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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国娣

说起市场，你们想到什

么？买卖，生计，赚钱。

我第一次以教师身份带

学生进入市场，已经是 28 年

前了。那是一个花鸟市场，

叫“岳王路花鸟市场”。我带

着杭州市天长小学二年级学

生走进花鸟市场，为的是去

观察“花鸟鱼虫”。二年级语

文教材有看图识字“花鸟鱼

虫”。我觉得看图识字不过

瘾，离学校不远处有花鸟市

场，就带着学生到市场里去

上课了。这一次的市场课

堂，给了我很多启示。学生

不仅识字了，还用“花鸟鱼

虫”这四个字分别组词、说

话，讲故事。然后，我开始了

二年级的“作文起步”教学。

就是那一次市场课堂上学生不一般的

表现，给了我信心。教育可以别具一格，可

以生动形象，甚至可以去市场！

第二次我带学生去市场，已经是杭州市

崇文实验学校校长的身份了。巧的也是二

年级，这一次我们去了“三桥农贸市场”。我

让二年级的学生完成一道亲情晚餐，评价学

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学生为了完成这道亲情晚餐，需要做一

系列的准备：平时关心家人，知道家人爱吃什

么菜；去菜市场购买；与父母一起做亲情晚

餐。这一趟逛菜场，考察了学生的交往能力、

对家人的了解与关心、与同学的合作能力等。

市场里的教育很有学问！更触动我的

是每年的3月5日“小海燕跳蚤市场”。爱心

义卖、环保教育、循环经济、市场诚信、角色

模拟，在这个跳蚤市场，教育故事层出不

穷。那一天，我行走在市场里，看着一位腼

腆的女生很卖力地推销自己的手工作品，可

是，没人光顾。我走过去夸赞她的纯手工发

卡和胸针，并花了45元买了一枚胸针。她攥

着这第一笔收入激动地轻轻蹦了两下。这

位女生突破了自我，克服了害羞，大胆地吆

喝；我给了她鼓励，让她体验了挑战自我的

成功与喜悦。也是那天，一个幼学园小朋友

在脖子上推销自己制作的项链，我毫不犹豫

地买了一串往脖子上挂。很遗憾，串珠散了

一地，项链结松掉了。他手忙脚乱地和我一

起捡珠子，捧在手里，一脸茫然。我说：“产

品质量有问题，你要做好售后服务。”他好像

没听懂，这是个学龄前的孩子。我继续认真

地和他“交涉”：“你得帮我去修好，可以让你

的老师转交给我。我是俞老师。”他说：“好

的，我重新串一下再给你。”

这是一个小小的市场，孩子们自己办的

市场。设计规则、各岗位的自主管理、推销经

营、成本核算和结余，连同如何花钱，都是他

们自己做主完成的，是真正的“小鬼当家”。

而我、教师、家长这些成人，完全可以利用这

些市场，实施自己的教育，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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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逆袭”为何发生在这里
——对话德清县求是高级中学校长郭红伟

