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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他干工作有一种“拼命三

郎”的劲头。

同时肩挑班主任、年级组

长、理科支委、中层干部，外加

3个班的物理教学工作，这是

他在杭州学军中学任教时的

“巅峰状态”。平均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的他，舍得出力，

更舍得“出脑”。他是国家级

课题“弹性教育”改革的主要

探索、研究和实施者，曾推动

了学军中学的教育教学改革。

他有不服输、立潮头的

勇气。

在浙江省高中新课程和

新高考改革中，他带领杭四

中教师开发课程群，构建课

程体系，力推具有颠覆性变

革的必修课走班教学；掌舵

杭州十一中后，面对百年老

校的逐渐“边缘化”，他提出

的让核心素养率先落地的新

样态课堂改革，让教师们有

了突出重围，“杀出一条血

路”的魄力和勇气！

他是倪子元。

勇做课改“弄潮者”
“造就学校，成就教师，提

升学科！”这是倪子元对浙江

新课程、新高考改革的评价。

2013年，倪子元到杭四

中担任教学副校长时，恰逢浙

江省大刀阔斧地进行高中新

课程改革。“开那么多与高考

‘无关’的课程，会不会影响高

考成绩？”当时，有着这样想法

的不少学校谨慎观望。“我们

要力争改革红利！”认识清楚

了的倪子元带着杭四中的教

师勇做改革排头兵。

他们开发了“科技求真，

文化养正”特色课程群，构建

了养正课程体系，先后解决了

改革实践中遇到的“编班排课”“教师教学质量

评价”“学生学业水平评价”“工作量考核与绩效

工资配套”等几大难题。他还以“慕课”本土化

为载体，寻求与新课改相匹配的现代教育技术

革新，创造性地打造了全省领先、符合杭四中实

际的在线学习和制作平台。

2016年3月，倪子元受命来到百年老校杭

十一中。

到校没多久就遇到招生问题，“可以用‘形

势严峻’来形容，比前一年又‘退’了”。实际上，

由于城市发展、招生政策等原因，近十年来，这

所百年老校的生源质量在“慢慢往下掉”。

教师们的信心很受打击，甚至怀疑学校，怀

疑自己。在而后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倪子元

组织了一次大讨论。“我们要找到解决困境的路

径，要到课程改革中寻找机会，杀出一条路来。”

改革的希望令教师们的忧患意识和突围意愿空

前高涨，座谈会最后都不自觉地唱起了《黄河大

合唱》。

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正式

发布。“这是深化课程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倪

子元兴奋起来，“我们要让核心素养在杭十一

中的课堂上率先落地！”实际上，倪子元心里很

清楚，核心素养落地是所有课改中最难的环

节，“它直接影响课堂教学，带动课堂教学改

革，是块硬骨头”。

硬骨头也要啃。就在这一年，杭十一中的

“核心素养在教与学中渗透实施的实践研究”被

确定为杭州市规划立项课题。

以教师讲为主的传统课堂，如何转型为以

学生为中心，进而在课堂教与学中实现学科核

心素养的新样态课堂？这是目前都没有现成的

方法和路径的课堂改革。杭十一中的教师们凭

着一股劲开始摸索了。每个学科先出一堂展示

课。“这是小组共同合作、探究的成果，开课教师

更要做好课堂实录，在专家的帮助下分析自己

的课堂。”

从2016年9月至今，整整一年，12个教研

组的14位学科教师，每周都要一起听课、磨课；

每周，省市级教研员、高校专家到校点评展示

课、汇报课。今年5月，“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

课堂新样态”中期汇报展示活动在专家们的鼓

励和认可声中圆满结束。教师章冬萍的新样态

生物课更是得到了指导专家、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林新事的高度认可，“将生物学科核心素养中

的科学探究融入了课堂教学中，同时又注重学

生实验设计能力的培养，将生物学科核心素养

与高考能力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下转第2版）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文/摄

