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6 岁的蒋玉洁是湖北省秭归县
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老师 。 工作 3
年来， 她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点燃每
个聋哑儿童成人成才的梦想 ， 为大
山里的聋哑儿童打开了一扇美术、舞
蹈的大门。 图为 5 月 17 日，蒋玉洁
在与几名残疾儿童玩游戏。

王辉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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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心灵的洗礼
———中国生态小学联谊会第二季暨杜郎口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现场研讨会侧记

□ 金 锐 □ 本报记者 郭 瑞 高 影

5 月 16 日，由中国教师报、中国生态
小学共同体主办，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教
育局、 淄博市临淄区杜郎口小学承办的
“中国生态小学联谊会第二季暨杜郎口小
学课堂教学改革现场研讨会” 在齐国古
都———淄博市临淄区举办，来自全国各地
20 余个省市的 500 余名校长、 教师齐聚
一堂，共同交流、研讨“小学课改如何‘破
题’”、“低年级学生如何适应新课堂”、“生
态小学背后的理念支撑是什么” 等话题。
可以说，生态小学是一种理念，而杜郎口
小学充分诠释了这种理念。

与常见的研讨会不同，本次会议在形
式上升级创新，借鉴了高效课堂的流程特
点———学习、探究、展示、提升。 会议第一
天上午，并没有安排专家讲座内容，而是
先让与会者观摩杜郎口小学的 “无师课
堂”。参会前，可能很多人心里都充满了疑
惑———小学阶段的学生自学能力和自控
能力都比较差，没有教师，课堂怎么办？但
从进入杜郎口小学校门的那一刻起，所有

人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了。
学生小导游大方、自信地向与会者讲

解着学校的环境和文化；
学生会自然地走到与会者身边，大声

说———老师，我给您展示一下；
课堂上，教师少讲甚至不讲，学生成

了主人，自己学习、自己讨论、自己检测；
……
学生们充满自信的表现，让与会者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很多人感慨“孩子比大
人表现得还出色”。而在随后进行的“文艺
展演”中，学生们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
们成长的精彩。

学生主持人语言流畅，充满激情；“晨
诵”展示中，学生大声朗诵出自编的歌谣
与口诀；英文情景剧《睡美人》的表演让与
会者如痴如醉，小演员的英文发音和表演
技巧博得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硬功夫”
展示中，学生走下台来，让与会者随意抽
取课文段落，当场背诵；学生的黑板板书、
歌曲创编、魔方还原等表演，更是让与会

者啧啧称奇。
难能可贵的是，这不是一场表演，只是

杜郎口小学学生校园学习与生活的“还原”
———“硬功夫”加强对文章的理解，编歌谣
强化关键问题的记忆， 玩魔方锻炼数学技
巧， 英语更是学生的强项。 杜郎口小学的
“文艺展演”来源于课堂内容、精彩于学生
创编、升华于现场挑战，以舞台形式呈现的
是课程，呈现的是课堂，呈现的是精气神。

杜郎口小学顾问崔其升认为，学生的
表现充分说明了新课改模式完全可以在
小学阶段推进，学生脸上洋溢着的自信与
热情，正是他期望看到的。很多人表示，学
生的表现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让他们
在杜郎口中学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杜郎
口精神”。

“杜郎口”是如何从中学“移植”到小
学的？杜郎口小学的学生又为何会如此优
秀？在 5 月 16 日下午的“主题微报告”中，
杜郎口小学校长邵学忠讲解了“一所小学
的课改路径”。他将学校从理念推动，到改
革机制，再到打造课堂、建设文化中的每
一个行动、每一个细节，抽丝剥茧般地呈
现在与会者面前。杜郎口小学名誉校长杨
世臣与大家分享了“童心悦读”的经验。

