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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教师在一起教研

营建局部课改新生态
地处河北省迁安市城区东南方向

15 公里的夷齐中学，在校生 531 人，教
师 48 人。 典型的乡镇初中 ，城乡二元
结构的差异， 无论在学校的硬件建设
还是师资、生源上都留下清晰的痕迹。
36 岁的宁伟校长在 2015 年前，像北方
路边的白杨树， 孤独又不失倔强地为
学校的发展左冲右突， 教学质量虽有
发展，但与城区兄弟学校相比，心里总
是苦滋滋的。

2015 年，由 3 所学校自发组建的联
盟，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掀起了
迁安市自下而上的探索之旅，从城市到
城郊再到乡村，3 所不同层级的学校，以
3 校联动的同课异构、集体研备、轮岗交
流等多种方式，让处在金字塔底端的宁
伟找到了方向与自信。

迁安市第三初中地处主城区 ，拥
有优秀的师资和生源 ，属于当地初中
校的翘楚 ，本可 “傲视群雄 ”的校长王
会 国 却 选 择 了 外 人 看 来 更 艰 难 的
路———让 3 所学 校 的 教 师 自 主 流 动
起来 ，打破故步自封的局面 ，在流动
中寻找自己的不足 。 王会国认为 ，“学
校应该一家独大 ， 还是抱团取暖 、相
互成全 ，走上新高度 ，这不是选择题 ，
而是一道是非题 ”。

“3 所学校能自发组成联盟，探索一
条城市、乡村共同发展的道路，是一个
区域教育的幸事。 ”迁安市教育局副局
长高绍文得知 3 所学校成立教育联盟
时兴奋地说。

扣庄中心校校长张彩立对课改
联盟更是情有独钟 ，在市区几个乡镇

里 ，扣庄的教学质量连年第一 。 如何
办一所有乡土特点的学校 ，张彩立从
没停止探索与思考 。 在扣庄中学活动
室的 3 层楼顶 ， 用绳子串联在一起 ，
等待风干形状各异的葫芦在风中摇
曳 ，原本普通农家的物件 ，在学校却
有了别样的 “命运 ”。 春种 、秋收 ，夏天
利用葫芦藤的枝枝蔓蔓搭建文化长
廊 ；风干 、甄选 ，在乡土课程里让学生
习画 、雕刻……一个个葫芦在丰富学
生学习生活的过程中 ，也有了更多的
意义和使命……这只是这所城乡接
合部的学校众多乡土课程的一种 。

英语复习课上，学生利用思维导图
梳理章节的知识点， 小组内有分工、有
合作，还能相互帮扶……夷齐中学的课
堂像一个巨大的场，深深地吸引着外校

教师，让人流连忘返。
城市、乡村、城乡接合部，3 所不同

校情、生情、师情的中学，牢牢地组合成
“铁三角”，以课改为抓手，发起迁安课
改自下而上的改革之旅。

一年的时间，3 所学校在各自的基
础上，走出一条区域学校抱团发展的生
动案例，并没有因为各种困难阻碍了各
校的发展，相反，每所学校都将自己的
优势无限放大。

今年，3 所学校的联盟扩充到 5 所，
在共同培养教师、外出学习、流动互助
等方面又有了新的规划……

一个草根的课改联盟却带动了越
来越多的学校加入， 在这个春天里，一
幅生动的课改画卷再次在迁安大地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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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域课改由行政推动变为学校的自主行动时，人们惯常思维下的区域课改显
然有了不一样的风采。河北省迁安市的3所学校自发组建课改联盟，正在探索不一
样的“区域课改”。

教育地理·河北迁安

□本报记者 金 锐 孙和保

抱团谋变
———河北省迁安市三校联盟课改纪实

手 记

一所优质学校、一所新建学校、一所乡
村学校， 看起来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发展共
同点。 但在 2014 年，这 3 所学校却自发结
成联盟，“抱团”发展，为了共同的教育理想
和追求，互助共进，探索出一条通过课改谋
求发展的新路。

因为课改所以结盟

“结盟”的 3 所学校各自情况不同，而
且课改出发点也不同。

扣庄初中建校已久， 如果单以考试成
绩而论，应该是一所很优秀的学校。但是校
长何海波却觉得，学生学习很吃力，更谈不
上快乐与享受，这不是他追求的理想教育，
改变教学方式势在必行。

