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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需要反复咀嚼方能读懂的学校，一群内心宁静却又富有激情的教育人，一个从“心”出发，进而构建自己的心文化、心教育、心生
态的区域……中国教师报曾用 16 个版报道西下池小学和西工区的教育实践经验。 “局长流动课堂”第一期，率先走进河南省洛阳市西工
区，通过解读一个普通区域不普通的教育改革实践，帮助广大教育人重新“认识儿童”。

上课铃响了，学生自觉进入教师开始上
课，但在一楼书架旁的电脑桌前，有一个小
男孩独自坐着， 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还
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

若有人想翻看学生作业本或与专心玩
耍的孩子说话，孩子会“没礼貌 ”地告诉对
方：不要动，请走开！

教师办公室里，学生往来自由，他们一
进办公室就扑到老师怀里大声地说：“老师，
我爱你。”而教师则将孩子搂紧，轻声地回应
他，“我也爱你”。

大课间时间 ， 学生在音乐的带领下 ，
自由自在地挥动胳膊 、扭动身体 ，并不像
别的学校那样整齐划一 ，甚至有点像 “群
魔乱舞”。

做操完毕， 所有学生盘腿坐在地上，伴
随着舒缓的音乐、轻声的引导 ，开始在 “冥
想”中放松身心。

……
当这些看似“反常”的行为出现在河南

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的时候，很多走
进学校的教育人，都会产生疑惑：为什么这
里的学生能如此“随便”，如此“不守规矩”，
为什么这里的教师对学生的“反常”表现“视
而不见”，甚至“刻意迎合”？

因为他们做的是“心教育”！
在以西下池小学为代表的西工区， 那些

基于儿童认知和成长规律构建的课堂文化、
课程文化、管理文化，甚至创设的区域整体的
教育生态，都彰显着“儿童”的立场。 如果读不
懂这种文化，便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儿童”。

伴随着 5 月 8 日中国教育样本区域联
席会暨局长流动课堂第一期在西工区的如
期举行， 全国 13 个样本区域的 200 余位局
长、校长、教师走进西工，通过“局长流动课
堂”，深入了解西工区“心文化、心教育、心生
态”的美与魅，思考区域推进教育改革的法
与理。

课改，从“认识儿童”开始

注重“实物配对”的小学课堂教学，基于
儿童兴趣的全课程开发，是西工区课改的典
型特色。 这个位于洛阳市城乡接合部的区
域，所辖学校全部都是小学，学生多数是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如何根据本区
域实际开展好小学教育，成为西工教育人一
直思考的问题。 他们从儿童出发，锁定课堂
和课程， 在不断深入认识儿童的过程中，逐
渐实现“从教中心到学中心，最后到教学合
一”的目标追求。

在活动首日，记者与部分教育管理者随
意走进了一间教室，白马小学教师郑玉霞正
带领学生学习《比例尺》。

“同学们，比例尺是日常生活中普遍使
用的一种计算工具，大家想一想，你的日常
生活中哪里会用到比例尺呢？ ”

“我手中拿的是一张世界地图，大家看
一下，它的比例尺在哪里，这个比例尺表示
什么意思？ ”

“哪位同学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比例尺
如何具体换算？ ”

……
整堂课，郑玉霞手里的世界地图，一会

儿由学生拿着，展示给全班学生，一会儿在
各个小组间流动，供学生观察测量，有的学
生还在自己带来的地球仪、 地图上描来画
去，课堂氛围积极而热烈。

这种“用实物形成认知”的课堂教学方
式，西工教育人称之为“概念为本 ，实物配
对”。 “以往教学中常用的是‘用概念解释概
念’，表面看是教学方式的问题，实质体现了
教师对儿童的科学认知问题。 ”一位与会者
感慨道。

如今，西工区的小学课堂，除了采用小
组合作的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为本，
实物配对”的教学方式中实现儿童兴趣的激

发、探究能力的提升。
不仅课堂教学改革，西工区全课程开发

也让与会者惊叹。
6-9 岁，儿童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有关生

活的常识和艺术的品质，开始把注意力从自
我的建构拉向外面的世界。 于是，在外国语
小学、第四实验小学等，他们将经典名画请
进教室， 引领学生进入多姿多彩的文化殿
堂，品味高雅的艺术精品。

