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2019 年8月30日 星期五
第3734号《教师周刊》第60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责任编辑：黄莉萍 投稿邮箱：627311066@qq.com 版面设计：苇 渡

做有诗心·匠心的教师

敬请关注浙派教师公众号

校长QQ群：478372533

新闻热线：0571-87778079

□本报记者 黄莉萍

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中小

学课程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难点。

2012年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

来，农村中小学校本课程发展到了怎样

的状态，还存在那些问题，今后的改革推

进需要关注些什么？

为了全面了解这些问题，前不久，杭

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开展了一次田野调

查。杭州市各辖区市的40多所农村中小

学校的近3000名学生、教师和学校领

导，分别从学校课程规划、校本课程开

发、校本课程质量、学校课程管理和课程

领导力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学生需求满足了吗？
按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从小

学到高中，学校分别用10%、20%~25%、

35%的课时来开设的校本选修课程，学

生们都满意吗？

96%的被调查学生表示喜欢，82%

表示总体满意，77%表示学到了有用的

知识。

超过70%的教师对本校的校本课程

感到满意，63.39%的学校领导对校本课

程满意。

90%的被调查学校制定了学校整体

课程规划，对学校课程发展和校本课程

的开发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

80%的被调查农村学校拥有区级以

上的精品课程，拥有省级精品课程的学

校也接近27%。

……

对于这样的成绩，项目负责人、杭州

教科所科研员黄津成这样解读：“杭州的

中小学课程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因

此，对于调查结果，我们要看课改成果，更

要看问题和未来需推进的方向。”

黄津成开始从数据里“抠”问题。

如学生喜欢的校本课程类型和学校

开发的校本课程类型保持了比较高的一

致性。但数据也显示，学校为特长学生

的持续发展提供课程支撑的力度不足。

86%的被调查学校表示，在开发校本

课程前征求过学生的意见；52.68%的学校

领导表示制定学校课程规划考虑的首要

因素是“学校的育人目标和学生发展需

要”。但同时发现，超过64%的教师在课

程开发时优先考虑的是“教师本人的特长

和开发能力”及“学校的发展需要和条

件”。这与校本课程突出强调满足学生个

性发展需要为根本的宗旨是有差距的。

师生认知的差异不仅于此。

如“增加学生负担”选项，没有一位

学校领导选择，但有 0.88%的教师和

59.5%的学生选择了这一选项。“在对‘不

喜欢校本课程的原因’的数据分析中，我

们看到，学生因为不喜欢或没有用而感

觉增加了学习负担，这就需要学校和教

师创新教学实施方法，转变学生学习方

式，让课程对学生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黄津成说。

教师发展跟上了吗？
如今，农村中小学课程改革进入新

阶段，课程多样化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新

常态。而在走访中，杭州教科所调查组

发现，高中的选课指导制度最完善，学生

满意度却最低，“究其原因，是高考改革

对学生的课程选择要求越来越高，而学

校选课指导的内容和水平跟不上学生发

展的需要”。

同时，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近8年

来，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开设已经成

了学校教师工作的常态。调查发现，所

有学校都把教师开发、开设校本课程纳

入到对教师的考核中。

被调查的农村学校中，80%以上的

教师参与了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开设，

61.61%教师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校本课

程的开发、开设工作中的。

但百分之百的被调查教师认为课程

开发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

教师们认为，自己在课程开发的实践

操作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缺少课程理论

和开发技能（38.49%）；缺少需要的课程资

源（32.74%），缺少时间（28.76%）。

“在职前教师的培训中，几乎没有课程

理论方面的课程；在职后的培训中，教师们

对校本课程开发方面的培训内容也不太满

意，主要是因为培训不系统，理论性太强而

操作性有欠缺。”黄津成介绍，调查中，农村

学校的领导大多认为目前的教师培训仍然

以学科为主，通识性的课程开发理论与技

术方面的培训不系统、实效低。

“未来应加大对农村中小学课改的

扶持力度，丰富学校的课程资源，建设特

色课程基地，建设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

校内场馆或专用教室；建立社区与学校

良性互动的机制，共享社会、经济、文化

资源；建立区域范围内的优质课程跨校

的共享机制。”杭州教科所在这份名为

“杭州市农村中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状况

调查报告”中建议，应组织专项的，针对

农村中小学学校实际和教师需要的课程

开发理论和课程开发技能的培训。

“未来，教师们将深入研究并创新走

访调查式学习、体验感悟式学习、主题探

究式学习、考察研学式学习、表演展示式

学习等不同于传统课堂的学习方式，带

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实践和体验。”这样

预见参与课程改革的教师，黄津成的自

信来自于——调查中有85.62%的教师认

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实践促进了自身专

业水平的提升，“教师们都渴望成长！”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你的班主任没教过你？”
在新高考制度下的我省高中，学生

之间这样问，似乎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而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没

