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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的念想开始，到实验区遍布全国各地，参与师生逾 200 万。 15 年来，新教育实验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波澜，令人
瞩目。 通过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新教育改变了许多教师的职业生涯和生命状态，进而改变了当地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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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参小”，乃“高参”
如何让高校和小学打破各自

“关门办学”格局互为“利用”？

2014年，北京市教委开启了一

场构建“大教育”的“破冰行动”。

《教师工作周刊》

好课堂的建设逻辑
每一位教师都在追求好课堂，

建设好课堂需要遵循什么样的

逻辑？本期“问道课堂”特别呈

现一位教育专家的思考。

《现代课堂周刊》

6 一个人与一群人
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是一个人

独行？还是一群人做伴？如何处

理好两者的关系？如何在群体中

既汲取能量又不失创新？

《教师成长周刊》

8 “班改”改什么 课改

深处是“班改”，教育只有处理好

班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才能真正

触及课改的任督二脉。然而，“班

改”应该改什么？怎么改？

《课改研究周刊》

10 育人模式需要整体
建构 学校育人不仅要从细

处创新，更需要顶层设计。如

何打破“碎片化”现象？考问

着校长智慧。

《教育家周刊》

12 14 以公平之心为 “择
校热”降温 “择校”就是择

资源，明确这一点后，区域教育

管理部门如何破解“择校热”，

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区域教育周刊》

改变教师，才能改变教育
———新教育实验的探梦之旅 □翟晋玉

新教育的“飓风”

“曾经以为，教室就是一首独奏曲，
我是演奏者，孩子们恭敬地聆听 ，被我
指导着演奏。 而我现在认为，教室是一
首交响乐，我和孩子们彼此独奏 ，也为
对方伴奏，孩子们因此学会演奏 ，而我
也得到了新的成长。 ”在不久前举行的
新教育缔造完美教室论坛上，57 岁的小
学教师郭明晓说。

郭明晓是四川省宜宾市的一位小学
教师，被新教育同仁称为“飓风大姐”。 本
打算退休后安享晚年的她没想到，自己的
人生因新教育而兴起一场“飓风”，来了一
个不可思议的 180 度“大转弯”。

7 年前，步入“知天命”之年的郭明
晓似乎已经达到了她职业生涯的顶峰。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她得到了许多令人
艳羡的职称和荣誉 ：中高级职称 、省政
府教学成果奖……

“有学生的崇拜，有领导的信任，我
完全可以凭借这些花环，轻松度过最后
5 年的教学时光。 ”郭明晓说。彼时，她在
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兼一个班的教学工
作，每周只有几节课。 每天上午教学，下
午处理教务，傍晚游泳，悠闲自在。

在当时的郭明晓看来，自己过的简直

是神仙般的日子，人生已接近完美，夫复
何求。

而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悠
闲自在的生活，其实是另一种职业倦怠。

这种平静悠闲的日子被一个偶然事
件彻底改变。 2008 年 11 月，郭明晓到成
都参加新教育举办的儿童阅读培训。 特
级教师常丽华展示的古诗课程 “在农历
的天空下”，几乎给了她“毁灭性打击”。

当全场听众一起朗诵诗歌时， 郭明
晓却因从未听闻这些诗歌而茫然无措。
就在那一刻， 她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学
识的贫乏。

这次难忘的经历让郭明晓 “由震撼
而猛然觉醒”。 从此，她“纵身一跃，跳进
了新教育”，开始了一次异彩纷呈的全新
旅程。

多年来，郭明晓尝试开展新教育理想
课堂实验，实施了晨诵课程、生命叙事剧
课程、传统节日课程等。 她带领孩子们晨
诵儿歌、儿童诗、古诗等近千首，阅读绘本
近 200 本， 排演大型生命叙事剧 6 部 14
台，和孩子们一起徜徉、流连于泰戈尔、狄
金森、纪伯伦等名家的精神世界……

郭明晓说， 在过去几十年的职业生
涯中，她对教育没有找到真正的感觉。 参
与新教育实验后，她才懂得什么是教育。

新教育的另一员干将， 河南省焦作
市教研室主任张硕果的经历与郭明晓有
些相似。 本已“功成名就”的他们，加入新
教育短短几年后，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 “这种变化是静悄悄的， 却震撼人
心。 ”张硕果说。

像郭明晓和张硕果这样的教师，在
新教育团队中还有许多。 对于许多中小
学教师来说，新教育就像一场飓风，扫除
了他们陈旧的教育观念， 改变了他们的
职业生涯，乃至整个生命状态。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中国教育学会
副会长朱永新将这些参与新教育实验的
一线教师称为“教育的觉醒者”：“因为觉
醒，而理性地燃烧着激情，孜孜以求地探
索，是这些教师共同的特点。 ”