迁安市第三初中建校较晚， 由多所学
校合并而成。立足学校长远发展，校长王会
国希望寻找一条适合学校、 适合学生的发
展之路。

夷齐中学由于地处乡村，师资、生源都
存在一定问题，学校基础设施、教学质量也
很难让人满意。“乡村学校也可以比城里学
校更优秀，这里的学生一样可以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这是校长宁伟的办学信念。

3 所学校的校长都认识到， 解决目前
学校的困境，一定要从课堂入手，改变课堂
教学模式，将课堂还给学生是重中之重。

课改从改变观念开始。 3 所学校都在
摸索中前进，他们邀请专家进校讲座，派出
教师外出学习， 购置课改方面的书籍和视
频资料……在这个过程中， 高效课堂教学
模式让学校感到震撼。 “学生自己推动课
堂流程，积极踊跃地展示、点评，课堂充满
了生机与活力， 这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课
堂状态。”何海波说。宁伟也认为，对于内向
的乡村学生而言， 高效课堂模式会让他们
“动起来，说起来”。

课改的方向找到了， 但道路依然是曲
折的。一所学校的力量太单薄，也受到各种
条件限制， 王会国就曾苦恼地说：“许多时
候只学到皮毛，‘克隆’ 到自己学校的课堂
总会出现‘排异’现象。 ”

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3 所立志课改的
学校走到一起，共同分享课改经验，在扣庄
中心校校长张彩立的推动下，“迁安三校课
改联盟”一拍即合，宣告成立。张彩立表示，
在联盟中，3 所学校可以将经验进行分享，
在相互碰撞中取长补短， 最终探寻到一条
符合学校发展的道路。

联盟成立后，常规的讲座学习、分享交
流自不必说， 更大的平台也让 3 所学校有
了更多的课改规划。

下辖夷齐中学的彭店子中心校校长
王建新介绍 ， 联盟成立了 “课改指导小
组 ”，重点研究各年级 、各学科实施高效
课堂的有效策略 ， 为 3 所学校推荐符合
各校实际的课改模式；开展小组建设 、导
学案编制等专项研讨 ； 定期举办校际交
流、共同教研、评课赛课等活动。 “与一般
的教师流动、划片教研不同 ，联盟更加注
重组织和协调，也更有针对性 。 ”张彩立
说 ， “我们经常会以专题的形式进行培
训、研讨、分享。 比如，课改初期怎样转变
教师思想、如何编制导学案 、如何开展小
组培训、展示应该怎样升级，等等。 ”

夷齐中学教师刘立华多次参加联盟组
织的活动。 他认为，3 所学校的教师聚在一
起，统一培训、共同教研对理念提升、技术
拔高有很大帮助。“原来在学校也有教研活
动，但一方面参加的人不多，另一方面大家
都很熟悉，很难碰撞出精彩的观点。 ”刘立
华说，“在联盟中， 不同风格的教师畅所欲
言，我们总能收获到意外的惊喜。 ”

教师杨静元也认为，原来“闷”在学校
里是闭门造车，现在各学校间相互走动，开
阔了眼界，提高了素质。 “我第一次参加联
盟活动时，要面对所有教师试讲一节课。那
时我发现， 面对陌生的教师与面对学生完
全不一样，我紧张得浑身哆嗦。但是经过多
次练习后，我进步了许多。 回到学校，对课
堂的调控能力更强了， 也更会与学生打交
道了。 ”杨静元笑着说。

第三初中教师刘红侠则表示， 联盟的
赛课活动对自己的帮助最大。她介绍说，每
个人会定期试讲公开课，先由组内推优，再
进行校级推优， 最后各学校的优质课会集

中到一所学校， 进行联盟间的赛课活动。
“观摩赛课时，能听到许多节优秀课，体验
各种课堂风格， 可以让自己的课堂教学更
加科学、更加细腻”。

课改联盟让学校之间有了更多的交
流， 这一点夷齐中学校长宁伟感触最深。
“我们是一所乡村学校， 如果不是结成联
盟， 很难有机会接触最新的教育理念和信
息。 ”宁伟说，“现在，我们经常与其他两所
学校进行教师交流， 让乡村教师体验城市
教育。 ”