9-12 岁，儿童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他们
的认知不再受环境的限制，而是能扩展到整
个宇宙。 这时，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
的课程选择。于是，在西工区的很多学校，记
者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课程：唐宫西路小学依
托车马坑博物馆开发的周文化研究课程、实
验小学成立的洛阳地域文化小导游社、凯旋
路小学开创的“两会两节”（课博会、学博会，
毕业节、凯旋节）、西下池小学“景观+解读”
的校本课程……

儿童的成长有其阶段性规律，不同阶段
做不同教育。 所以，西工区各个学校在系统
课程开发之外，还在小课程开发方面不断努
力。自然学科的天气、夜空、人体、昆虫、有壳
生物、哺乳动物；音乐学科的乐器、芭蕾、欣
赏；科学课的力学实验、光学实验、电磁学实
验； 甚至一些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作为小课程，渐渐走进了学生的生活。

“有一个宽泛的知识基础，学生才能更
快发现自己的兴趣，并决定将来在哪一个领
域内进行深度探索。他们的理想才会在这一
过程中自然产生。 ”从深谙教育心理学的西
工区教体局党组书记、西下池小学校长李艳
丽的话语中，我们似乎明白了，西工的课堂
和课程为何充满了“儿童味儿”。

阅读，让师生心灵“成长”

一位教师， 一个学期至少要读 3 本书，
涉及教育心理学、认知儿童和专业类。 很多
教师刚开始只是把读书当作一项任务来完
成，如今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有的教师一
学期能读 20 多本书。

一个学生，虽然学校没有强制性的阅读
规定，但在“抬眼即见书”的校园文化熏陶
下，一些学生已经离不开阅读。 一个学生悄
悄告诉记者，她上学期读了 50 本书。

阅读，对于一个人 、一个区域 、一个群
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3 年 6 月， 中国教师报重磅推出西
工区“心文化、心教育、新生态”的教育实践，
解读其从“认识儿童”出发，重新定义小学教
育的改革探索，不仅为学校管理者重新认识
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其他区域主
政者思考教育改革中外在和内在秩序的建
立，提供了方法与路径。

而他们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阅读。
李红梅，西工区教研室英语教研员。 示

范课上，她带领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在此
次“局长流动课堂”的“问计师生”环节，她积
极为参会区域领导、教师答疑解惑；当她成
为学员之一，进入教师体验式学习后，她又
毛遂自荐，参与组织与引领。 当记者与她交
流时， 她说：“我本是一位普通的英语教师，
是阅读让我变得自信，让我在读懂儿童的过
程中也读懂了自己。 ”

“教师通过阅读提升精神海拔 ，读懂
自己 、读懂人生 ，读懂儿童的身心成长规
律与认知发展规律 ；学生通过阅读 ，体会
爱 、自由与规则在建构个体化自我 ，形成
独立精神世界中的意义和价值 。 ”西工区
教体局局长冯建文说 ，用行政推动的手段
推动阅读， 刚开始教师们有抵触情绪 ，但
几年坚持下来 ，证明了阅读不仅对于师生
个人的心灵 “成长 ”大有裨益 ，对于教师 、
学生甚至社会理解教育改革 ，更是起到了
凝神聚魂的作用。

“腹有诗书气自华。 西工师生身上散发
着一种知性的自信，无论是在课堂上、在活
动中，还是在会场上、在座谈中，这种知性的
自信都让人心生敬意。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
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刘友谊如是说。

顶层设计，选择适合自己的

俗话说，鸡蛋从外部打破，最多成为一
盘美味佳肴，而从内部打破，则会成就一个
新生命。

区域教育改革也是如此。
在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为何

改、改什么已不是问题，如何改、如何改得更
好才是区域教育主政者思考最多的问题。然
而，囿于思想认识和方法路径的局限，一些
区域教育改革呈现出的更多的是点上的修
修补补、技术上的移植嫁接，以及方法上的
生搬硬套，因而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为区域教育发展注
入文化的“魂”，使教育改革的外在秩序与内
在秩序更好地结合？ 冯建文认为，区域教育
改革需要整体规划，成功的规划有两个关键
词：一是“适合”，二是“选择”。两个词合在一
起，意思是选择适合自己的。

