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妃醉酒”进校园
3 月 25 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三中学小学部戏曲兴趣小组的同

学在学习京剧《贵妃醉酒》。 该校邀请专业戏曲教师、齐鲁文化之星王玲玲
为学生上戏曲课，让孩子们感受中国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弘扬和传承中
华传统国粹艺术。 刘智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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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互联网+个性化教育发
展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黄浩） 3 月 26 日，由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专业委员会主办，三
好网承办的 2016 互联网+个性化教育发
展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全国
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本次论坛。 国家
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戴家干、 北京四中
校长刘长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胜泉，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 万泉小学校长景
小霞等专家围绕 “互联网+个性化教育”
发表主题演讲， 探讨互联网时代的 K12
个性化教育的发展趋势。 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 500 名高中校长与会。

刘长铭认为， 网络时代更有利于培
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更有利于学习者
采取专题探究式学习， 互联网技术凭借
丰富的信息可以引发学生的丰富联想和
想象，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不能替代学生
头脑中的联想和想象， 不能替代人与人
之间的真实交流。

会上， 三好网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何强发表了《三好网“互联网+个性化教
育 ”发展报告 》，同时发布了 “超级好学
宝”硬件产品，该产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
线上对线下教学场景的重构， 可以让学
生轻松实现在线学习。

两岸专家探讨 “立德树人”如
何在学校落地

本报讯 （记者 韩世文） 海峡两岸
教育人对 “立德树人” 有怎样不同的见
解？ “立德树人”在学校教育中如何落地
生根？ 日前，一场为期 3 天的“海峡两岸
传统文化教育论坛” 在山东省济南市天
桥区举办，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一
司原副司长郑增仪， 山东省海峡两岸传
统文化教育研究院院长董金裕等， 围绕
“回归教育本质”“立德树人”等热点话题
进行深入探讨，两岸名师还通过语文、数
学、体育等课堂教学示范，研究传统文化
在课堂的渗透。

对于活动中大陆名师展示的课堂教学
样态，董金裕建议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
应适当作出调整和改变， 尤其是要改变照
本宣科的知识传授，要拒绝“背多分”。

山东省海峡两岸传统文化教育研
究院理事长王建菲表示，在课程目标设
置上， 大陆更多关注课程内容本身，对
书本知识的研究更透彻；而台湾的教育
则倾向于教育训练，课时少、时间长，更
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人文情怀
的熏陶。

海内外数学教师共议数学课
程核心素养

本报讯 （记者 黄浩） 数学课程的
核心素养是什么？ 如何从学生的角度来
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3 月 25 日，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与《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联合主办的 21 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系列国际论坛（数学专场）在北京市第十
九中学举行， 来自加拿大数学教育培训
机构 Spirit of Math 教育集团的首席执
行官科姆·兰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一
鸣，北京教育学院副教授顿继安，北京大
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张思明等专家， 以及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学教师 200 余人参加
了论坛， 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数学课程培
养学生核心素养。

科姆·兰根介绍了北美中小学数学课
程实施情况，她认为，数学课程应该在学
生快乐学习和能力训练两者之间取得平
衡，数学课应培养学生简化定律和运算技
能、数学核心理论认知、应用题解决能力
和合作学习能力等四项基本素养，以此培
养学生的多维性思维能力。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张思明认
为，数学课不能简化为解题训练，数学教
育的目标是让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
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分析现实世界，用
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据悉，该系列论坛下一场 3 月 30 日
在南京市中华中学举行。

国际安徒生奖与经典阅读高
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3 月 26 日，
在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诞辰和 2016 年
国际儿童读书日到来前夕， 时代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北京举行 “国际安徒生奖与经典阅读
高峰论坛”。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原
中国版协副主席海飞， 中国作协儿童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张之路等诸多儿童文学
大家，以及丹麦、挪威等国驻华官员应邀
出席本次高峰论坛。

