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入校也做成一门课程？听起来似乎
有些 “小题大做 ”，然而 ，这确实是山东省
潍坊广文中学的常态做法，而且一做就是
7 年 。 入校课程怎么实施 ？ 自 2007 年开
始 ，广文中学打破传统 ，开始构建独有特
色的 “三环节 ”式入校课程体系 ，他们利
用一至两周的时间，通过开展一系列生动
活泼 、寓教于乐 、多姿多彩的主题教育活
动，帮助新生顺利完成从小学到初中的过
渡。 入校课程的构建，也成为学校新课程
改革的一大亮点。

不容忽视的入校第一课

“开学综合征”，是令许多学校头疼的
问题，广文也不例外。 2006 年 9 月 1 日，是
广文中学重新整合成立后迎来第一批新生
的日子。 这一天，学校按照以往惯例举行了
一场全校师生参与的开学典礼。 典礼隆重
热烈而不乏内涵，但是校长赵桂霞发现，初
一座区的孩子们一个个神情茫然、 不知所
措，没有一点这个年龄应有的活力。 这个场
面让她心里一动：孩子们需要帮助！ 一个十
二三岁的孩子，离开了生活了 6 年的小学，
来到一个陌生的校园，他们没有朋友，不知
道将面临什么， 不了解如何度过 3 年的初
中生活，困惑、无助甚至焦虑。

怎样改变传统的形式， 把入校的过程
变成一个帮助孩子适应初中生活的过程
呢？ 带着这个困惑，赵桂霞反复调研，了解
孩子们这一阶段的特点和需求， 并组建一
个班子进行活动设计。 于是，2007 年 9 月，
广文中学第二批学生入校的时候， 学校针
对新生的开学典礼就变成了有课程目标、
有具体内容、全员参与的“入校课程”。

三大课程解开入校心结

广文中学的入校课程整体按照 “走进
学校—认知自我—规划未来” 的三环节层
递性主题教育思路， 设计了一系列形式活
泼的团体互动活动、 主题班会活动及专题
讲座活动， 同时也穿插传统的基本军事训
练活动及其他素质提升活动。

在“走进学校”中产生归属感

“走进学校 ”，包括 “认亲 ”、“认家 ”和
“走进中学门”入校仪式三个环节。

“认亲”，就是认识新老师、新同学。 采
取主题班会的形式， 第一天上午在教室由

各班主任组织。 学校提前组织班主任进行
活动培训，确立活动的基本达成目标、组织
形式和活动流程。 班主任、学科教师和学生
汇聚在一起， 以游戏互动等多种形式在快
乐中相互交流，相互认识，迅速凝聚为一个
新的集体：“刮大风”让学生动起来，放松紧
张心情,在这一游戏中，他们用一个小时就
喊出了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同舟共济”、
“共创组报”、“相互赞美”等游戏和活动，让
学生深刻理解了集体的含义， 增强了班级
和小组的凝聚力。

“认家 ”就是认识新学校 ，熟悉新环
境。 既有组织新生参观校园，参观校史馆，
了解校园内功能建筑的整体布局，了解学
校的内涵文化；还会安排“我爱我家”专题
讲座 ，每年邀请校长主讲 ，向学生介绍学
校的基本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知名校友，
介绍学校的办学理念 、师资队伍 、课堂课
程，以及学校的未来发展规划和美好前景
等，从而让学生树立“学校是我家，我爱我
家”的观念。

学生相互熟悉后的第二天， 就要进行
“走进中学门 ”入校仪式 ，包括 “走过中学
门 ”、“校长为班级授旗 ”、“感恩父母情 ”、
“新生拜师仪式”、“全体宣誓”等几个环节。
场面时而庄严， 令师生群情振奋； 时而深
情，让家长和孩子感动得相拥而泣。 在拜师
环节中，每个家长领着孩子走向教师，向教
师鞠躬致敬， 教师现场还礼并为学生颁发

记录 3 年成长生活的《成长护照》，让学生
切实感受到身份的转变和肩负的责任。

在“认知自我”中激发认同感

在“认知自我”环节，主要有“小学到初
中衔接教育”、“走进初中课堂”、“学校规则
我来定”等活动内容，目的是让学生认识到
新环境的改变， 鼓励他们采取措施适应新
生活。

