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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国培”当成事业
来做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

将“国培”当做提升乡村教育质

量的事业来做，不仅动脑，动

心，还实实在在动了情。

《教师工作周刊》

学案三问 学案应该

像一桌自助大餐，分层设计，

让不同学生根据自身情况，

各取所需。

《现代课堂周刊》

6 走出经验的囹圄 一个

人的成长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但经验总是有限的、个人的、静

止的、过去式的，往往又是偏狭

的。那，如何立于经验之上？

《教师成长周刊》

8 让阅读共振起来
单篇阅读如羽毛拂水，很难对学

生产生长远影响。湖北省仙桃市

八中的共振阅读，让学生建构全

面完整的语文思想体系。

《课改研究周刊》

10 教育公平是道义
的底线 教育公平在现阶

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还存

在哪些需要破解的问题？听

听专家学者怎么说。

《教育家周刊》

12 14 盐池：红色老区的
“绿色革命 ” 革命老区

选择的绿色革命为教育带来

了怎样的变化？本期走进宁

夏盐池县。

《区域教育周刊》

本报讯（记者 康丽） “我们不仅是学
习者，也是引领者，既要学习实现自身的成
长与突破，又要敢于担当帮扶薄弱学校校
长的成长，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
命。 ”4 月 21 日，“校长国培计划”———首期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学员代表、吉林省长春实验中学校长迟学
为这样表达自己从 “从做报告的专家”到
“听报告的学员”的感受。 作为最高层次的
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项目，首期名校长
领航班遴选了 64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名校

长进行为期 3 年的培养， 旨在培养造就一
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教育家型校长。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 他指出，培养教育家型校长，是贯彻
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基础教育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教育家办学的一
个重要举措。 名校长领航班是 “校长国培
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高端中的高端”，它将为一批立志
终身从教、教育理念新、专业能力强、风格

鲜明、发展潜力大的校长们创造条件，提供
平台，进一步提升校长们的教育理论素养
和创新实践能力，使他们的个人专长更加
凸显，特色风格更加鲜明，为他们成长成
为社会公认的人民教育家奠定基础。

刘利民强调，教育现代化最重要的是
人的现代化，人的观念现代化。 教育竞争
的关键所在就是教师和校长。要下大力气
转变校长和教师的观念，建立系统完整的
培训制度，引领、驱动校长和教师们不断
学习，努力成长，朝着教育家的方向迈进。

古今中外，虽然教育家成长的路径各不相
同， 但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
烈发展的意愿。 他们积极主动、持之以恒
地追求自我的发展，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
出教育的规律。 因此，作为管理者的校长
虽然工作繁忙，但必须要有学习和提高的
时间。

刘利民要求，作为最高端、最具引领性
的培训，名校长领航班要充分调研，明确学
员的需求，注重个性化和针对性，不仅使校
长个人的思想能力得到提升， 同时使他们

在更大的区域内乃至全国都发挥重要的引
领作用。

据了解， 教育部已为参训校长建立了
8 个集中培养基地， 配备了理论和实践双
导师。 与以往不同，此次培训将通过基地
引领研修、导师个性化指导、参训校长示范
提升等方式， 对参训校长进行有针对性的
培养。 参训校长除了学习外， 还要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通过建立名校长工作室、与薄
弱校校长结对帮扶、巡回讲学等多种形式，
带动其他学校校长研修提高。

“我 5 岁开始学剪纸，师从工艺美术
大师张凤琴 ，我喜欢剪纸 ，因为它

好玩又好看，是一门传统的民间艺术。 ”郝
云柯穿着正式的小西服，“煞有其事” 地开
起了自己的个人小讲座。

讲座像模像样，有 PPT、图片，童真有
趣，讲座的声音奶声奶气，语言并不流畅，
但一脸的自信，15 分钟的介绍中还穿插了
台上台下的互动， 你能相信这是一个一年
级才 6 岁的学生吗？

“让孩子站在学校的正中央。 ”清华大
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这样解释， 不管是
一年级的“奶娃娃”，还是六年级的 “小大
人”，都可以在学校的“水木秀场”开讲座、
做展示。 “说说我的中医爱好”、“介绍一下
我的玩具收藏”……连家长都羡慕起来了：
“孩子这么小就能开讲座，想都不敢想。 ”

“孩子都是天生的梦想家，而我们要做
的是，提供一个舞台。 ”窦桂梅说。

从“主题教学”到“课程整合”
以儿童的角度来思考教育

提供舞台， 才能让孩子站在学校的正
中央。

“水木秀场”是舞台，课堂更是学生发
展和成长的舞台。

但一次听课经历让窦桂梅深入思考，
什么样的课堂才是指向“人”的课堂？

第一节语文课，语文教师循循善诱，声
情并茂；第二节数学课，教师条理清楚、言
简意赅；接下来，课间操，英语课，体育课，
教师们无一例外地都给孩子们安排了各种
各样的学习任务。

