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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那些年，那些事
□赵新芳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保华

乌兰察布：鲁豫“游学”悟课改

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必须推动
课程改革不断走向深度课改，必须推
动课堂变革不断走向深层变革，必须
推动学生学习不断走向深度学习。

首先，必须明确深度学习是让学
生有获得感的“学习”。 真正的学习，
应该发生在学习的主体———学生身
上 ， 让学生获得经验 ， 能够让学生
“习”，能够让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深度学习，应该是主动学习，抓
住事物“本质”的学习，并且能够学以
致用。 根据华南师大皇甫全教授的介
绍，学习的学术研究成果 “学习中心
与知识创造 ”认为 ，学习中的学生才
是真正的学生，学生学习的过程其实
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 因此，对“学
习主体”“学习对象”“学习方式 ”“学
习场所 ”的考察和研究 ，应该成为每
一个教师专业发展最核心的功课。 科
学的 “学习 ”，不仅包含经验的获得 ，
也包含经验的使用；不仅强调学习的
方式，也强调学习的动机。 教师只有
如此深入地研究和重新认识“学习”，
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学习观，才能
促进课堂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并最
终促进学生的高质量学习和可持续
发展。

其次，推进道德课堂建设是促进
学生深度学习 。 道德课堂 ，是 “合乎
道，至于德”的课堂，是充分体现学生
学习主体地位的课堂，是能够很好地
实现“三维教学目标”的课堂。 道德课
堂最终要实现质的飞跃：教师要变非
理性教学为理性教学，变体力劳动为
智力劳动 、智慧劳动 ，变知识课堂为
情感课堂，变“教本”为“学本”；学生要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苦学为乐
学，变单纯依赖教师为自主、合作、探
究。 最终形成：师亦生、生亦师，师生
相长；兵教兵，兵练兵，兵兵互动的课
堂生态，实现学生学习品质和精神品
质的共同提升。

深度课改，在于课堂学习模式的
变革 ；深度学习 ，在于学科思想的获
得， 在于与所学知识相关的生活经验
的获得，在于三维目标的达成。 那么，
能够达成（或趋向于达成）三维目标的
学习，才是具有获得感的学习，才是深
度学习。 至此可以说，道德课堂较好
地彰显了新课程的价值取向，较好地
体现了教育的 “知识 、技能 、品格 、文
化”四大元素。

因此 ， 教师要深度领会和体悟
道德课堂理念的精髓 ， 深入实践道
德课堂 ，通过学习小组 、学习流程 、
评价标准三大建设 ，重建教与学 、师
与生 、动机行为与结果三大关系 ，实
现低碳高效 、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促
进学生精神成长三大目标 ， 推动课
堂深层变革 ，走向深层教学 ，促进学
生深度学习。

第三 ， 推进创客教育是激发学
生深度学习 。 创客教育是世界各地
正在进行的技术和创意革命 。 幸运
的是 ，对于教育人而言 ，创客教育天
然地与儿童的天性和学习的力量高
度吻合 。 从微课 、慕课 、翻转课堂到
创客教育 ， 当代教育人见证了一场
新的教育革命 ， 这是人类社会的第
四次教育革命。

透过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和创客
教育，可以清晰地看到第四次教育革
命所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变
化 ，即基于班级授课制 ，以教师为中
心、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的知识传
授模式，逐步让位于基于广泛学习资
源，以学生为中心、问题为中心、活动
为中心的能力培养模式。 在扩展学生
学习空间、课程内容的同时，既改变着
学生的身份，也改变着学生获得新知
识、新技能的方式。 学生在“创中学”
时，逐渐从知识内容的学习者向知识
内容的传播者及创造者转变。 当学生
可以在搜索、选择和使用信息的基础
上成为学习资源的创造者、建构者，成
为知识的物化者，学生才真正走上创
客之路，真正的学习才会发生，这才是
我们所期望的深度学习。