“杜郎口”的成功离不开崔其升，他向
与会者讲述了自己在小学阶段推动高效
课堂改革的原因，以及“小学课改的突破
与创新”。 他认为，校长不能脱离课堂，要
不断实践、不断创新，而教师也要关注学
情、研究课堂，把学生的事情当作自己的
事情。在报告最后阶段，崔其升动情地说：
“教育要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基， 只盯着
成绩的人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 ”

“杜郎口”的背后，是一种精神力量在
支撑， 有专家将其称为 “杜郎口精神”或
“崔其升精神”。 他们认为，这种精神就是
新课改的精神———新课改是一种信念，更
是一名教育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专家报告让与会者受益匪浅，而“角

色互换教研体验”环节则让许多与会者亲
自感受了杜郎口小学的课堂魅力。 “角色
互换”是杜郎口小学的教研创新，他们让
教师成为学生的“大组长”，“零距离”感受
学生的学习过程。 在体验活动中，6 名杜
郎口小学的教师依旧是组长，而他们的组
员则变成了随机选取的 30 名与会者。 体
验活动由杜郎口小学教师刘凯华主持，在
他的引领下，每个人都迸发出了激情与活
力，他们像孩子一样，抢着背诵、展示、评
价。 说起体验的感受，一名教师感慨：“在
这样的课堂中， 连成人都会被调动起来，
更何况孩子呢！ ”

如果将参观课堂和表演比作参会者
的独学、群学，将主题报告比作探究，将体
验活动比作展示和检测，那么，研讨沙龙
则是知识迁移与提升。 研讨沙龙由崔其
升、李炳亭和中国教师报特聘课改专家于
春祥“坐诊”，回答参会者的提问。 他们时
而真诚，时而尖锐，时而风趣，将整个活动
推向了高潮。“好校长成就好学校”、“学校必
须尊重教师”、“教师真正的精神成长是胸
襟、格局和境界”、“固守传统教学模式是对
教育的不负责”、“我们愿全力以赴推动教
育改革”……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赢得
了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研讨沙龙也在他们
的依依不舍中告一段落。

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发起校之一的
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董事长张雷最后
受邀发言，他认为，“杜郎口”的课改体现
了教育人的“精神海拔”。

一天半的会议，虽然短暂，却很充实。
河北省曲周县实验小学校长张英军说 ：
“这所学校太让我感动了，我为‘杜郎口’
找到破解儿童成长的密码而高兴。 ”河北
省巨鹿县育红实验学校教师刘顺平说 ：
“原来改变的是技能 ， 这次改变的是思
想！ ”河南省新密市超化镇一小校长周晓
峰感慨：“这不只是一场联谊会，也不只是
一场研讨会，而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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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子

读了 《中国教师
报 》第 521 期 《扣好学
前教育这第一粒扣子》
一文，吸引我的不仅是
这个题目，还有贵州省
发展学前教育的创新
实践。

入园难 、入园贵 、学前教育 “小学
化”……一系列问题把学前教育推向了
教育的风口浪尖，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
学前教育， 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综观贵州省的做法，不论哪一点都直指
学前教育的短板 ， 直戳学前教育的软
肋。 如何改变这些问题，贵州省给了我
们有益的启示。

一是政府投入到位。 必须把园所建
设与改造作为工作重点 ，真规划 、真投
资、真建设，切实让孩子在家门口不仅
有园上，更能上好园。 严格要求各级政
府切实保证学前教育投入，确保园所建
设资金。 二是专业师资配备到位。 拥有
专业的师资，才是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动力与源泉。 三是均衡发展的机制保
障到位。 学前教育的不均衡特别明显，
借鉴贵州的集团化办园经验，推动园所
优质发展， 同时强化习惯养成教育，根
治“小学化”，让每个孩子 “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教育局 吴其林）

编者回应：学前教育问题一度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一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从资源配置方面对学
前教育加大了投入和倾斜力度，使我国
学前教育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贵州
省通过为儿童人生第一步营造一个良
好的环境，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用心
认识儿童、呵护儿童。“去小学化”规定
的出台，更是以人为本，真正走向成全
人、尊重人的教育。他们在学前教育方
面的创新实践，为其他省市提供了借鉴
的经验。