走进湖州求是教育集团系列之三走进湖州求是教育集团系列之三走进湖州求是教育集团系列之三走进湖州求是教育集团系列之三

□子 轩 向文凯

最近，一份“德清县求是高级中学历届‘最骄傲校

友’”名单受到网友们的热捧，因为每个名字背后都是

奇迹。像初中毕业于杭州市余杭区五常中学的沈春，

中考位列全县1700名开外，而3年后的高考竟一跃

至全县第31名。2007年，沈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

学，2013年又成为浙江大学的一名计算机专业硕士

研究生。还有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胡夏露、应

征入伍投身国防事业的郑端阳以及回到母校拿起教

鞭的朱桂萍等。

从2004年12月成立至今，德清求是高中从来都

不以生源质量取胜，却让许许多多的中考失意者考入

了理想的高校，演绎了三年改变一生的“逆袭”故事。

个中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不妨来听听校长郭红伟

是怎么说的。

敢向家长“打包票”
去年，德清求是高中高三（7）班的学生全都被本科

院校录取，其中有9人考入了一批本科院校。而3年

前，这个班的学生大多没能考上普通高中。入学时，德

清求是高中与这些学生家长签约，约定3年后他们的

孩子高考成绩一定能上我省本科录取线。统计显示，

2016年高考，德清求是高中及集团旗下杭州新理想高

中一本上线85人，总上线率97%。签约本科成功率达

86.4%，专科承诺生签约成功率达98%，专科承诺生本

科上线率高达46%。

问：学校为什么要与家长签约？
郭红伟：学校从2009年起就开始这一举措，约定

公开了教育服务内容、服务时限以及违约赔偿或补偿

标准。一方面，学生和家长可以依据约定评判学校教

育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让全体教师进一步明确自

己对学生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让学校将注意力全

部放在提高教育服务及管理水平上。

问：学校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
郭红伟：因为学校始终秉持“不放弃任何一名学

生”的理念，我们相信凭借着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严谨

科学的管理机制、富含特色的教育教学以及精细周到

的后勤服务，可以形成“敬业爱生，严教善导”的教风

和“乐学多思，勤学多练”的学风，从而最大限度地激

发学生的潜能去迎接高考。这么多年的实践证明，我

们签约的成功率很高。

他们不是“丑小鸭”
3月中旬，一场以“我的学考之路”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在德清求是高中高二年级热闹地举行。各个班

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学生加油打气。只见白

色的大屏幕上不断跳出铿锵有力的话语，有的是相互

鼓励，有的则是家长们藏在心底已久的“悄悄话”……

朴素的语言、满满的祝福，想到身边这些“最爱的人”

为自己所做的努力，很多学生眼角泛起了泪花，同时

也暗暗下了决心。

问：就读德清求是高中的学生，他们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郭红伟：他们大多是中考失意者，对考试失去信

心，而且偏科现象非常严重，面对自己薄弱的学科，存

在着畏难甚至退缩情绪。但学校提倡“信心教育”，让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找到成功的感觉与喜悦。譬

如有名女生因为月考作弊，被班上同学瞧不起，从此

情绪低落，得了考试恐惧症。班主任发现后，将班上

最好的座位和最好的同学安排给她，并坚持每天与她

聊天……经过8个月的综合治疗，这名女生像变了个

人一样，高考以627分的总分进入重点大学。

问：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上，学校还有什么措施？
郭红伟：我们从不认为这些学生是“丑小鸭”，只

要辅导得法，他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进一步提高。针

对偏科严重的学生，学校开设了分层辅导班。每名

学生自选两门弱科，学校配备专业教师为其进行强

化训练。我们还采取个性化的教学，每班根据本班

学生的特点、程度来命制试卷。就拿政治课来说，一

个年级8个班的试卷都是不同的。学校规定每天傍

晚5：40—6：20，任课教师必须留在办公室帮助学生消

化当天课堂上产生的各种疑惑。

美好人生“训练营”
前不久，德清求是高中举办了高一年级跳长绳比

赛。下午第三节课一结束，各班学生就按捺不住激动

的心情，迅速在篮球场集合。运动员们摩拳擦掌，在

一旁观赛的学生也是翘首以盼，一时间人头攒动……

自深化高中课程改革以来，该校不断开发各种适合学

生兴趣的选修课，推出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组织轻

松活泼的比赛，让“求是三年”成为学生一辈子都抹不

去的美好记忆。

问：学校为何如此重视学生的校园生活质量？
郭红伟：我们始终相信，“功夫在课外”。学校提

出了“静、严、和”的管理理念，其中“严”就是让学生按

照规章制度学习生活，他们的行为举止都会被量化打

分，所以你在校园里看不到身着奇装异服或说脏话的

学生。我们号召学生每人每天动手打扫卫生，整理好

自己的寝室物品，因为学校不仅仅是传授学生文化知

识的场所，更是提高他们生活自理能力、走向美好人

生的“训练营”。一个孩子通过高质量的校园生活变

得自律、自强了，他的学习成绩也一定会上去。

本报讯（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陈家媛）5月2日，浙

江省黄岩中学领航社的学生在

教师的带领下制作起了小型火

箭、滑翔伞等具有航天特色的

模型。该校以航天为特色，日

前成为中国宇航学会授予的第

二批“全国航天特色学校”。

校长林国红说：“学校曾

走出了‘两弹一星’陈芳允院

士。我们希望通过航天活动

激发学生科学创新的热情，传

承弘扬中国的航天精神。”