从小学到初中， 课程的设置、 要求变
了，学习方法变了，班级管理方式变了，孩
子的生理和心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小学
到初中衔接教育”讲座通过理论联系实际，
引导新生要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学校规则我来定”这项活动更是吸引
了新生的积极参与，引起了强烈反响。 各班
内， 班主任让学生结合学校和自身实际畅
所欲言，哪些是学生应该做到的，哪些是不
应该做的，然后集结每个学生的意见，建立
起各自的小组规范和班级规范。 学校在此
基础上形成全体学生共同约定和遵守的学
校规范， 然后将规范以书面形式下发至各
班。 一位学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由我
们自己给自己定规则？ 当班主任今天在班
上宣布由我们自己制定校规、 班规、 组规
时，我们感到既欣喜又惊讶！ 习惯了机械遵
守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的我们， 这会儿竟
然自己当家做主了……”“至此， 我们终于
明白了学校的良苦用心： 我们自己绞尽脑

汁定出的规则，自然会自觉遵守！ ”

在“规划未来”中提升责任感

学会感恩、学会合作，做“有文明素养
的自我”和“有精神追求的自我”，这是学生
应对未来、 走向社会应当必备的素质。 在
“规划未来”主题模块中，学校集中设置了
这几方面的教育内容， 并在此基础上组织
“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制定切实的行动
计划”、“设计我的 40 岁名片”等主题活动。

“设计我的 40 岁名片”是深受学生欢迎
的一项实践活动，包括“创设情境”、“预想名
片”、“制作名片”、“交流名片”、“亮出名片”等
环节。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在结合自身兴趣、爱
好特长及潜质基础上深刻思考， 从现在开始
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规划自己的成功人生，
定位自己 40 岁时的形象。 然后每人发一张 7
寸大的名片纸，在正面设计自己 40 岁时的个
性化名片，在反面对设计内涵进行解读，并在
班内轮流发言，交流共享。学生在相互交流后
可以根据自己新的想法进行修改， 最后全部
展示在教室的墙壁上。

如此， 每一项主题教育活动都精心设
计，通过生活中的鲜活实例来阐明道理，让
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心灵受到洗礼。

从容面对初中生活

在总体设计以上三环节主题教育活动
基础上，广文中学每年还根据实际情况，适
度穿插安排一些旨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
培养生活技能的活动，如“卫生清扫比武”、
“内务整理比赛”、“课前演说 10 分钟”等活
动。 同时根据学生在入校课程各项活动中
的表现，设置多种奖项，如“军训标兵”、“演
讲小明星”、“文明之星”、“服务之星”、“纪
律标兵”等，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闪光点授
予相应称号，让每个学生受到奖励和鼓励。

入校课程的最后一天， 是 “班级风采展
示”活动，每个班级依次上台，尽情展示一周来
的喜悦和收获, 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展示中，既
当观众又做演员，班主任和学科教师也都加入
到展示行列中，以此拉近与学生间的距离。

新奇好玩的入校课程， 让新生迅速融
入新的集体，适应新的环境和变化，从容面
对初中生活， 同时让新生从一开始就养成
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 使学校及班级以
后的管理更加顺畅———这也是学校一直坚
持开展入校课程的初衷与动力所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广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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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教学
改革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导向和根本
任务。

立德树人是一
个完整的育人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又具

有普遍意义。 它超越了德育，但十分重视德
育，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德育是其重点，
还可视其为核心。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
立。 同样，课程、课堂无德，就不是真正的课
程、真正的课堂，更谈不上好课程、好课堂。
立德树人、 道德课堂是立德树人内在的应
有之义， 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然诉求；反之，没有道德课程、道德课堂的
真正建构，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是几
乎不可能的。

我曾经描述过道德课堂的基本要义，

以道德的方式展开，充满道德意义，让学生
在课堂里过有道德的生活。 这里绝不是以
道德代替一切，绝不是否定知识，相反，是
强调用道德的力量来支撑和优化课堂教
学， 用道德的方式来改进教学和引领学生
的素养全面提升。

最近关注叶圣陶先生的言论。叶老曾经
这么评价和判定课堂教学的性质和意义：所
有的课都应是政治课，所有的课堂都应是语
文课。他说的政治课，其实就是道德课，强调
所有教学都应有道德意义、 思想教育意义。
一如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所说：我不相信没
有教育的教学。 第斯多惠说过同样意思的
话：任何教学都充满着道德的价值。 在课程