适合西工区的改革路径，自然就是适合
西工师生的发展策略。

“西工区区域文化建设遵循的是‘盖房
子’理论。 ”西工区教育发展顾问、河南省新
安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夏书芳进一步解读
说，西工区遵循逆向思维原则，心中先有“大
厦”，即先要做好顶层设计、整体架构，再为
支撑区域文化大厦搭 5 根“支柱”，即环境文
化、教师文化、课程文化、课堂文化与学生文
化；最后，为保证每根柱子安稳如山，在每根
柱子下面放 5 块“基石 ”，即理念 、做法 、案
例、故事、成果。“只有每根柱子都坚固，每块
基石都稳定，才能保证大厦岿然耸立。”夏书
芳说道。

“西工区在‘心文化’的指引下，以‘心教
育’为抓手构建的区域‘心生态’，正是我们
理想中基于生命的、关注生命的、促进生命
成长与完善的和谐教育生态，这种教育生态
能使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体验到生
命价值、生活幸福与生存意义。”黑龙江省尚
志市教育局局长张元君表示，这种和谐教育
生态环境的营造，又会反过来“促进人的完
整成长，促进学校的科学发展，促进区域教
育的腾飞”。

或许，这才是真正基于儿童、以人为本
的区域教育的顶层设计。

“流动”，让实践更有价值

此次会议，除了西工教育给参会代表带
来的震撼与感动，“局长流动课堂”这种形式
本身也让参会代表感觉耳目一新。

“早就应该成立一个这样的平台，让志
同道合的教育人紧紧联合在一起，通过一个
个鲜活的真实案例，一起交流、探讨，刺激一
方教育主政者的神经，激发、唤醒他们对区
域教育内涵发展应当承担的责任意识 ，当
然，活动开展本身，也为他们提供一种可行
的方案和蓝本。 ”

诚如刘友谊所言，“局长流动课堂”从设
计到实施，我们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为不同区
域教育人分享改革经验、探讨改革策略提供
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在“流动”中发现典型，
在“流动”中寻找差距，在“流动”谋划发展。

当陕西省户县东关小学校长王军峰望
着西下池小学几百个孩子杂乱又自在的大
课间展示时，他眼中闪闪发亮，“整整 6 段音
乐， 每个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展示自己，
没有了整齐划一，却成就和遵循了孩子的个
性和内心，太值得借鉴了。”他兴奋地说：“心
动不如行动， 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局
长、校长通过流动课堂，积极投身到教育实
践，改变一方教育。 ”

这是山西省襄垣县教研室主任杨元军
第 3 次来到西工，来到西下池小学，他依然
感慨不已：“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从‘心文
化’到全课程的开发，在西工教育人心中，孩
子的分量越来越重了。 可惜时间太紧，我们
期待有更多机会和各地教育人进行更深入
的探讨。 ”

洛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韩经权全程参加
完活动后， 中肯地说道：“这是一个互相学
习、互相促进的活动，我希望来到这里的每
个人都能带走收获，留下问题。 ”

……
“流动”，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精神 。

“流动”的是场地，不动的是对好教育的不断
追求；“流动”的是经验，不动的是对好教育
的无限热爱。 我们期待，未来，更多区域、更
多教育人参与到“局长流动课堂”活动中来，
在“流动”中，找寻价值。

改革，从“心”出发
———“局长流动课堂”走进西工活动述评

□ 本报记者 郑骊君 韩世文

特别策划·局长流动课堂（西工站）

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英国：推行“抽签式”学区
分配

□ 李 洋 编译
英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通过

抽签的方式来为学生分配学区。
所谓“抽签”，就是随机抽取学生
的姓名，将其安排在特定的学区
上学。这种入学方式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某一名儿童很可能无
法进入离家最近的学校，而另一
名“千里之外”的儿童则拿到了
该校的入学通知书。一部分抽签
分配学区的地区，他们会依照能
力测验的结果对学生进行排名，
然后根据成绩排名划分不同的
水平段，最后再对不同水平段的
学生进行抽签式的分配。