本次高峰论坛以 “国际安徒生奖大
奖书系”的引进与出版为缘起，以论坛为
形式， 旨在从出版的角度探讨如何推动
全球化语境下的经典阅读， 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

中国教师报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
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
通讯员。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投稿
邮箱：zgjsbxinwen@163.com）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在“学习共同体”深度学习
———北京市中关村一小师生对话教育学者佐藤学

□本报记者 刘 婷

3 月 21 日， 日本著名教育家佐藤学
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等
专家，齐聚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围绕
“构建学习共同体， 促进学生自主发展”
主题，进行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对话研讨。

研讨会伊始， 中关村一小教师洪丽
娟执教了一节六年级语文课 《长城赞》。
这节课上， 教师按照学生课前的质疑与
思考梳理提炼出 6 个研究主题， 由学生
自由结成 6 个小组进行探究性学习。 学
生们在小组中各自展开质疑解疑、 合作
探索，并分组展示了各小组的学习成果。

共同体学习是“交响的学习”

葵园研究院教师田春娣是教美术的，
她特别留意到，在洪丽娟的课堂上，有一
个学生一直在画长城。“我们追求的是为每
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我们允许学生
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教师应该怎
么给他们选择适合学习的方式呢？”她提出
疑问。

佐藤学先生用 “交响乐的学习”形
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之前教师
‘一对一’ 针对每一个学生培养他的个
性，可以称之为‘定制’。 但是定制是有
限度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只针对一个孩
子。 ”佐藤学说，“现在所提倡的共同体
学习 ，就像 ‘交响乐团 ’，每一个人都能
够在乐团中发挥作用，就像我们有不同
的乐器，但是这些乐器汇聚在一起才能
产生非常好听的声音。 ”

在佐藤学看来， 这种共同体学习不
是找出共性， 而是找出不同的个性以形
成共同体。

佐藤学还特别关注到课堂上的学习
小组都是 6 人一个小组的细节。 他认为，
共同体的学习需要每一个孩子成为学习

的主人公，6 人小组的合作人数有点多。
他介绍，6 人小组其实是受到 19 世纪三
四十年代苏联工业模式的影响。 他提倡
把小组的合作方式进行改进，“我提倡 4
人小组，我也推荐 4 人小组”。

项目式学习不能忘了学科特性

到底什么是学习？ 学习的概念怎么
解释？ 学习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佐藤学指出 ，“学习 ” 包含三种对
话：与客观事物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
己对话。

“我认为有了这三种对话才能形成
学习。 与教科书对话可以了解世界，与
同伴对话可以形成人际交往的关系，与
自己对话实际是在造就自己，正因为有
了这三种对话，才形成我们的学习。 所
以 ， 我认为学习应该是在教室中的对
话。 ”佐藤学说。

近年来， 许多学校都在进行项目式
学习、 探究性学习、 融合课程等教育试
验。 项目式学习、融合课程与学科特性该
如何有机结合？ 葵园研究院教师陈千举
提出了疑问。

佐藤学以洪丽娟的语文课为例解释
说，“今天的语文课是一种探究式、项目式
学习， 学生分成 6 个主题进行研究和学
习，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忘记这是一节语文

课，而不是一项综合学习活动，那应该怎
么办呢？ 我们要时不时地回到课文中，课
文中哪里写到了，你从哪里知道的，教师
要沿着这个内容带领学生学习。 ”

佐藤学还提醒教师注意， 在进行这
种项目式学习的同时， 还要保证学科教
学的基本质量。

“项目式学习有许多重要内容是发
生在课堂以前的，因此我们不能只从一
节课来判断学习的质量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更重要的学习，比
如孩子们怎样去收集材料，怎样去整理
资料……最重要的学习可能在前一部
分已经发生，我想这节课也是因为前期
有不同学科的教师参与进来，才造就了
这么优秀的课。 ”佐藤学说。