怎样把课堂还给学生
读了《中国教师报》第 520 期《请将

课堂还给学生》一文，受益匪浅。
课改中，我们必须摒弃陈旧的教学

方法，创新研究适合现在学生的学习方
法。 教师要大胆放权，但是，放权并不是
没权。 教师是学生出现混乱局面时的指
挥官、是学生迷路时的指南针。 这是对
教师的考验。 所以，教师要拥有更为广
博的知识，认真备好每一节课 ，备好每
一个学生。

还给学生的课堂，一定会出现你意
想不到的课堂生成， 面对突发问题，教
师要具备驾驭的能力。 课改呼唤“把课
堂还给学生”，教师要有这种思想意识，
敢于创新、实践，做一个放权而又有权
的课改教师。

（黑龙江省宁安市兰岗学校 孙彩霞）

编者回应 ： 课堂不是教师的“战
场”，也不是知识的灌输场；学习是学生
自己的事，教师不能也不应该剥夺学生
自主学习的权利。课堂放权，是一种师
德，如何将学习、展示的权利交还学生，
让他们在新课堂中主动成长，才是新教
师应该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在这样自
由、开放的学习环境中，创造属于学生
自己的成长价值，也是体现教师职业价
值的另一种方式。期待更多的教师，在
课堂中大胆放手，给学生更多自由发展
的空间。

教师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读了《中国教师报》第 519 期《如何以

心理健康促精神成长》一文，深有同感。
各种教育规章制度严格规范着教

师行为，却不能约束家长的行为。 我们
希望正确审视教师的职责和权利，让教
师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享有批评教
育的权利，从而保障并维护教师教育学
生的合法权利。 并加强对家长的管理和
约束，营造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良好
风尚。

当前，学校教育的作用越来越被无
限地扩大。 一些生活中的怪现象，过分
夸大学校教育 、教师教书育人 、为人师
表的职责 ， 给教师造成无形的心理压
力。 为此，我们希望能通过多种方式，宣
传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在青少年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让家长们能正确看
待学校教育、看待教师，从而主动配合
学校， 主动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成
就孩子。

此外， 很多对教师的崇高赞誉，让
教师不得不掩盖和压抑自己的一些真
性情，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心理失调。 其
实，真正的教育是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统一。

（四川省广安市教育局 钟乐江）

编者回应：教师的心理健康直接影
响其职业发展的道路，而一所学校的好
坏，往往从教师的生命状态中就能感受
到。因此，办一所好学校，首先要从尊重
教师、发展教师、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
着手。学校在要求教师专业发展的同
时，也应给教师创设更为广阔的生活空
间，提供更为丰富的发展路径，既在精
神上给予引领，又在生活上提供帮助，
让教师在学校中享受到尊重和关爱，在
职业上获得发展和成就。

浙江省常山县教育局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优秀高中教师公告

根据教育发展的需要，常山县教育局以优厚的待遇向全国
诚聘高中各学科优秀骨干教师、应届高校毕业生若干名，详情
请登录浙江常山教育网（www.csedu.com.cn）察看。 即日起接受
网络和现场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 10日。联系人：龚老师、
王老师 ， 联系电话 ：0570-5022908、5016926， 电子邮箱 ：
rsk2661@163.com。

浙江省常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浙江省常山县教育局
2014 年 5 月 21 日