走进实验区

学习之变：
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

学习者一直在路上， 所以我们不放
弃在路上行走的时光， 更珍惜外出 “游
学”的机会。 前不久，由中国教师报组织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各旗县教育局分管局
长和 29 所课改试点校校长赴山东、河南
部分学校考察学习。在长途行进中，一辆
大巴上同行的 45 人 ， 也被分成 8 个小
组，进行了 4 个小时的小展示 、大展示 。
大家谈收获、谈感悟、谈决心，人人表态，
个个发言，大家争抢着、碰撞着 ，也欢笑
着、 思考着……这是一段让人留恋的鲁
豫“游学”旅程，也是课改人学习不辍的
自然呈现。

乌兰察布市自 2015 年初启动区域课
改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课改的研究和学
习。 此次组织管理者进行为期一周的外
出“游学”，时间虽短，但日程紧凑，参与者
纷纷表示收获颇多， 不仅拓宽了视野，提
升了办学思想， 明确了学校未来发展方
向，还学到了许多新理念 、新思路 、新方
法、新措施，更加坚定了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的信念和推动教育综合改革的决心。

回看一周的“游学”经历，确实有许多
学校的课改经验值得再品味。

“游学”第一站，山东省潍坊市。 首先
冲击管理者头脑的是当地教育体制的多
元生态。 “271”教育集团由原潍坊市昌乐
二中创办，下辖 14 所学校，分布在不同省
域。 2012 年成立的峡山双语学校和潍坊
实验中学均发展成为热点，这让游学团许
多校长感叹； 民办教育在当地很受重视，
而乌兰察布或可尝试国有民办、民办公助
等形式发展教育。

在峡山双语学校和潍坊实验中学，课
堂教学改革、管理改革、课程改革三位一
体，课堂“破帖”后凸显“无环节”特色，学
校课堂与生活管理学生自主，课程整合从
同学科、同学段发展到不同学科、不同学
段的整合……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而课堂教学改革则是基础和核心。 只
有把课堂教学改革开展扎实，才可能自然
过渡到其它领域改革。 ”在赶往第二站的
途中，大家自发开启了头脑风暴，纷纷畅
谈学习感受，甚至开始谋划乌兰察布课改

的发展路径。
“游学”第二站，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

中学。 此前， 乌兰察布已有不少局长、校
长赴该校学习研修，而这次，游学团看到
了杜郎口中学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全景，对
杜郎口中学的课改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
考，其课堂始终在变，自主性、生成性、精
彩度、深刻性更高更强了。

学习期间， 杜郎口中学的领导和教
师代表将学校课改的“真经 ”倾囊相授 ，
这份真诚令游学团所有局长、 校长感动
不已，更令大家感慨的是，杜郎口中学今
天的课堂追求，已上升到“做人”的高度，
站到了学校教育的制高点。 不论是崔其
升们“做课堂就是做人”的追求 ，还是张
代英们 “从早晨睁眼到晚上 9 点半下自
习都没时间坐一坐， 感觉做工作累点是
幸福”的幸福观，亦或是徐利们自曝从课
改反对者到带头人的转变， 都诠释了杜
郎口中学的价值观和做人标准， 更体现
着学校教师对学生德行发展的引领。 这
或许就是崔其升所说的风气 、 正气 、士

气！ 游学的局长、校长深深地感到，杜郎
口中学的价值不在于自己一所学校的成
功， 而在于对全国千百所学校的引领和
示范。

“游学”第三站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
区。 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爱和自由”的追
求，让儿童始终站在学校中央 ；“校园环
境、课程环境、人文环境 ”三大建设颇有
成效， 生态校园亦成为特别的教育场 ，
书香始终萦绕学校……还有芳林路小
学和外国语小学 ，小巧精致 ，校园处处
体现育人价值。

“游学”结束返回的路上，局长、校长
们不时交流。 “这次培训安排周密细致，课
程设计内容丰富，非常接地气，参观的学
校各具典型意义。 ”他们认为，此行学习既
有现实参考意义，又具未来指导意义。 课
改试点校的校长们一致表示，返校后要同
全体教师交流学习情况，更加努力地搞好
课堂教学改革，振兴乌兰察市教育。

（作者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教育局课
改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陈登龙

又是一年高考时！今年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第40个年头。近40年来，因为高考，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也生发出无数故事。关于高
考，太多人有话说，特别是那些经历了1977年高考且因此改变命运的教育人。他们大多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如今已到退休年龄。这其中，就有赵
新芳。高考之际，他从1977年高考的一组数字和一张试卷说起，呈现关于高考的诸多思考。