市学科带头人在上课，市优质课一

等奖获得者负责配班，市教坛新秀在一

旁录像……支教活动就这样有条不紊

地进行着。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

里，来自当地的130多位园长、骨干教师

被这支通力合作的团队吸引住了，看

着，听着，记着，拍摄着。

近日，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派出一支

22人组成的支教团，为莲都区送上7节

示范课和3个专题讲座。义乌市教育研

修院院长杨念锋介绍，这是根据《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四轮教

育对口支援工作的实施意见》，总结义

乌教师成长经验而打造的教、研、训“三

位一体”支教团。

“三位一体”式成长
今年3月起，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

研部5位初中教研员陆续上台跟一线教

师“斗课”，落实新的教学理念，拉近和

教师、学生的距离。5月，教研部11位

高中教研员组团到农村高中上课、办讲

座，组织全市高中相关学科新教师参与

听课、评课、说课。研训融合“三位一

体”，让教师们受益良多。

小学组负责人金姝娟是“三位一

体”理念的积极倡导者。“教师培训不是

单纯的看课、评课。做好‘研’，才能使

培训更有实效性。”在她的带领下，义乌

成立了小学语文教师学习共同体。教

师带着研究课题上课、听课、评课，逐渐

成长为集授课和研究于一体的复合型

教师。

参与本次送教活动的小学数学教

研员许忠平是“三位一体”模式的实践

者。5年多的教研员工作经历里，他不

断打磨自己。光今年上半年，许忠平组

织教师培训7次，上“下水课”4次，通过

4个讲座与500多人次分享了自己对小

学数学的思考。

就教、研、训的融合发展，义乌市教

育研修院提出让教研员深入课程、课题

和课堂，做“实证型”教研；聚焦核心素

养，开展课程体系设计、课堂有效教学、

教学科学评价的研究；着眼需求导向，

加强研训融通，服务教师专业发展。

“三位一体”式支教
根据义乌市与丽水市莲都区达成

的对口支援教育事业发展工作协议，义

乌市教育研修院承担着与丽水市莲都

区教育局教研室、教师进修学校对口支

援的工作。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总结义

乌教师成长经验，确立了“三位一体”打

包帮扶的策略。

本次派出的支教团，汇集了来自义

乌市各学校的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坛

新秀等教育教学骨干力量。而义乌市

教育研修院部门与学校、与名师工作室

无缝对接的工作常态，带来了“三位一

体”的高效运行。这次支教，从集结成

团到内容落实只花了半天的时间。

初中语文组是带着省级获奖课题

来的。组诗、组文阅读示范课和课题讲

座，让莲都教师对语文群组阅读有了新

认识。小学数学组，结合义乌两位教师

的教研课和自己的“下水课”，教研员许

忠平深入浅出地分享了“基于学情的小

学数学教学”的思考。幼儿园里，义乌

送教的科学课让孩子们惊呼“神奇”“好

玩”。下午的讲座，结合上午拍的教学

录像，特级教师阐述了对幼儿科学领域

实施策略探究的思考。这让莲都区的

教师们感叹“原来科学课可以这么上”。

这是2017年义乌市教育研修院对

口支援丽水市莲都区的第二次行动。

此前，双方开展了互派后备校长、园长

培训活动。此外，被列入对口支援合作

协议的还有每年召开一次结对互助见

面会，分享管理经验，共谋发展大计；开

展名师结对培养，校长定期互派挂职交

流；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提升两地教育

教学水平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杨念

锋看来，比支教更重要的是帮莲都区建

立教、研、训“三合一”的教师发展模

式。这，也是义乌市教育研修院教师们

的成长轨迹。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上巳节，我们一起放风筝，一起

去郊外踏青；端午节，我们一起赛龙

舟，包粽子；重阳节，我们去爬山登高，

吃松糕……”