“他们不一定是中国最优秀的教师，
甚至不一定是新教育实验学校中最优秀
的教师， 有些教师可能还有着明显的缺
点。 但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在路上。 ”
朱永新说。

唤醒教师，从阅读开始

曾经做过小学教师的美国儿童心理
学家哈伊姆·吉诺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惶恐的结论 ：

教学的成功与失败 ， 我是决定性的因
素 。 我个人采用的方式和每天的情绪
是造成学习气氛和情境的主因 。 身为
教师，我具有极大的力量 ，能够让孩子
们活得愉快或悲惨……”

根据自己的从教经验，吉诺特认为，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是最关键的因素，对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着决定性影响。

朱永新对此高度认同，“教师是一个
冒险的、甚至危险的职业，因为伟人和罪
人都有可能在他的手上形成。 ”

在朱永新看来，教育成败得失的关
键在于教师的专业素养。 也正因此，新
教育把教师的成长和专业发展作为教
育改革的逻辑起点。 “只有改变教师，才
能改变学生。 教师成长了，学生自然就
会成长。 ”

“理想总是美好的，但是如何让理想
落地生根，变为现实，关键在人。 尤其是在
教育技术和装备不断改善的今天，站在讲
台上的那个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张硕
果认为，长期以来，教师的重要性常常被
低估。 “一些教室开始沦为知识的交换地，
沦为考试机器的训练场。 因此，新教育实
验以教师的专业发展为起点，围绕着师生
的生命成长展开。 ”

教师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是阅
读。“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
史。”朱永新经常对教师如此强调阅读的
重要性。

因此，新教育主张教师要多读书，特
别是要多读经典，与过去的教育家对话。
他们认为，这是教师成长的基本条件，是
教师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成长从阅读开始。我知道要改变自
己，要不断成长，唯有阅读。 ”郭明晓说，
她的成长是从阅读开始的。

2009 年是最值得郭明晓骄傲的一
年。 那一年，她读了大量的儿歌和童话，
以及童话理论与心理学著作， 中断多年
的阅读生活续接起来。 “我希望用飓风一
般的威力， 扫除自己生命中所有陈旧的
东西，让自己不断学习，追求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 ”

对于新教育，郭明晓充满了感激。通
过阅读， 新教育不仅改变了她的职业状
态，更唤醒了她的生命激情。

张硕果对此亦深有共鸣，“教育其实
就是一种唤醒，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没有
被唤醒，这件事情是很难做下去的。 ”

对于“唤醒”这个词的含义，许多参加
新教育的教师都有自己的体验和理解。

“教育是相互的唤醒。 通过教师的
教，唤醒孩子心灵中的希望之火。 通过
孩子们的成长，唤醒教师心中的教育之
火。 通过孩子们之间相互的期望，他们
彼此共同成长。 ”参加论坛的长江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说，
“教育唤醒的不只是学生，我们所有人的
生命，我们这个社会的生命，都在教育的
世界里被唤醒了。 ”

在朱永新看来，新教育的这种唤醒
是一次新的复活。 “我们的创新并非为
了标新立异而创造， 新教育人一直说，
当某个旧的、 好的理念被人忘却时，我
们将它唤醒，甚至让它在我们生命中活
出来，这种复苏与传承 ，已经是生命的
一次更新。 ”

完美教室：指向幸福

最近几年，新教育开始致力于“缔造
完美教室”。

在张硕果看来，教室是教师最重要
的舞台，它检验着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
育智慧。

“我觉得一间完美教室，应该能够最
大限度地实现孩子生命成长的可能性。”
张硕果说，“我们新教育经常把一个孩子
比作一粒种子， 你说他是一朵花、 一棵
草、一棵树，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
能够成为最美的花，能够成为最绿的草，
能够成为最伟岸的树。 ”

（下转 2 版）

“名师大家公益讲堂”启动
袁贵仁： 推进教师志愿服务
制度化

本报讯（记者 黄浩） 6 月 16 日，全国教
师志愿服务联盟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动“名师
大家公益讲堂 ”活动并发出倡议 ，号召全国
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义务值守、 免费辅导、生
活帮扶等志愿活动，把新时期好老师的理想
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传递到
社会各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中国志愿服务
联合会会长刘淇出席启动仪式。 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
院院长许嘉璐作首场传统文化专题讲座。 教
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袁贵仁出席启动仪式并
讲话。

袁贵仁强调， 要按照广泛参与、 长期坚
持、注重实效的要求，大力推进教师志愿服务
制度化， 把弘扬志愿精神融入全面深化综合
改革、全面加强依法治教、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各方面。 一是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二是把满
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作为基本要求。 教师志
愿服务要融入社会生活、融入实际工作，从关
心爱护身边的学生做起。 三是把支持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作为重要使命。
要鼓励和支持城镇退休的特级教师、 高级教
师以及更多的大中小学优秀教师， 到老少边
穷岛等边远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支教讲学，
对口帮扶乡村教师。