教到班里的任何一名学生”的场景，却

真真切切地上演过。因为该校启动的是

全学科（高考学科）的分层选课走班教

学模式。

班主任在“左”，学生在“右”。那么，

育人工作，还有处“下手”吗？

与学生无学科交集的班主任
在充分尊重每一位学生的选择和学

习需求后，浙大附中学生从高一下学期

开始享受“一人一课表”。“七选三”就有

35种选择，语数外再实施分层走班教学，

在浙大附中，包括班主任在内的各学科

任课教师都教不到多少名一个行政班里

的学生。2016年，生物教师吴思萍甚至

发现，“作为班主任的我没有教到任何一

名自己班里的学生”。

“走班教学对学校的课程建设、育人

模式等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要求。”校长申

屠永庆对班主任们说，“这是新的挑战，

也是成长的机遇。”

吴思萍于是开始了“1个与29个”的

故事。“你得有事没事都去找任课教师了

解班里学生的情况，要联系整整29名任

课教师！”吴思萍为此建了一个微信群，

方便任课教师们“吐槽”。

“现在的高中班主任更类似大学里

的辅导员吧。”和班里的大部分学生缺少

学科教学上的互动交流，是浙大附中班

主任们共同的“烦恼”，这也让他们抱团

开启了育人方式转变的全新探索。

“分层选课走班教学后，学习自主性

强的学生明显更具优势，这种模式满足

了所有同学的选课需求，尊重所有同学

的兴趣和志向。”吴思萍开始更多地引导

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把更多的时间放在

凝聚人心和思想教育上，“我会利用晨

会、班会的时间，针对学生们出现的各种

问题，加强培养他们的自制力；利用电

影、纪录片等，多角度激励、鞭策学生”。

吴思萍们并不孤独，浙大附中不断

加强班主任工作的研讨和培训机制。除

每周班主任例会进行常规问题培训外，

浙大附中还加强了对全体班主任的系列

专题培训，如“高中生心理问题的识别及

应对”“班主任技能大赛”“掌握意识形态

话语权”等；开展青年班主任基本功大

赛、学生眼中的最美班主任风采展示、班

主任人人参与的主题班会课展示、优秀

班主任德育叙事展示等活动……

“引导学生找寻自己的心理舒适区

是德育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有效

途径。”刚刚在全校班主任德育叙事比赛

中获得一等奖的赵杨认为，“全员德育”

不应成为一句口号，“我们班主任要为每

位学生找到至少一个‘情感依赖点’，他

（她）可以是聊得来的同班同学、任课教

师，可以是有共同爱好的其他年级同学，

甚至是学校后勤岗位的叔叔阿姨，这样

就能为孩子的校园生活构建一个心理舒

适区”。就在这样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下，

赵杨班里那位酷爱动漫的学生，和情趣

相投的小伙伴一起，幸福徜徉在动漫选

修课和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中。“现在

这几名学生，或在准备考取传媒类高校，

或在准备考取国外名校，整体表现都非

常不错。”正在丁兰校区新高三任教的赵

杨介绍。

学会自我成长的生涯发展规划
“我是谁，想去哪，如何去？”这是浙

大附中“努力成长为自己最好的样子”生

涯规划系列课程的开篇之问。

在浙大附中，把推进学生生涯发展

教育作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落实立德树

人的基本途径。

2013年就开始探索学生生涯发展规

划教育项目的浙大附中，组织7门学科的

骨干教师，在全国率先开发出基于学科

兴趣、学科知识、学科能力、学科方法、学

科观念等5个维度的学科测评工具，开发

了针对每个年级学生的生涯规划必修课

和选修课。学生们学着思考自己的人生

规划、职业规划、专业规划和学业规划，

试着开始进行学法调整、生涯管理和素

质发展等。

于是，学生李珊有了这样的“魔幻之旅”：

除了学校开发的生涯规划课程，她

还可以在近50门包括职业技能类、兴趣

爱好类、兴趣特长类的选修课中找到自

己的“燃点”；

或者到由生涯测评室、潜能挖掘室、

职业体验室、专业体验室、创客实验室、创

新创业室等功能区组成的生涯发展规划

创新实验中心，在VR（虚拟现实）、AR（增

强虚拟现实）等技术中，尽情体验高度开

放、可交互、沉浸式的三维学习环境；

在每周一次的“浙大教授学术与人

生”课上，不断感慨一位位浙大教授专业

研究的精彩和人生轨迹的不凡；

或者听一听“生涯讲坛”中知名学

者、企业家、医生等各行业杰出代表的开

讲，参加一次诸如“学业发展规划设计”

“专业探索微视频”“职业体验微电影”之

类的大赛；

暑假，还可以在为高一、高二学生分

别开展的“高校专业探索实践周”和“职业

体验实践周”中，去10余个高校专业探索

基地和100余个实践基地实地体验学习；

……

“生涯发展规划改变了我的思维模

式，它经常令我思考自己要过怎样的人

生；也让我每天生活在阳光下，每天充满

战斗力。”让李珊如此阳光的，还有她的

导师们。浙大附中的学生导师包括由学

校教育教学行政管理人员担任的学生顾

问，生涯教师和心理教师担任的特需导

师，由高年级志愿者学生担任的学长导

生和由学科教师担任的成长导师。“我们

实施的是班主任与导师制并轨引导学生

生涯发展的管理机制，并积极探索更好

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学生发展中

心主任缪仁票认为，育人，应该在每一个

教育细节中。

懂得责任与担当的社会实践
责任感是什么？

“责任感是做好一份职业的关键！”