谈到“迁安三校课改联盟”，迁安市教
育局副局长高绍文表示， 虽然联盟只有 3
所学校， 但他们有共同的方向、 理想和目
标，群策群力、相互帮扶，将资源整合共享，
完成了更高效的开发利用。 “联盟成立后，
曾经‘各自为战’‘小打小闹’的 3 所学校，
逐渐‘拧成一股绳’，在课改的道路上大步
前行”。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不同特点的 3 所学校， 自然也应该有
不同的课改风格。

王建新认为 ， 高效课堂的理念和模
式是相似的 ， 课改初期学习成熟学校的
经验是必需的 。 但是 ， 课改不能照搬经
验，“联盟的一大任务 ， 就是帮助学校在
共性中寻找个性 ， 只有适合的模式才是
最好的模式”。

扣庄中学的突出特点是课型丰富，在
传统课型的基础上， 学校还探索出新授展
示课、巩固展示课、单元复习课、试卷讲评
课、背诵展示课等不同课型。第三初中将理
念与实际结合、教研与教学结合，要求教师
在备课时，研究教材与学生、研究方法与策

略、研究教案与导学案。夷齐中学的课堂教
学模式则充满了本土气息———学校以模式
为根，深深植入本土文化；以实践为轴，精
心描点连线；以效果为本，营造课堂教学的
多面性。

各学校课堂模式的不同， 也带来了教
师教学风格的差异。联盟的同课异构活动，
帮助教师将教学风格相互碰撞、相互兼容。

夷齐中学语文教师车志艳对一次联盟
的同课异构活动记忆深刻。 当时，3 所学校
教师共同上古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
课。 车志艳从朗读切入教学，通过自由读、
重点读、pk 读等形式， 让学生在一遍遍阅
读中，加强对课文的理解。来自第三初中的
教师则以赏析为主，让学生分组讨论，展示
各组抽到的主题任务。 扣庄中学的授课教
师选择了几个重点问题， 引导学生深入剖
析与拓展。

对于这 3 种教学风格， 车志艳认为各
有所长：“我们学校的学生表达能力一般，
所以教学时会重点训练他们的朗读能力和
表达能力；第三初中让学生通过自学、讨论
掌握知识点，是扎实基础的做法；扣庄中学
的学生能力较强， 所以他们往往会尝试更
有深度和广度的问题。 ”

当然 ， 车志艳也直言不讳地说出几
节课的不足 ：“我的课过于注重朗读 ，缺
少对知识点和课文内容的深入探究 ，‘以
读带思’是正确的做法 ，不然课堂只能停
留在肤浅的表层；而以赏析为主的课堂 ，
有时会有杂乱和重复的现象 ， 也忽视了
对学生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 ”她
认为，只有不断交流才能不断进步 ，才能
从不同的教学风格中找到最适合教师也
最适合学生的那种。

正是基于尊重个性的理念， 联盟对学

校的特点不做强制性要求， 学校对教师的
教学风格也不做硬性规定。 王会国认为，
“在课改理念的引导下，让每所学校、每个
教师自由发展，这样才能百花齐放，形成更
多样、更适合的教育生态”。

“各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专门研
究一个或几个专题，形成自己的特色。 有
特色的教学才能更符合学生需求 ， 有特
色的课改才能长久坚持下去。 ”张彩立如
是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课改的受益者是学校，是教师，但归根
结底受益的还是学生。

扣庄中学教师李继斌说， 原来的课堂
一问一答， 只有尖子生能跟上教师的教学
进度，其他学生都昏昏欲睡。 课改以后，课
堂交给了学生，他们边展示边互动边生成，
每个人都有收获。 “课堂形式更多样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自然更高涨了”。

学生许莹证实了李继斌的说法， 她说
自己原来很胆小， 通过课堂上的交流和展
示，变得阳光起来。 “展示环节是我最喜欢
的，我与小组同伴一起，将通过自主学习和
互助学习掌握的知识展示给全班同学，非
常有成就感”。