高质量学习在共同体中更有实现可能

“洪丽娟的课照顾了个体，不同的孩
子都有不同的参与程度。 ”曾天山在评课
中表示， 这让他看到中国学校发展的生
机勃勃。 但是他也指出， 这堂课虽然生
动，但缺少深度。

“深度学习是思维的框架，是为思维
而教，为智慧而教。我们的教学还缺少一个
环节，就是学会合作的环节。 ”曾天山说。

中关村一小校长刘畅对曾天山关于
深度学习的解读表示认可。 她认为，儿童

产生深度学习最基础的一点， 首先是儿
童对学习感兴趣， 第二是儿童有想动手
做的冲动。

“如何使这种深度学习在每天的常
态课堂里发生，关键在于教师。 这要求
教师具有学科专业性，尤其是必须具备
对儿童的认知 ，同时 ，教师不要仅仅拘
泥于教材，要上下连通，前后相连，左顾
右盼，使学习的权利真正落实到学生手
里。 ”刘畅说。

佐藤学对曾天山和刘畅的话题进行
了回应。 他认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
本， 深度学习都是未来学校发展中将要
面临的主要问题。

“怎样才能实现深度学习？ 每个人的
个体学习实现不了深度学习， 整堂课灌
输也实现不了深度学习， 只有共同体学
习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佐藤学说，在
日本， 一些不同层次的学校都在做学习
共同体建设，而且都很成功。 这种学习方
式最重要的是，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安
心地学习，让学生能够很大胆地说出“这
个我不懂”。

佐藤学还特别提到深度学习需要注
意的事情。 他说，现在的课堂，小手林立，
学生都想发言，都是“我想说，我想说”，
但是，如果不把“我想说”换成“我想听”，
可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探究。

“我们的合作学习应该是探究不会
的东西， 现在有一些课堂现场是一种发
表的竞争，展示的竞争。 如果合作学习必
须要有这种对话 ， 那就必须要重视倾
听。 ”佐藤学说。

佐藤学最后指出， 学习共同体在以
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影响力， 没有像
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教师想去了解， 是因
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和现在所提倡的学习
内容是相吻合的。 学习共同体和深度学
习，是开创未来教育改革的途径。

“当了一辈子校长，校长的心安了
一切皆顺，心对了一切就都对了。 做好
校长，就是要把心安顿好。 ”

“校长的使命，就是让学生喜欢学
校； 教师的使命， 就是让学生喜欢学
习。 ”

日前，在乌兰察布市中小学校长课
堂教学改革培训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集宁一中校长李一飞就“如何当
好校长”这一话题，与来自乌兰察布市
的 500 多名中小学校长、分管教学副校
长分享了自己的体会。

“校长的思想高度决定了学校的办
学高度，校长的行动脚步决定了学校的
前进速度，要通过培训校长，加快学校
的课改步伐。”培训启动仪式上，乌兰察
布市教育局局长李琮如是说。

乌兰察布市近年来一直大力推进
课改，2015 年被市 《政府工作报告》确
定为“全市课改年”。 从去年 3 月开始，
乌兰察布市与中国教师报正式牵手，开
启了市域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征程。全
市 29 所实验校作为先头部队，率先“下
水”实践。 一年来，大规模的课改集训、
高密度的进校诊断、分层次外出研修学
习，还有区域内频繁的交流互动、研讨
比拼，示范校紧抓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
点，带动了全市中小学各项工作水平和
办学品味的明显提高。

此次为期 4 天的集中培训在乌兰
察布市集宁一中举行， 是在过去一年

课改成果基础上的再升级， 内容涵盖
信念课程 、体验课程 、理论课程 、电影
课程 、观念课程 、实践课程 、知行课程
等。 培训形式既有专家讲座，又有分组
实践体验。