高一（1）班学生在分别采访医生、警察、

教师、公务员、工人等，并体验这些岗位

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责任感是每个人都要为他人营造

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做到对自己负责。”

高二（3）班学生在研究新高考政策下的

选课走班模式，采访、调查并抓拍走班过

程中同学们对学习环境的真实反映后，

这样回答。

……

“我校从创办时起就把培养学生独

立、健全的人格作为办学宗旨。”申屠永庆

介绍，学校一直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

责任感教育，而新高考改革让责任感教育

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的学生就是这样在实践中寻

找责任感，并在责任感驱动下不断地参

与社会生活，甚至用自己的力量试着去

让世界更美好。”该校社会实践中心负责

人马继生认为，教师们要做的是引导学

生利用各种工具和资源揭示社会现象并

试着去解决问题。 （下转第3版）

新高考高中选课分层走班

当班主任没教到一名班里的学生
□杨文良

做校长，应该静下心来，

做自己值得做的事，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如在平常事中

发现教育的价值和契机，在

平常事中做出教育的味道与

精彩。

“吃”出管理
刚到后溪小学时，对什

么都不了解，我给自己支了

个招儿——到各个班级去

“蹭饭”。

说是“蹭饭”，其实是要

付出一些“劳动”的。去“蹭

饭”前，我到这个班去看孩子

们上课。快下课的时候，我

还会向上课教师要两三分钟

时间，与师生们一起交流，表

扬孩子们课堂上可圈可点的

表现，肯定教师上课的精彩

之处，让孩子们敬佩教师，也

亲近我这个校长。到了中午

饭点，我便拿着自己的碗筷

再次来到这个班级，和孩子

们一起按班级的规矩等着值

日的孩子分饭菜。

在“饭局”前，我了解到

孩子们的伙食质量和他们对

学校伙食的意见；在“饭局”

中，我了解到他们喜欢看什

么样的课外书，喜欢什么样

的活动，喜欢什么老师上课，

对老师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在“饭局”后，我引导他们热

爱劳动，勤俭节约，学会谦

让，懂得感恩，激励他们在各

方面做得更优秀。

这样的“饭局”，给了我

更多的思考和启发。孩子们

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和想法，

促使我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

理更加全面、深入、细致。

“站”出思考
每天，我会在上学、放学时到校门口站

一站、看一看，了解更多校园外面的事。

刚开始，接送孩子的面包车司机会躲

避我，因为我经常教育他们，不准把车开到

校门口附近，更不准超载；校门口附近的小

摊主、小店主讨厌我，因为我只要看到买垃

圾食品的学生，就会把学生叫到面前来教

育；但不认识我的家长到学校来“告状”，在

校门口问“校长在不在”时，得到的回答往

往是舒心的“我就是校长”。

站着、站着，一学期下来，面包车司机

理解了学校的用心，校门口的小摊、小店的

经营行为自觉规范了，家长们有事情需要

和我交流就直接到校门口找我。

一天又一天，校门口的故事带给我很

多的认识与思考：学校的大门是学校、家

庭、社会交往的一个对接口，也是办学治校

育人的“对接口”，立德树人、精心育苗可以

通过此处向四方延伸、辐射。为此，学校办

学如何走出校门、走向乡村、走向社会？乡

村家校合作如何突围、融入乡村振兴？这

些问题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值得我去研

究、去探索。

“拍”出珍贵
来到后溪小学，我专门买了一部像素

高的手机来记录学校的变化和校园里角角

落落的身影。

我拍校园环境方面的照片。如旧操场

的绿化改造，学校垃圾坑的变迁，校车停车

场的新建，食堂加工间设施的整改……

我拍外出办事时能激发灵感的细节。

如衢州第一中学厕所边设计巧妙而又实用

的拖把摆放池，衢江区第一初级中学新建

食堂的规范布局和食堂文化，市实验学校

书香浓郁的“阅读小明星墙”，华茂外国语

学校新颖的塑胶操场使用规定提示牌和教

师办公室墙上的特色书架等。

我拍师生在校园里的美丽瞬间，如“最

美板书”“最美义工”“最美微笑”“最美角

落”“最美舞动”等。

我还拍学校开展的各类活动。有妇

女节时男教师为女教师包饺子的场景，有

推门课、校本培训等教研活动的镜头，有

优秀家长表彰会的

现场……

（作者系衢州市
衢江区后溪镇中心
小学校长）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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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近8年——

课改“老大难”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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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

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新时代新使命新时代新使命

图为学生们正在用VR眼镜360度观摩医院手术室里肠道手术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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