尽管这种分配方式看似不
公平，但不少学校认为其他的入
学方式缺点更多，比如，就近入
学便带有明显的社会排他性。由
于好学校的数量有限，因此上述
种种困扰和不公都是无法避免
的。 从长远来看，唯一的解决办
法就是提高教育的整体标准。透
过各种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施行
多年的 “分数贬值 ”和 “降低标
准”策略已经让英国教育付出了
代价———英国当前在全球的各
项教育排名中名次不断下滑。

如今，英国民众迫切希望教
育部能够创建更多的学院和自
由学校，并提高各项测验和教学
标准。 在英国民众看来，这或许
是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享受到高
质量教育的唯一方式，同时这种
方式也可以保证英国学生不再
受到各种招生政策的影响。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链接·“课堂”观察

教学合一
当多数学校和区域还没有从教中心转

向学中心，或在学中心的生态重建中遇到新
的瓶颈时，西下池小学或者说整个西工区已
经走到了教学合一的实践和探索中，并且积
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一方面是因为她站在了整个人类教育智
慧的制高点，揭示并践行了教育的本质，即真
正做到了把“人学”作为教育的起点，而不是
像许许多多的学校仅仅把“以人为本”挂在墙
上。 另一个方面，西下池小学所选择的改革或
成长的路径，与众不同，她不是单纯地从教中
心、师中心走向学中心、生中心，而是走向了
教与学、师与生合一的轨道。 （张志博）

爱·自由·规则
看似反常规的举动与现象，才是西下池

小学最吸引人的地方———爱、自由、规则，让
师生成为自己。

关于爱，学生可以跟每位教师甚至是校
长撒娇；关于自由，学生可以不上课、不写作
业，甚至在课堂上吃东西；关于规则，玩秋千
时，学生会自觉荡 20 下后停下来；关于成为
自己，学生会自然、大方地反问或拒绝权威。

这些都是西下池小学故意为之，这种以
认同和陪伴， 实现生命的自我觉察与完善；
以规则与平等， 帮助生命更好地社会化，通
过构建生命的高价值感，让师生成为真正的
自己的教育，便是李艳丽倡导的“心教育”。

在这样的学校里，教学成绩常常是很多
人关心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李艳丽最不愿
意回答的问题。不是羞于回答，而是“因为孩
子们的成绩很好，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是健康的、 完整的，
相比较于成绩，这些更重要。 ” （刘亚文）

尊重儿童
为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西工区的每一

所学校都开设了各种社团； 学生制定校规、
班规，进行自主管理；公共区域的物品取放，
学生间也有自己的约定……锁定教育的根
本问题、呈现最自然的生命状态，是很多学
校都需要的。 那些关于人、关于儿童的问题
也需要重新解读。 否则，当我们走进西工区
的很多学校，看到与传统学校完全不同的教
育教学行为，就会产生困惑。

“要彻底了解儿童， 就要尊重儿童的想
法”，西工区以让生命进行创造、滋养生命、
创造生活为出发点，利用“心文化”构建教育
的“心生态”，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快乐
成长的自由王国。 （郭萌）

“流动”的价值
“局长流动课堂” 致力于搭建一个能说

话、有话说、能参考、利实施的交流平台，“流
动”的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 我们选取一个
区域，确定一个主题，无论是在课堂改革、课

程开发，还是校园文化、师资建设，抑或是区
域教育均衡发展……有行动、有策略，你敢

“亮剑”，我们就去“围观”。“局长流动课堂”
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也不
是做完报告再考察。 课程设计主题明确，通
过层层剥笋似地论证、问答、讨论，最终形成
一种内化的、有说服力的行动模式。 经验不
可照搬，但可以借鉴与分享；思想不能复制，
但可以碰撞和交流。

“局长流动课堂”活动中，无论是“问政
教育”还是“问路榜样”，我们既是在梳理、总
结、归纳一个区域的样本价值，也是在为一
方教育提供行动策略。

尤其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
那些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师生共同发展、
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和尝试，值得更多人
学习和借鉴。从发现到引领、从被动到主动，
不仅是为了改变身份，更是为了唤醒人们对
教育的信仰。 （孙和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