2014年教育蓝皮书指出，教育多元化格局初现，高考改革蓄势待发———

从“教育局办学”走向“教育家办学”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教育不仅仅是民生，还是基本的民
权。教育必须放权，最重要的是人权、事权
和财权要放开。 ”5 月 13 日，由 21 世纪教
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
办的“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研讨暨《中国教
育发展报告（2014）》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教
育是每个人的民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推
动真正的放权，推动教育真正的变革。 ”教
育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也是民间的
事，是每个人的事，只有每个人都积极参
与，教育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烽也
表示，教育综合改革，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推进。 “如果教育部门在推进， 其他部门
等，那很多改革就推不动了。 ”王烽说，“教
育改革不能等。 ”2014 年被称为中国教育
改革元年，如果什么都没做，民众会失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一些部门对教育
改革不仅不支持鼓励，反而在掣肘。 比如
某地方招聘教师像公务员考试一样，笔试
试题竟然占一半分值。

会上正式发布了 2014 年教育蓝皮
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与会
专家总结了 2013 年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
和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国深化教育改革
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展望了 2014

年中国教育发展形势。
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

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撰写的蓝皮书总报告
指出，2013 年，国家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和保障教育公平， 国家财政性教
育投入实现占 GDP4%的目标，教育对外
开放取得新的进展， 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和政府转型的教育改革起步， 教育多元
化和学习化社会的格局初现。 与此同时，
严重的应试教育、 学业负担过重等痼疾
仍未破解，教育腐败事件频发。 而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激活公众对于
教育改革的期望， 高考制度改革蓄势待
发， 有可能成为一场实质性教育改革的
重要突破。

2012 年 ， 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为 4.28%，如期完成教育规划纲
要提出的 4%的目标， 成为中国教育发展
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重点工作。东
部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如杭州和成都，
成为大面积消除小升初择校竞争的新典
型。 但中国教育整体而言发展并不平衡，
农村教育仍是短板，农村教育中最根本的
教师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随着大城市“异地高考”政策的启动，
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接受教育的年限将

与能否在本地参加高考挂钩。 在农村，大
量“留守儿童”集中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和
偏僻的小规模学校；尤其是农村的寄宿制
学校已经成为学校类型的主体，这不仅在
中国前所未有， 在世界各国也史无前例。
据“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研究课题
组”对湖北、江西等 6 省区的调研显示，农
村中小学生总体寄宿率达到 26.6%，留守
儿童比例高达 71.1%。 农村寄宿制学校普
遍存在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 办学条件
差、营养和健康状况差、教师编制不足、工
作压力大等突出问题。各地频频发生对女
童的校园性侵事件，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农
村留守儿童。

中外合作办大学在长期停滞之后重
新得以加速发展，低龄留学和留学生回国
潮持续高涨，同时私塾、书院、在家上学等
教育形式悄然兴起。当前各种书院已有近
千所，活跃于中国的在家上学群体规模约
为 1.8 万人。 中国教育社会组织近年来也
进入一个快速生长期，出现了一批发展较
稳定的教育公益机构。这些公益组织主要
关注领域是助学、支教、儿童阅读、留守儿
童和流动儿童。

该报告指出，我国将以高考改革为抓
手，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高考制度改
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高利害性和高风

险性。高等学校关注的是如何落实招生自
主权和科学选拔人才，家长关注的主要是
保障考试公平和教育公平；而站在全社会
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这一制度必须能够引
导和促进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保障亿万少
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

报告认为，高考改革之难，在于价值
和目标的冲突，有可能会陷入一种难以自
我超越的怪圈。 “由于担心道德环境影响
考试公平，重视高中学业成就和综合素质
的措施，往往难以推进。因而，不仅需要深
入的社会动员、 形成改革共识和合力，更
重要的是要通过保障公平的招生录取制
度建设，建立公众信心，从而推进考试和
评价制度改革。 这成为对教育主管部门、
高校和高中的重大考验。 ”

报告最后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 核心的改革精神是通过深化市场经济
改革，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增强社会活
力。这主要是通过改革政府治理，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实现的。 要
按照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目标，改变
政府包揽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通过
简政放权、“去行政化”改革，落实学校的办
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形成政府依
法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局面，从“教
育局办学”走向“教育家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