启动仪式上， 全国教师志愿服务联盟还
向专家和教师志愿者代表颁发了特聘专家证
书及教师志愿服务工作证书。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出台后，多年前曾
经采访过的一位 60 多岁的老教师来电话，讲
得泣不成声。 做过代课教师、民办教师，在 3
个教学点、4 所村小任过教，经历重重努力，最
后在年过半百的时候成了公办教师……这位
奉献了一辈子的乡村教师，激动地大声说：这
个计划好，积德！

“积德”， 出自普通乡村教师之口的这个
词，比那些高屋建瓴、宏文巨著的评价更打动
人心。 我们常讲，教育是民生、是民心工程，是
因为教育背后蕴含的对人的精神世界、 物质
世界乃至命运的巨大影响， 教育先天是与德
行、仁爱联系在一起的。 政策往往是严肃的，
但细读《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很容易体会到
其中的良知、道德、责任，对底层的悲悯之心
和深切的关怀，这种精神的力量，是整个计划
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如果你曾经面对乡村教
师和孩子的困境落过泪，面对这样一份计划，
你也很难不激动、不落泪。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很“高”、很“大”：它
是国家最高决策、 覆盖所有乡村学校、 惠及
330 万教师……这个计划也很“低”、很“小”：
关注的是教育最底层、最薄弱、最困难之处，
细致到职称评定中的外语和论文要不要、流
动怎么动、城市退休教师到乡村支教……

深刻的关怀和悲悯、 很低很小的姿态，让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不仅是一项严肃的国家
政策，也充满了道德感召力，充满了亲切感。

仁者爱人，度人达己。 计划落实起来并不
轻松，政策实施起来会有繁文缛节、琐碎麻烦，
也许一样都不会少。 但如果置身其中每个环节
的人，能多一份人间情怀、多一份仁爱之心和
关切之意，相信计划落实起来会顺畅得多。

每当看到皓首白发的城市退休教师、风
华正茂的城市青年自发在乡村支教时， 我总
会探寻：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乐此不疲？ 精神的
力量！ 撇开别的行业不说，做教育的人包括做
教育行政决策的人， 身上具有的这种激情和
理想主义， 才是教育界推动教育变革的巨大
内在力量。

乡村教育需要温暖、 踏实而有尊严的未
来。 资金、政策、机制、荣誉……物质层面和精
神层面的双重倾斜，让《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不仅具有国家决策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 ，
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感染力。 青山绿水蓝天
下 ， 鲜艳的红旗在招
展，那是对所有胸怀教
育济民、济世理想者的
召唤。

一项国策的精神力量

6 月 14 日晚上，黄冈蕲春四中
教师汪金权因病逝世， 终年 52 岁。
我半夜闻此噩耗，万分悲痛。

2010 年， 汪金权被评为首届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我知悉他的
感人事迹后，对他初心不改、数十
年如一日扎根山区培养和救助贫
寒学子的精神非常敬佩，先后六次
作出批示，请有关单位以多种形式
组织学习、宣传倡导。期间，两次与
汪金权当面交流，听取意见，更深
切地感受到他的理想情怀和师德
风范。 2012 年 2 月，惊悉汪金权老
师积劳成疾身患癌症， 我甚为痛
心、十分牵挂，曾委托省教育厅和
黄冈市委负责同志前去看望，转达
慰问和关切。

汪金权自幼家贫，靠组织关怀、
乡邻资助完成学业。1987 年从华中
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 分配至黄
冈中学任教。 翌年， 他满怀感恩之
心， 主动申请回到落后的家乡中学
蕲春四中执教。 27 年如一日，汪金
权坚守贫困山区，伫立三尺讲台，专
注如一，教书育人，呕心沥血，任劳
任怨。 尤为可贵的是，他省吃俭用，
几乎把自己的所有工资都资助给了
200 多名贫困学生， 帮助他们完成
学业。乡邻们发自肺腑赞颂他为“大
别山师魂”。

回忆汪金权的点点滴滴，哀恸
之情始终萦怀。 现在，我最为遗憾
的是，在他治病、休息期间，我很想
去探望，却一直未能成行。 我没有

想到的是， 他会这么快就离开我
们，离开他深深眷恋、挚爱着的大
山里的讲台。心中约定，竟成永诀，
备添伤怀。

汪金权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风
范长存。 他为全省广大教师和各级
干部树立了榜样！我们要学习他淡
泊名利、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学
习他扎根山区、爱岗敬业的职业风
范；学习他默默燃烧、照亮他人的
红烛情怀；学习他爱校如家、克己
助人的“桥梁”精神。我们要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汪金权
的高尚品德和可贵精神在荆楚大
地发扬光大！

愿汪金权老师安息。
愿大别山师魂永存！

大别山师魂永存
□湖北省省委书记 李鸿忠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在阅读孩子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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