始。

确定课改为教育改革的马前卒、 先行军，
就抓住了课堂、课程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和关
键环节，既正面回答了改不改的问题，又在改
革初期，回避了牵扯其他系统、利益的难题，遵
循了 “以课堂为中心 ”的教育规律和 “先易后
难”的改革法则。 由于教育具有社会性，课改也
可以给学生、家长、教师以及社会最直接的触
动。改革就在身边，变化始自你我。只有积极践
行改革，才能收获课改的果实———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许多学校的课堂在课
改后变得生动、温暖，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
习的主人， 教师也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然而， 这一切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
学会为学而教 、以学定教 、先学后教 、多学少
教。 在这样的要求下，教师便有了自我更新、自
我改善的内在需求。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传统课堂的最大弊
端是重教不重学，课改对此进行了革新，将学
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当学生对学知识充满了
兴趣和劲头，学习效率也大幅提高。

让师生重获自信。 师生的良性互动是学校
教育生态的精准呈现。 从改变学校生态入手，
课改的精髓体现在最大限度地把课堂还给学
生，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人。 在这样的理念下，
课堂教学由单向灌输型， 向双向合作型转变，
由低效重负型向高效低负型转变。 学生在学习
中找到了乐趣，越来越会学、越来越自信。 这样
的正能量传递给教师， 使教师重拾被人需要、
受人尊重的幸福和自信。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在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之后，“有学上”的问题渐渐让位于“上好
学”的矛盾。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是在办学硬
件条件基本达标的前提下， 关注内涵发展，注
重教育的公平与质量，让更多人“上好学”。

公平与质量是教育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提
升， 不能像硬件条件改善那样靠投入解决，必
须依赖于课改等教育改革方式的深化。 课改并
不排斥分数， 而是在提高学生成绩的前提下，
激活学生、解放教师，构建教育发展的良好生
态，提升教育的软实力，最终实现义务教育高
质量、高水平均衡发展的目标。

（作者系国家督学、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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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的红利
□ 李奇勇

田保华：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思南教育之于贵州，办得早，也算
办得好。 自 1904 年建立贵州省第一所
国民小学以来， 思南培养了大量人才，
让包括我们在内的众多农家子弟，走出
了山门，改变了命运。

但是 ，在考试 “指挥棒 ”下的应试
教育 ，先天不足 ，后天又与时代脱节 ，
使置身其中的我们不寒而栗：学校“优
其优 、劣其劣 ”的 “因材施教 ”，让所谓
的“中差生”———未来思南建设的主力
军，丧失信心、厌学恨学。 一方面，做不
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应接不暇的课
外辅导班，以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 ”的陈旧观念 ，让学生少了童真 、
没了快乐。 另一方面，能够轻松应对考
试的“学霸”们，其体质、情感与道德又
严重缺位。 对于教师， 年复一年的劳
动，磨掉了初上讲台时的锐气与热情，
倦怠早生、创新缺失，课堂也变得死气
沉沉。 当课改进入第二个 10 年，许多

教师仍然坚持用疲惫的声音强占属于
学生的课堂 ，用 “发黄 ”的知识强灌青
春的头脑……

教育改革从来不缺少顶层设计，也
不会有完美的顶层设计。 教育改革最需
要的是每一个教育人踏实、 勇敢地前
行。 无用的建言、伤身的怨气并不能解
决实际问题。 面对教育的诸多诟病，唯
一的解决办法也只有“改”这一条路。

如今，思南县也开始课改了，而改
革首先需要的是勇气，特别是在应试教
育实施颇见成效的思南。 如果“改”没了
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改”少了“一本”上
线率怎么办？ 其次，改革需要智慧，“改”
什么、怎么“改”是关键。 最后，改革需要
得到全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只有这样，
课改之路才能走得远、走得宽。

这条路，要从改变课堂开始。 把课
堂还给学生，真正实现学生主体、教师
主导。 课改，就是要让课堂成为树立学

生自信、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学生互助互学精神的“新课堂”；让校长
成为发现、发掘、发展师生智慧，善于建
设和运用智慧集聚平台的“新校长”；让
教师成为合作不单干、 引导不包办、求