孩子们无论高矮胖瘦、个性如何、差异
多大，都要完成统一的教学任务。

这样的教学，显然不是“因材施教”。
窦桂梅是语文特级教师，早在 20 余年

前就开始 “小学语文主题教学” 的教学探
索， 尝试将教材中单篇课文碎片化的教学
内容以主题加以统整，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整合课内外资源， 进而整体提升儿童的语
文素养，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种教学基于三个理念：语
文立人、整合思维、儿童立场。

这样的理念仅仅适合于语文吗？ 为什
么不能进一步延伸、迁移？

2011 年 9 月，当上清华附小校长没多
久的窦桂梅， 从主题教学实践探索中受到
启发， 开始了主题教学思想引领下的课程
构建。

“主题教学的核心思想———立人，就是
学校课程建设的核心理念。 主题教学的思
想方法———整合， 更是学校课程建设的根
本途径。 厘清了这个，才有助于学科融合，
才能把人的发展、 人的成长当作教育的根
本目的。 ”窦桂梅一再向记者重申。

如何做到“增效”不“增负”？ 清华附小
把课程整合作为攻关的硬骨头和关键词，
探索三条整合的路径：学科内渗透式整合、
跨学科融合式整合、超学科消弭式整合。

语文自然成了“课程整合”的排头兵。
学校使用的是北师大版教材 ， 整合

之后 ，教师们对教材进行了 “大刀阔斧 ”
的调整。

“把教材分为精读文和略读文，精读文
全面覆盖、精学精练。 略读文，学会生字新
词、体会文章大意，一般一个课时结束。”主
管语文教学的李春虹主任介绍说， 这样节
省出来的课时，引入人教版、苏教版等其他
版本的经典教材和大量课外读物。

整合后的课程内容，教师怎么教？学校
依据课程标准， 在对学情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制定并研发学科目标体系，编制出版了
每学年一册的 《小学语文质量目标指南》
（简称《指南》）。

“我们的《指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
材和教参，更不是教辅或练习册，它是课程
标准的细化、语文教材的深化、语文学科教
学内容的明确化、 语文学科认知体系的序
列化。 ”窦桂梅说。

记者翻开 《指南 》，看到与以往的教
参不同， 它的脉络非常清晰 ，“一手好汉
字”、“一副好口才”、“一篇好文章” 是质
量目标 ，“一手好汉字 ”又细化为 “正确 、
规范 、美观 ”； “一副好口才 ”细化为 “倾
听 、表达 、应对 ”；“一篇好文章 ”分为 “读
懂一篇好文章”和“能写一篇好文章 ”，前
者细化为 “理解 、统整 、评鉴 ”，后者细化
为“积累、表达、运用”。 这些目标，又细化
到小学六年 12 个学期的语文各学期 ，并
给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 、资源包 ，以及完
善的配套考试评价样本等。

“各种关于课标的解读本很厚，但我们
在尽力‘变薄’。 ”副校长王玲湘告诉记者，
“别小看了这本《指南》，它可是教师教课、
上课、评课最有力的支架。 ”

学生怎么学？ 学校研制出使质量目标落
地的课堂操作体系 《小学语文乐学手册》（简
称《手册》），打通课前、课中、课后的通道。 每
一篇精读课文都有 “乐学单”， 分为预学、共
学、延学三个板块。 有了它，用学生家长的话
讲：“孩子们，乐了，学了，乐在学中。 ”

学科内有了整合，学科间也开始整合。
语文与英语、音乐与美术、数学与科学……
看似各不相同的学科， 因为有着内隐的统

一的主题、问题、概念，而走到了一起。
数学教师王丽星执教的一节汇报课

《蝉与质数》，就是数学与科学的整合课：南
美洲有一种蝉，每 13 年、17 年都会集体冒
出一次。因为 13 和 17 都是质数，在此时冲
出地面可以更好地避开天敌。

“质数本来不好理解，但用这个例子，孩
子们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 ”王丽星说，
“不在数学的小圈子里周旋， 从生活中来，与
生活整合重塑课堂，反而效果是出奇的好。 ”

的确如此，由蝉引发的知识点是“爆炸
式”的，孩子们学会了观察表格，看到了分
界线， 明白了函数对称， 还了解了什么是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以前我们按教材教 ，现在从学生的
角度来思考 ， 打通了单元界限 、 学科边
界，这样的课堂真正让学生有内驱力 。 ”
王丽星说。

美术教师聂焱就是这么干的 。 整整
一个月，他的美术课不是在教室里 ，而是
在清华大学里 。 这位年轻的帅小伙儿带
着孩子们在大学校园里 ，观察每一棵树 、
每一个枝芽，让孩子们用石头作画 ，表达
出“悲伤”、“快乐”“疯狂”等不同的表情。
他们不仅写生，也写下了作文 ，写下了一
段生命记录。