其中，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李炳
亭与中国教师报特聘专家、山东兖州一
中原校长杜金山详细介绍了高效课堂
的背景、理念、实践等。河南省洛阳市西
工区教体局党委书记、西下池小学校长
李艳丽从理念和实践两个方面，向校长
们阐述了如何为孩子提供“有准备的环
境”。 乌兰察布市教育局副调研员陈登
龙向校长们讲述了如何结合本校课改
现状有效实施高效课堂。

“这次培训让校长们亲身体验了高
效课堂的教学流程， 大家的热情被点
燃，学习很有激情。 ”一名学员说。

据介绍 ，2016 年乌兰察布市课堂
教学改革将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围绕课
改，全市将主抓 6 件“大事”：一是开展
市级示范校评比活动；二是推动课改校
星级评价；三是高效课堂试点校扩展到
50%以上； 四是实现全市人人过关课，
达标 85%以上；五是开展全市学校教师
课改表彰活动；六是建立不同层级和类
型的课改共同体。

李琮表示，“希望通过此次集训让
校长们能加深认识，相互碰撞，在体验
中逐渐形成新的办学规划和管理文化，
在实践中更好地推动课改”。

□本报记者 韩世文 梁颖宁

（上接 1 版）
陕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李贵安认

为，如果师范类院校的课堂不改革，培养出
的学生很难适应新课改的要求。“一些师范
类院校的理念还是比较传统的，课堂教学
模式是陈旧的，学生观摩实习的课堂也是
传统的，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的学生，恐怕
很难引领教育和教学的发展。 ”李贵安表
示，即使从就业的角度考虑，今天的师范教
育，也要主动向基础教育的课改校学习，尽
早让学生接受新理念、新方法，以便毕业后
更快地胜任基层学校的工作。

李贵安的说法受到陕西师范大学学
生的认可，在他们看来，观摩奥林匹克花
园学校， 可以让他们收获许多在学校里

难以学到的内容。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强调‘倾听’的重

要，这正击中传统教学法的短处———传统
意义中， 教师总是训练学生该如何表达，
却忽略了自己本应成为一个倾听者。 ”陕
西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王晶艳说。

“从传统课堂到自主课堂，是从知识
到能力、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不仅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破除了教师对学生
自主意识的扼杀。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硕
士张允亮这样解读自主课堂。

而在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倩
看来，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为自己提供了
更多的实习、成长机会。 “师范院校的课
程更重视理论学习， 但如何将理论运用

到实践，一直是我们比较困惑的地方。 ”
陈倩说，“我们在奥林匹克花园学校看到
了如何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亲身体验
了如何进行小组建设、如何编制导学案，
这些都是难得的财富。 ”

李贵安表示，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的
课改正在倒逼陕西师范大学的教学改
革，“我们应该培养观念创新、 方法创新
的师范生，让他们与新的教育理念对接，
也能与新的就业需求对接”。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程光旭则对奥林
匹克花园学校提出了殷切期望：“从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来看，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起到了突破和引领作
用，希望学校不局限于自身发展，还可以

与师范院校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用自身
的突破与实践， 推动师范院校的课改建
设，从而培养出更优秀的师范生，让课改
之路四通八达。 ”

如今， 奥林匹克花园学校的课改路
越走宽广， 吸引了大量学校前来观摩学
习。 李鸿表示，如果将区域影响力作为横
轴， 纵轴则是对师范类院校的影响，“一
横一纵交织在一起， 才能形成课改推进
的网络。 ”他希望奥林匹克花园学校成为
这个网络的“原点和突破口”，这也是一
所优质学校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是一条非同寻常的课改路， 有突
破、有创新、有坚守、有责任；而这条路，也
正是奥林匹克花园学校永不放弃的方向。

让校长成为课改中坚力量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继续全力推进课改

创出适合自己的课改模式奥林匹克
花园学校

学习共同体不是找出学生的共性，而是发掘学生不同的个

性，以形成独一无二的共同体，是“交响的学习”；

高质量的学习是共同学习，包含三个因素：相互倾听，有挑

战性，符合学科本质；

高质量学习在共同体学习中更有实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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