新不作秀的“新教师”；让学生成为学习
自主、管理自治、生活自理的“新学生”。

但是，课改又不只是改变课堂。 我
们要从改课堂出发， 以学生为圆心，不
断扩大课改半径， 从而重建学校管理、
重塑学校文化、再造学校课程；我们要
把课外这个大课堂改好， 建设人人参
与、时时感受、处处渲染的校园文化；我
们要改造导向机制， 不以分数论英雄，
建立以学生成长、成才为核心的质量评
价体系……

课改很难，因为改造课堂就是改造
教师、改造学生，甚至是改造教育的未
来；课改其实也不难，因为我们的追求
只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寻找我们真正需
要的教育。

积极践行课改，教育的天空才不会
再雾霾，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才能让孩
子们轻松呼吸、快乐成长。

（作者系贵州省思南县教育局局长）

□ 曾应华区决策者说 改革之策 工作之美 区域之变 行动改变教育

让教育的天空不再雾霾

请将课堂还给学生
□ 伍占福区反馈

课 改 很
难， 因为改造
课堂就是改造
教师、 改造学
生， 甚至是改
造 教 育 的 未
来； 课改其实
也不难， 因为
我们的追求只
是回归教育的
本质， 寻找我
们真正需要的
教育。

4 月 26 日，我参加了在宁夏举办的
宁夏固原市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六
盘名师”集训会。 第一次接触“新课堂、
新教师、新学生、新学校”的概念，让我
既激动又迷茫，但在观摩了名师示范课
后 ，我清楚地认识到 “四新 ”背后的内
涵，仿佛触摸到了课改的真谛、教师的
本色、教育的本真。

课改就是 “改课 ”，所以要从教师
的“教”改起。 课堂不是教师权威地灌
输知识的地方， 而是让学生在合作交
流中学习、探索、成长。 教师要把学习
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让他们在新课堂
里自由遨游。 对于在传统教育下成长
起来的教师，要完成这次转身，首先需
要转变观念。

教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泼的学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然而，在传
统课堂上， 教师却强行把自己对事物和
知识的理解植入学生的大脑。 教师真的
比学生更权威吗？不一定！课堂是学生求
知的殿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教师应
该更多地为学生创造求知、 探索和成长
的空间，而不是束缚他们的思想、禁锢他
们的行动。否则，我们只能培养一批又一
批只会服从、不懂创新的学生。

教育教学思想的转变， 最鲜明的
体现是课堂生态的改变。 课堂教学低
效是困惑很多教师的问题， 而高效课
堂为破解这一困境带来了机遇， 也让
我茅塞顿开。

不同于传统课堂，高效课堂是一个

“尝试—归类—内化—提升”的过程，不
是传统课堂 “讲解—传授—被动—接
纳”的流程。 教师不再帮助学生“嚼馒
头”，而是让学生自己品尝“馒头”的味
道，掌握“嚼馒头”的方法。 教师要真正
把课堂还给学生，就要降低自己的控制
欲，更多地给饭量不同的学生分配不同
的“馒头”，正所谓“只有自己种，才有吃
不完的菜”。

教师转变观念、还权于学生，并不
能彻底解决课堂教学效率低的问题。 解
决课堂效率低下， 还需要教师多动脑
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教师培育的是有差异性的个体，而
不是在制造一模一样的机器。 教育教学
工作中， 教师不能以一个标准要求学

生，而是要让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积
极主动地学习。 如果学生对学习反感，
将学习当作负担，会直接导致课堂教学
效率的低下。 学生和学习就好比自由恋
爱，只有他们真心“喜欢”对方，困难才
能迎刃而解。 改变课堂教学现状，就是
让学生在课堂上建立这种“恋爱”关系，
从而达到高效学习的目的。

教师一定要清楚 “绝知此事要躬
行”的道理，转变观念，改变现有的教学
方式，从真正解放课堂做起，放开学生
的手脚，让学生在课堂上尝试、体验，从
而内化提升。 只有学生自己真正掌握了
知识和方法，才能终身受用。 教师们，请
将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吧！

（作者单位系宁夏泾源县城关一小）

重庆梁平：
模型大赛让学生
过足“科技瘾”

近日，重庆市梁平县科
协、县教委在梁平县力帆光
彩小学举办青少年科技模型
大赛。 全县 400 多名中小学
生参加了电子模型、木结构
承重、手掷模型飞机等项目
的比赛。 图为学生在制作木
结构承重模型。

刘辉/摄

图说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