看到这样的招生信息，心动吗？但

教师王建芳在给校本拓展型课程“周周

都过节”写“广告词”时还是“失算”了。

在学生们的主动干预下，这门课基本

“失控”。从最初设计的节日知识、民俗

活动，到学生自发的市场调查、市场“决

策”，王建芳开心得有点“张狂”。“拓展

型课程，让我们传承着文化，也流淌着

快乐。”

“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指导学生

自己找路走。”30多年前，上海市第一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在全国首次提出要“变

苦学为乐学”，愉快教育就此诞生。而随

着课程改革的深入，80后愉快教育在不

断探索、完善，从关键词“乐学”变成了

“爱学、乐学、自主学、创造性地学”。

传承、发展愉快教育也逐渐成了该

校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门“牛”课的开发路径
“不是说初一到十五，天天都是节

日吗？那其中到底还有哪些节日？”这

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曾让信心满满的王

建芳当场呆住。她决定“化被动为主

动”，热情地邀请学生们通过探究来解

决这个问题。

“很多感兴趣的问题刚刚产生就要

进入下一个节日了，这样很不过瘾呀！”

确实，刚刚过去的3个星期中，学生们研

究了端午的由来，还包了粽子，划了龙

舟……“一些诸如粽子的创新问题还没

研究透呢！”和学生们刚“过”完端午节

的王建芳也觉得不过瘾。

那些敢于挑战教师的是谁？他们

的名字叫“学情观察员”。这些被选举

出来“反映民意”的学生代表，会定期

“约谈”任课教师。谈话的内容有：同学

们学习的兴趣、热点和困惑，学习过程

中的感受与问题，甚至对教师授课方式

的喜好程度。

“这是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的开

发和创建中。”

王建芳开始动手改进“周周都过

节”课程的教学设计，围绕“节日由来”

“历史故事”“民俗活动”“诗词典故”“节

日布置”“节日食品”等，让学生自由选

择每一个专题感兴趣的内容学习。“欢

迎学生根据不同节日的特点，进一步拓

展丰富，确定探究学习内容。”

于是，有学生选择做市场调查员，

分析传统月饼销售不畅的原因，并对怎

样过好中秋节提出自己的创意。“孩子

们提交了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更勇敢地

将自己的建议寄给上海传统月饼生产

厂家杏花楼公司！”