据了解，黄岩中学从去年

开始打造航天特色科技教育，

开设了“航空航天模型制作与

飞行”“宇宙很大，我想去看

看”等精品选修课程，成立了

与航天有关的领航社和天文

社，并配备专用教室及器材，

供社员开展以航空航天模型

为主、车辆模型和航海模型

为辅的科技活动。学校还不

定期开展天文观测等讲座，普

及天文知识。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

学习终端、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正越

来越多地进入中小学校园。日前，

2017国际智慧教育高峰论坛暨第二

届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在杭州市江

干区举行。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

育专家和一线教师一起，共同探讨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未来教

育趋势，分享智慧教育对教学形态和

课堂带来的变化。

改变了教育生态
“以前常说，技术是工具和手段，

学校拥有再好的技术不如拥有一位

特级教师。”中央电化教育馆馆长王

珠珠的一句话，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

疑惑。事实是，先进的信息技术正从

多种方面改革着教育，比如学习内

容、教学策略、师生关系、学习方式和

模式、教育价值和目的等。“教育的三

要素就是教师、学生、教育内容。”王

珠珠说，在过去，学生和教师需要面

对面口口相传，教育内容在教师的头

脑中，教师是绝对权威；而当下，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生不再局

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它呈现的形式

可以是网络化和数字化，远程教学也

越来越普及。学生获取知识的来源

不再局限于教师，通过网络他们可以

获得海量的知识。“技术正在营造三

个网络来帮助人的学习，一是技术网

络，二是知识网络，三是人际网络。”

王珠珠说。

“技术已经在改变教育的整个生

态。”王珠珠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家

的认同，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

朱靖向与会者列举了6个“可见的变

化”：学习从知识传递转向认知建构，

教学从教学资源设计转向学习程序设

计，学习场所从教室延伸到一切可能

的地方，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方式正

在互补融合，尊重个性的个体化学习

正成为主要方向，越来越多的学生正

带着平板电脑上学。

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则把

教育信息化看作是实现教育精准扶贫

的内容和方法。调查显示，截至2016

年，我国已有87%的中小学实现网络

接入，80%的教师有多媒体教学装

备。任友群说，推进智慧校园对于解

决贫困区域教研问题有巨大作用，比

如运用数据对特殊学生群体进行排

摸，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空中课堂

等。“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让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

地区的孩子们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缩

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是我们的共

同目标。”

推进智慧教育的过程中，装备重

要，师资同样重要。会不会使用，如何

使用好，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要

打破信息技术教师才懂技术的局面，

推行全科教师都参与的技术培训，在

各个学科都辐射智慧教育的同时，各

科教师都必须掌握使用技术的技巧。”

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局长徐晖说，智

慧教育要“自上而下”，围绕教师信息

化应用能力、学生数字化生存能力、教

育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程度等维度做好

顶层设计。

为智慧课堂带来可能
一句描写西湖的比喻，先读一遍；

配上西湖美景图片，再读一遍；配上古

筝曲，又读一遍。这三遍，学生的情绪

和理解会有什么不同？4月27日，记

者走进杭州采荷第三小学教育集团江

锦校区，学生们正围着一位年轻女教

师，在一块电子白板前上课。这里是

两岸智慧好课堂邀请赛“小学语文”分

赛场。24名三年级学生被分成6组，

展开合作学习。来自杭州江干战队的

采三语文教师宋利利执教的课文叫

“西湖”。宋利利的课，最终拿下了当

天上午比赛的最高分，她说，这离不开

先进技术助她的“一臂之力”，“在现代

化的课堂里，师生交互、实时反馈的作

用被放大了，重难点的教学也突破了

以往教师灌输知识、学生死记硬背的

方式。我可以随时插入网址链接或音

频、视频，让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更直

观、更全面”。

技术运用于课堂的优势显而易

见：课堂上及时反馈变得更便捷、精

细；所有学生的成果都得以呈现，有利

于教师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掌握情况，

不会顾此失彼；延展了学科教学的空

间，让学生在单位时间里受益翻倍……

当然，“互联网+课堂”既是新时代教育

的新起点，也同时向教育工作者提出了

新挑战，比如学生过分依赖网络学习

软件怎么办，如何合理分布技术内容

与课本内容等。省语文特级教师余琴

认为，平衡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课堂

教学不能被技术手段牵着鼻子走，教

师要清楚一堂课为什么上这些内容，

而不是因为这些内容适用于技术，“课

堂形式可以改革，但教学目标、教育本

质绝不能改”。

“以往的教育相对保守，在当前

‘分享学习’为主体的时代，教育信息

化是对传统教育方式和课堂形式的变

革和完善。”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

长朱永祥说，“智慧好课堂，所做的就

是借助先进技术实现教育创新，实现

教师的新发展，培养先进的教育理念，

成就孩子的健康成长。”

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发挥技术的

核心价值，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

享。“越来越多移动终端的投入使用，

教育技术和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为

孩子拓宽了学习渠道，构建起泛在学

习环境。”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局长任

国安说，“但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一点

是，再好的技术，都离不开为了孩子的

初衷。”

智慧教育，改变了什么？

黄
岩
中
学
成
为
﹃
全
国
航
天
特
色
学
校
﹄

近日，宁波市海曙外国语学校运动会在“食文化”主题入场式中拉开序幕。学生们展示了手工编织的大型移动
粮仓，演绎了“主食的魅力”“蔬菜的精华”“水果的风情”等内容。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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