除了学科内的整合、跨学科的整合，超
学科的整合，更让学习跨出了课堂、教室的
限制，直接走向了大千世界。

不仅如此，学校还找到了“戏剧”这一

超学科消弭式整合的有效形式。借助戏剧，
每个学期，每个班级选择一个主题，编排校
园戏剧。 那一周，可谓是学校的“戏剧嘉年
华”，孩子们自己选择主题，编写剧本，制作
道具，排练节目，忙得不亦乐乎。

而这种忙碌当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忙碌
和快乐。 一台戏剧，融合了语文、音乐、体
育、舞蹈、美术、书法、数学、科学等多个学
科的知识， 各科教师都围绕孩子排演的需
要，随时候命，提供指导。

演自己的戏 ， 看别人的戏 ，“戏剧成
为儿童的第二重生活”。 它不仅让学生增
长了知识，还领悟了真善美 ，提高了语言
表达 、艺术审美 、实践创新等综合能力 。
这不是一举多得？

从“教师中心”到“学生视角”
一个卓越的“学习共同体”诞生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办学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这也是“课程整合”的最终价值取向
在窦桂梅的思考中， 儿童发展核心素

养的概念愈发清晰。
几经讨论和研究， 特别是倾听了学生

和家长的意见之后， 清华附小制定了附小
学生五大发展核心素养：身心健康、成志于
学、天下情怀、审美雅趣、学会改变。这五种
素养涉及自我发展、文化修养、社会参与三
个维度，在孩子的身上表现出“健康、阳光、

乐学”的形象，从而完成学校“为聪慧与高
尚的人生奠基”的办学使命。

怎样完成确定的培养目标， 要靠课程
来实现，学校构建起独具特色的“1+X”课
程体系。

“1”，即优化整合的国家基础性课程。
“X”，即实现个性发展的特色化课程，从

两个维度分为学校个性课程和学生个性课
程。 学校开设 60 多门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
特色化课程。 但除此之外，还有学生自创的
各种个性课程，本文开头提到的学生的“水
木秀场”就是其中之一。 许多曾经在秀场上
一展身手的学生，比如讲《昆虫之谜》的李嘉
华、讲《疯狂的石头》的阳抒诚，都成了同学
们心中的榜样， 此外在学生自创课程中，学
校还为有特殊困难的学生提供种子课程、为
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一条龙”衔接课程。

课程整合之后，最突出的亮点是：体育
成为核心，阅读成为常态，创新与实践随处
可见。

孩子天生爱运动，学校提出了“每天体
育三个一”，即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一个
健身大课间和一次“晨练微课堂”，每个学
生一个体育自主选修项目， 这已经成为清
华附小课程整合的重要标识。

早上 7：15 至 7：40 是“晨练微课堂”时
间，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进行锻炼，
或踢足球，或打篮球，或练习轮滑……这样
的“自主选择性”同样体现在体育必修课和
选修课上。在体育必修课上，学生们打破班
级界线， 根据爱好， 组成新的班级进行学
习；在体育自主选修课上，学生们更是完全
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项目。

而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 足球成为每
个清华附小学生必修的特色课程。 因为足
球能够培育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顽强意
志、刚毅品质、团队精神和国际视野等。 为
此，在 2014 年巴西世界杯之后，清华附小
举行了自己的“世界杯”，40 个班级分别代
表不同国家参赛，男女共 80 支球队，人人
参与，精彩无比。 说起这些故事，教师和孩
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有动必有静。 有“晨练微课堂”，也有“晨
读微课堂”，清华附小学生“爱读书”是出了
名的。 “两座阅读的灯塔照耀儿童的人生”，
是学校经常提的一句话。 一处是远处的国学
经典，一处是近处的儿童经典作品。

四年级学生张涵玢，以前不喜欢国学，
觉得就是死记硬背。来到清华附小之后，教
师把国学经典与课文学习进行整合， 让她
重新爱上了国学。

为了让近处的儿童经典影响更多的孩
子， 清华附小的教师团队为每个年级研制
出 “清华附小推荐阅读书单”， 每学期 25
本，小学 6 年学生要读 300 本书。推荐的书
目覆盖了文学、科普、社科、艺术等各个领
域。 不仅如此，还有每周一节的“主题阅读
课”，这堂课上，教师带领儿童通过不同的
课型，与经典亲近。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窦
桂梅告诉记者。

（下转 2 版）

变革指向儿童核心素养
———记清华大学附属小学“1+X 课程”体系实践探索

□ 本报记者 康 丽 □ 房 涛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系列报道髵

学校书法室旁边有一道
校训墙，顽皮的孩子们经常顺
手在墙上涂抹。顺应孩子的天
性，学校把这道墙改为“山水
涂鸦”， 让孩子们在水墨山体
上任意挥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