同样对课改 “有话说 ”的还有学生刘
洋明、刘心田等。 刘洋明认为 ，自己的表
达能力、 组织能力都提高了许多 ，“原来
课上听老师讲就可以 ，现在交流 、展示 、
讨论等环节都需要不断地说 。 小组领到
任务后，也要科学合理地分工 ，这就需要
每个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 刘心田
用“乐观、自信、快乐”几个词概括了自己
课改后的状态，“原来的我不喜欢回答问
题，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 课改之后 ，我
最大的改变是心态，变得更包容 ，也更愿
意与同学交流了”。

课改以后，夷齐中学教师徐秀娥感受
到学生强大的创造力，“刚开始课改时，我
一直很担心，怕学生听不懂、学不会，后来
渐渐开始放手， 发现他们经常能想出比教
师更好的‘点子’”。 在一节思想品德课上，
原本是很枯燥的内容， 徐秀娥干脆放手让
学生主持课堂。这些“小老师”们不负所托，
将课堂学习变成“找名人、讲故事、说心里
话”的活动。一时间，居里夫人、霍金、林肯、
孔子纷纷登场， 学生从名人的言行中领悟
到课堂学习的关键，之后更是打开心门，诉
说自己的故事。 “原来学生很怕我，课改之
后，我与学生的关系更好了。他们经常会指
出我的错误，让我也大有收获。 ”徐秀娥笑
着说。

教师魏小利讲了一个故事， 她有一次
外出学习，请同事帮忙代课。同事进入班级
后，发现学生自学、对学、群学进行得井井

有条，教师干脆退到了幕后，完全成为观察
者的角色。 “代课教师告诉我，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非常强，这是她没想到，也是我没
想到的。”魏小利说，“如果不是这次外出学
习，我可能还不敢这样全面放手，也难以相
信学生的能力这么强。 ”

教师刘海平不仅在课堂上相信学生，
在课堂之外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我
有时会提前将导学案发给某个学生， 让他
参与到教研中，第二天给全班同学上课。 ”
刘海平说，“刚开始，学生有些放不开，但他
们很感兴趣，认真搜集资料、创设问题。 渐
渐地，他们的课堂表现越来越精彩。 ”

刘海平的“点子”对潜能生尤其有效。
原来有个不爱学习的学生，在领到“教研”
任务后，竟然全身心投入。 “他制作了精美
的多媒体课件，挖掘了许多知识点，课堂主
持效果非常好。 原来这个学生对班级的事
情毫不关心，通过主持，他越来越喜欢参加
班级活动，还多次找到我，希望再次得到主
持的机会。 ”刘海平说。

学生变得更加好学 、更加开朗 、更加
热情， 师生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 这些变
化 ，3 所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看在眼里 、喜
在心上。 但张彩立同时也表示，虽然成绩
可喜，但是问题也很多 。 “课改不是一蹴
而就的 ， 但只要每天有改变 、 每天有进
步，就非常可贵。 ”张彩立说，“课改应该
脚踏实地，从改变一个教师 、一个学生开
始。 一个人改变了，就会影响一群人 ；一
群人改变了，就会影响一所学校 ；一所学
校改变了，就会推动一个联盟 、一个区域
的改变。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力量
影响更多的人、更多所学校。 ”

迁安市教育局局长刘东友评价 “迁安
三校课改联盟”时说，这种学校联盟形式的
课改很有意义，他们的经验很值得注意，也
很值得推广。 “一般的区域课改是由上至
下、由外至内。 与此不同，‘三校课改联盟’
的课改是自发抱团，从自身出发，然后辐射
到整个区域。 ”刘东友表示，“乡村学校、城
市学校、优质学校、薄弱学校，每所学校的
情况不同，需求也不同。 如果‘三校课改联
盟’能做好，说明这种课改模式可以让不同
级别、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都获益。
这种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也是一个区域全
面推进课改的信心所在。 ”

如今 ，“迁安三校课改联盟 ” 的影响
力越来越大，又有两所学校申请加入 ，形
成了 “五校课改联盟 ”，还在探讨许多新
的发展思路。 可以预见 ，更多样的活动 、
更广泛的交流将会在联盟中出现 。 联盟
自主探索的推进课改新机制 ， 也将释放
出更大的能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愿这支课改的火
把，在燕赵大地之上，不断地传递下去、蔓
延开来。

□孙和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