让王建芳惊喜的不仅于此。

随着学生们对节日的兴趣日渐增

浓与探究的不断深入，“周周都过节”这

门课在“失控”后，从原计划的介绍中国

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的A版，拓展到了

囊括世界各国特色节日的B版，进而到

探索新兴主题日的C版。

那达慕与马背文化是什么关系？

民族服饰有哪些特点？啤酒节是近代

工业文明的结晶吗？……一个个观点、

一份份小报、一篇篇小论文，甚至那些

异想天开的新型节日策划，都让王建芳

和她的学生们收获了成长的喜悦。

分层、走班、体验的课程群
2004年，上海一师附小开始了拓展

型课程的探索和实践。他们的探索，一

开始就深深地熔铸着愉快教育的传统。

开发61门拓展型课程，选课前教师

通过海报、宣传画等推介自己开发的课

程，学校进行选课指导……在10多年后

的今天，这些已是很多学校深化课改后

的常态。

“落实体验学习是学习模式的创新

革命。”上海一师附小校长鲁慧茹认为，

该校拓展型课程的核心气质是“有选择

更有体验”。

选择有着愉快教育的烙印。

电脑编程课有3个层次，工艺制作

课和三模制作课有6个层次……在上海

一师附小，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

程，更可以选择某门课程自己能接受的

层次班。

一个学期、半个学期甚至一个月

后，只要学生觉得需要调整学习难度或

兴趣发生转移，都可以提出个人申请，

并在学校的测评和帮助下重新选择。

“真正实现‘我的课程我做主’。”鲁

慧茹介绍，学校的课程建设已成功实现

从“关注群体到关注个体”。上海一师

附小积极给有需要的学生“开小灶”，量

身定制甚至聘请外援，陆续推出多门

“一对一”或“一对几”的特需课程；开设

网络体验课堂，推出多门网络微课程、

短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体验有着愉快教育的烙印。

体验式学习令鲁慧茹充满自信，

“我们要培养勤于思考、敢于尝试、充满

好奇、喜欢畅想的学生”。在上海一师

附小，学生们可以通过话题讨论、演讲

评论、小品表演、模拟再现、主题探究、

实地调查或真实问题的解决等，找到充

满内动力的学习之路。

“小眼睛看经贸大世界”任课教师

沈慧丽没想到，在“小小商业”挑战赛

中，学生们的风范堪比营销专家。“长毛

绒玩具的国际营销方案中，就有小组设

计在圣诞前夕主推长毛绒熊猫玩具的

策略。”沈慧丽开心地介绍，学生们会将

不同大小的长毛绒熊猫玩具设置不同

的价格；会设计将产品打入沃尔玛的全

球采购网络，并和美国最大的玩具代理

商合作；会计划在媒体上推出玩具熊猫

的卡通形象，并向美国孩子征集名字，

奖品是免费中国游；会计算产品的销售

额、成本、毛利、纯利润……

愉快教育版拓展型课程的幕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愉快教

育”为主题的整体性改革实验，到1990

年全国愉快教育报告会上将第一批课

改经验向全国推广，再到2004年开始的

拓展型课程探索、实施，上海一师附小

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宗旨——“我们要

教孩子5年（当时小学5年制），为孩子

想50年，为国家想500年。”

“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牢记核心

词‘爱、兴趣、美、创意’，要让孩子们有

自己独立的见解、想法，甚至梦想。”在

鲁慧茹眼中，拓展型课程的探索与实

践，就是在为学生的梦想插上未来翱翔

的翅膀。

《让选择成就快乐的学习——拓展

型课程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研究》，这个

在2014年获教育部发布的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的课题，探索的脚步至今

没有停歇。

“近年来，我们又推出了OM、机器

人、STEM、瓦楞纸手工、精英足球、‘我

们的城市’等课程。”在同时进行的国家

课程校本化进程中，上海一师附小不断

完善着拓展型课程的内涵。

拓展型课程群中，有序列性拓展类

课程、自选性兴趣类课程和体验性主题

类课程。其中的20门拓展型课程的专

业课教师队伍由社区专家、少年宫教

师、体育局专家和各种志愿者组成。

教学质量如何保证？所有61门拓

展型课程经任课教师开发后，都要经过

由教学管理部门评审人员、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社区人士和课程专家等的联

合评审后，才能“上市”。

“而后，拓展型课程的校本教研就

尤为重要了。”鲁慧茹笑言，新课程改革

使得校本课程和校本教研“不期而遇”。

无论专、兼职，全体任课教师分别

组成基于相关学科拓展的教研组。这

一个个学习共同体，一起开展教学实

践、研究和教研训活动。学校还建起教

研团队群体的“课堂增值成长档案”，由

团队成员撰写自己的课堂增值案例，分

享教学方法和技巧等。

学校还定期组织“最佳课程方案设

计”“最佳课程个案”“学生最喜欢的拓

展型课程”“星级教研组”等评选。获奖

的“明星课程教师”，与学校教师最高荣

誉“明星班主任”“服务明星”等并列。

“每到学期末，拓展型课程超市会

将所有孩子的作品（包括报告、小论文）

上架。孩子们可以拿着在拓展型课上

收获的奖励券，购买自己喜欢的作品。”

鲁慧茹说，实际上，很多学生在购买其

他同学的作品时，已经知道下一学期自

己喜欢并想选择的课程。

“愉快，才能学得更好、更有效；学

生出彩了，才更愉快！”

“拿”全国一等奖的拓展型课程啥气质
看愉快教育发源地——上海一师附小的“选择”实践

教、研、训“打包送”
义乌支教团教育对口支援工作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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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教师的精彩课堂让学生们的思维异常活跃送教教师的精彩课堂让学生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图为活动现场图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