改革深入的今天， 倘若我们缺乏这样的认
识，仍然以知识为本，以技能训练为主线，是
很说不过去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课
堂其实也违背教学的基本要义。

道德与智慧紧密相连。当我们谈论智慧
时，必定也在谈论道德，缺失道德的聪明只
是聪明而已，而非智慧。道德是智慧的灵魂，
因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才这么认为：我
们每一个人把希望系在灵魂上，那么灵魂应
当系在智慧之上。他的学生色诺徒更是直截
了当地说：美德即智慧。毋庸置疑，智慧教师
首先是道德教师。 因此，以往研究智慧课堂
如不关注道德， 其实也就偏离了智慧的灵
魂，完全有可能成为无魂、无根的课堂。

道德与幸福紧密相连。美国教育哲学
协会前任主席内尔·诺丁斯认为师生共同
追求幸福，让学生的当下和未来都是幸福
的 ， 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 。 但是何为幸
福 ，幸福从何而来 ？ 亚里士多德曾用 “德
性的实现活动 ”来定义幸福 ，可见 ，追求
幸福本身包含着道德意义 ，抑或说 ，幸福
的拥有应以道德的方式，亦应是道德展开
的过程 。 正因为此 ，幸福教育 、幸福课堂
同样要用道德的力量和方式来支撑。当下
一些幸福课堂对道德的忽略，往往会掉入
幸福相对主义的泥淖。 这同样十分危险。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用 “道
德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光源” 来强调道德的
重要。 既然如此，我们应当去寻找、去创造
课堂中这一光源，让其去照亮我们的课堂，
照亮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道德是教育的光源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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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让校园不再陌生
———山东省潍坊广文中学入校课程综述

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联系人：黄浩 联系电话：010-82296843

★课程叙事
学校的产品是课程，作为学校、教师拥有

较大自主权的校本课程，往往有着别样精彩。
在学校或者班级里， 你正在探索什么样的个
性课程， 在探索过程发生了什么触动心灵的
故事， 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思考？ 如果有所感
触，不妨写一写“我的课程实践”，同时，你还
可以用镜头记录某个活动瞬间， 一并发给我
们。 字数：2000 字左右。

★有味道的学校
你所在的学校，是否有独特的气质？ 它背

后承载的文化是什么？ 请以“学校文化”为主

题，阐述你对它的认识，或者介绍你所在学校的
文化特色。 字数：2000 字左右。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
新课改启动以来，你的学校是否在践行课改

精神的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课改成果？ 如果有，
不妨来稿介绍成果的内容。 字数：3500字左右。

★课改茶座
你对时下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有何思

考？新课改给你带来了哪些触动？如有思索，不
妨写成文字，可叙事，可评述，形式不限。字数：
1500 字左右。

★开学家长会
开学了，怎

样和家长开一
个有新意、有温
情、有内涵的家
长会，进一步加
强家校联系？如
何将家长会升
级成一门课程？
欢迎来稿分享
你的创意。

●
长
期
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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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近
期
征
稿
话
题

□ 王信宝

新学期已经来临， 对每一位班主任而
言， 引导新学生尽快适应环境成了他们的
一项重要工作。 在这个新时代，那些老套的
招数已经很难吸引新生的注意力， 班主任
不妨来点“新鲜的”———

为学生心理“扫雷”
新学期的开始往往是学生心理健康

问题爆发的 “高峰期”。 做好学生的心理
“扫雷 ”，解决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 ，是学
生以最佳精神状态应对新学期的前提和
保障。

新学期之初，面对纷至而来的学习任

务和紧张的学习生活，一时间学生会感到
难以适应， 松懈心理惯性般地依然存在。
他们对新学期或多或少地存有一些抵触
情绪，一旦得不到合理的宣泄与积极的疏
导 ，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成为一触即发
的“雷区”。 作为班主任，有必要利用主题
班会、个别谈心、假期作业展示、假期生活
感言、读书演讲、家校联系等活动，帮助学
生消除紧张、焦虑情绪，调整好心态，尽早
适应，更好地投融入新的学习环境当中。

开展“新文化运动”
“新”字当头，用心谋划，班里可以组织

开展一系列“新文化运动”，让学生耳目一
新， 点燃他们对新学期新环境新生活的激
情，例如：

新学期宣言：每生宣读，催生他们对新
学期学习生活的渴望以及人生理想的追
求。 会说话的墙壁：让教室的每一面墙壁会
说话，让会说话的墙壁都育人。 在生本理念
下， 为墙壁换张新面孔， 剔除应试教育的
“豪言壮语”，让人文的、民主的、平等的、和
谐的教室文化，温暖学生，感召学生，教化
学生。 温馨桌贴：贴在学生课桌的左上角，
写有学生的小档案、学生的座右铭、班主任
寄语等，每天学生对照桌贴，反省自己的所