又到高考季 。 作为一个因 1977 年
高考而改变身份 ，又始终从事教育工作
（其 中 有 34 年 直 接 参 与 市 级 高 考 管
理），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我来说 ，只要
一提起高考 ，仍然会有些激动 ，有许多
的话要说。

我对高考有很深的情结，总是习惯把
高考与一个人的人生作比，从呱呱落地，
到咿呀学语、蹒跚走步，由顽童、学子，到
而立、不惑。 其间，几多挚爱，几多怨恨，
几多心酸，几多希冀与期待……即便是为
人父母，也很难说得清、道得明，更不知从
哪里说起。

所幸的是，我手头有一本《邢台地区
教育史志资料》和一张《河北省 1977 年高
等学校招生语文试题》，不妨就从这张试
题卷和《史志资料》中的一组数字说起！

这张试题卷的特征是两个字———简
单， 而且简单到令现在的孩子想都想不
到。 1977 高考，试题和试卷是分开的，试
卷就是在白纸上直接答题，不用抄题。 试
题仅用一张纸印制，是用那种最薄的 16K
印刷纸双面铅印出来的，可见当年纸张的
缺乏和印刷技术的低层次，即便如此，也
是排除了许多困难才做到的。

再看那组数据 ，“1977 年 12 月全国
分省（市、自治区）组织大中专统一招生考
试。我区（邢台地区）有 889 名考生被大专
院校录取，为参加考试人数的 1/28。 其中
升入全国重点院校的 146 名； 有 2115 名
考生被录取到中等专业学校，为录取人数
的 1/30。 那一年，大专、中专同时考，不同
卷。半年后，1978 年招生，我区又有 14283
人报考大专，结果 1214 名考生被录取，为
报考人数的 1/12；有 69143 人报考中专，
其中 2396 人被录取，为 1/22。 1978 年另
有 273 名初中毕业生升入 ‘小中专’，有
12 人考取研究生”。

面对这张试题和这组数据 ，我感慨
颇多。

先说这组数据， 这不仅仅是一组冰

冷的数字， 背后是活生生的学校教育和
活生生的人， 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教育发
展现状和人才拥有量。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些数字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区域的教育
现状，而是全省乃至全国教育的缩影。以
1977 年高考为例 ，推算可知 ，当年参加
大专考试的 24800 多人， 参加中专考试
的 63400 多人，共计 88200 多人，当时整
个邢台地区总人口 480 万左右， 如果单
从人口比例和一个年度的考生来看 ，这
样的报考规模还是很大的。 因 1966 年停
止高考，所以有人把 1977 年高考称作 13
届考生的考场，因此出现了父母子女、夫
妇、师生、兄弟姊妹同考的景象 ，场面奇
特，蔚为壮观。这样的考场真的是前所未
有，世所罕见。 然而，如此庞大的人群参
加考试，录取比例却如此之低，不难看出
当年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小 、
水平低的状况 。 与 2015 年高考情况作
比，又可以看出近 40 年来我国学校教育
发生的重大变化。 2015 年，邢台市参加
高考人数为 32579 人， 其中被本科一批
录取的达 3968 人，占比 12.7%；本科二批
以上录取的 10664 人，占比 34.14%；本科
三批录取 19197 人，占比 61.44%。加上高
职高专录取人数，占比在 95%以上。

再说那张试题，不仅题量很小，内容
也很单一。 只有两类试题，即：语文知识试
题（40 分）和作文题（60 分），还有一个参考
题，不计分也不作为录取依据，仅供入学后
安排学习的参考。语文知识试题，仅有 6 道
大题和 4 道小题，其中拼音注音 3 道小题，
改错别字、病句 3 道小题，区分主谓语两道
小题，修辞方法运用两道小题，古文、诗词
翻译只有两道小题，即“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和“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
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还有
两道问答题，即“为什么我们的文艺必须为
工农兵服务？ ”和“《论‘打落水狗’》一文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实际，
简要说明文章的现实意义。”作文则是纯粹

的命题作文，二选一，即“我们将怎样度过
今后不平凡的 23 年”和“园丁赞歌———记
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

就是这么简单的试题 ，却难倒了当
年的无数考生 ，特别是那句引自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的古文 ，估计除了 “老
三届 ”考生之外 ，绝大多数考生都答不
上来，因为他们在语文学习中几乎没有
接触过古汉语。 但这些考生一看到作文
题就兴奋了，因为那时候在学校经常要
写大字报 ，写批判性文章 ，作文几乎是
每个人的强项。 我当年之所以能考上大
学 ，就是沾了语文分数高的光 ，而语文
分数中作文又是占绝对优势的 ，因为我
当年是民办教师 ，就教语文学科 ，还经
常在语文课上带领学生们写批判文章 ，
甚至帮助村里写大字报。

有人做过实验，让现在的初中毕业生
做 1977 年的高考试题， 结果 95%以上的
学生都能达到当时的录取分数线，也就是
说都能考上大学。

认真思考一下，按照现在的标准，除
了“老三届”之外，我们这些考生充其量也
就是初中毕业的水平，因为那时的学制是
小学 5 年，初中 2 年，高中 2 年，3 个学段
相加只有 9 年， 况且那时候上初中不出
村，上高中不出公社，而小学、初中教师几
乎都是本村的民办教师， 我就是其中之
一。 师资水平这么低，学校教育质量可想
而知。

为了做到录取公平，当时的“老三届”
与一般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老三
届”5 个学科平均每科分数要达到 70 多
分以上，而一般考生平均每科只要 56 分。
两类考生的知识基础到了大学就有了明
显的区别，“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学习很
轻松，而我们则很吃力。 即便如此，能在
1977 年和 1978 年考上大学的人还是十
分优秀的， 以至于毕业后成为社会各界
的主力和栋梁之才。

高考自恢复以来，走到今天一直伴随

着改革。 从高考形式说，一开始是大学中
专分卷分考，之后又合为一张卷，为了减
少考生人数，保证质量，降低成本，一度地
市区县还逐级进行预考。 上世纪 90 年代
后期，部分省份还增加了春季考试，但没
有持续下来。

从高考内容划分看， 由知识立意到
能力立意，由分学科到文理综合，即把历
史、地理、政治 、物理、化学、生物 6 个学
科合并为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 一直延
续到现在。 综合学科是能力立意的重要
体现，开始做得比较好，但后来因受到各
学科教师的质疑， 同时给中学教学带来
困难，综合也就基本回归了学科，变成了
融合各学科内容的 “拼盘 ”，而且还有分
值区别。

现在的高考，几乎成为整个基础教育
的“指挥棒”，在这个“指挥棒”的引领下，
应试教育也就应用而生。“一考定终身”和
“独木桥” 现象成为高考被人诟病的最大
弊端，与以人为本、个性化服务、科学发展
的社会主流不相适应。 几十年来，高考一
直在力图改革这些弊端，但都因过程公平
问题而受到制约，因为高考公平是个大问
题， 失去公平也就失去了高考的公信力，
高考也就无法生存。

所幸国家力主改革现有的高考招生
制度， 并且从顶层设计了改革的方向、目
标和路径。 从 2014 开始，又在浙江、上海
先行先试，已取得显著成果。截至目前，绝
大多数省份都推出了改革方案，虽然各具
个性，也有差别，但原则是一样的，即：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变“一次考
一条路”为“多次考多条路”，变“配餐”为
“点餐”，充分给予学生选择权。

这次高考改革与以往改革最大的区
别在于： 不仅要保证高考的过程公平，程
序公平， 还要最大限度地保证结果公平，
真正实现“努力让每个人人生都有出彩的
机会”。
（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主任督学）

合肥：法院里的普法课堂
6 月 2 日下午，在安徽省合肥

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一号大法庭 ，
一节特殊的法制教育课正在进
行。 蜀山区荷叶地街道司法所组
织辖区绿怡小学二 （4）班的小学
生， 通过旁听一起盗窃案庭审过
程，体验法官法袍，听法官介绍法
锤、法袍意义，参观法院院史陈列
室等形式， 增强了法制观念和法
律意识。 陈三虎/摄

图说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