作所为，获得前进的动力。

学学古人来“谏师”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极力提倡学生

“谏师”，他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尤其反对
束缚学生个性的教育模式， 主张师生之间
应以朋友之谊相待， 提倡学生对教师直言
相谏，教师应接纳学生的批评，这样可使师
生双方都能得到提高。 他说：“凡攻我之失
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使吾而是也因以明其是，吾而也，因得
以去其非，盖教学相也。 ”古圣先贤的“谏
师” 教育思想不正是我们当今素质教育所
倡导的教育理念吗？

新学期之初， 我们何不实行 “拿来主
义”，也学古人来“谏师”，一改新学期“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 的习惯做法， 反其道而行
之 ， 于全体学生中开展一次 “我心目中
的××（学科）老师”问卷活动，让每个学生
为理想中的各科任教师 “画像”———“我希
望我们的数学老师不再那么‘老板’，课上
多些笑容，有时来点儿 humor……”，“老师
能不能布置单词、对话抄写作业少点儿，课
堂上多留时间来操练？ ”，“文化课最好不要
挤占我们的音乐课， 我们大家又有谁不想
放松一下呀！ ”……

为学生心理 “扫雷 ”，开展 “新文化运
动”，学学古人来“谏师”，是新学期里班主
任应当唱响的班级管理“三部曲”。 曲调缓
缓，唱来容易，新学期里不妨一试！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望
重中学）

班主任迎新“三部曲”
□ 刘 永

课改笔记

把课堂还给学生
教学改革进行了几十年，一大

批专家纷纷涌现， 可令人疑惑的
是，我们的教学理念却越发让人雾
里看花，摸不着头脑。 花样翻新的
教学方法中，是教师身心疲惫的追
逐和无奈。 一摞摞获奖证书光芒的
背后， 是否有孩子们被花哨刺痛的
泪水？ 手眼身法步，面面俱到；声光
电图形， 五毒俱全。 一节课四十分
钟，要么教师手舞足蹈，学生齐声应
和；要么教师亢奋激昂，学生无所适
从。眼花缭乱之后，多少人曾想过各
种模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带来的种
种不利影响？

倘若， 教育不是为了孩子，我
们是为谁呢？

作为教师，我们不能再为自己
的“成就”而忽视学生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学习欲望、 思想延展
了———我们侵权了、越界了，为民
族计，我们得不偿失。

比如语文学科，其工具性和人
文性决定，过多的讲解带来的只是
负效应。

工具是解决问题的用具，告诉
学生它的名称、使用说明及作用即
可， 学生不必知道它的制作流程、
构架材料。 而现在的课堂上，教师
不厌其烦，对工具性的内容讲之又
讲，练之又练，结果竭而无功，事与
愿违。 教师言辞滔滔，学生却味同
嚼蜡。 殊不知，很多内容即使教师
不用讲解， 孩子也可以无师自通，
因何？唯手熟耳。熟能生巧，课堂如
果没有学生去亲自去操练并熟悉
的过程，教师讲太多也是徒然。

在我看来，语文更大的功用在于
它的人文性。语文课堂承载着育什么
人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一味灌输并不
能让学生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人
文意识，只有通过自己领悟、自己感
知，那些思想的结晶才能最终铭刻于
心，成为学生一生受用的法宝。

教师要尽量少说， 让学生多
说， 培养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教
师尽量少写，让学生多写，培养应
用能力；教师尽量少读，让学生多
读，在读书中自觉自育，完成思想
陶冶。

嚼过的馍，无论多么殷勤地塞
进学生的嘴里，效果都不会好。 我
们一节课只有四十分钟，捉襟见肘
的时间里，多费神思巧安排，理应
给学生更多的时间。

少闭门窗，多通风，空气会变
得清爽，心里会变得敞亮———教师
要少一些自我，多一些开放，要把
课堂还给学生。

其实，把课堂还给学生，就是
把平常心还给自己，就是把心灵的
轻松还给自己。

（河南省濮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孙俊杰）

新同学“走过中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