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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课前兴趣是体育课的生命力，通

过设计报数抱团、古诗韵律操等活动，

能尽快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排除室

外上课的干扰因素，投入到基本教学

中……”上周五学生放学时间，宁波市

奉化区实验小学的全体教师们，照例

又聚到一起，参加属于他们的独特校

本研训活动——明星教师微讲堂。本

期的主讲者是学校体育教研组组长王

琳，她和之前主讲的几位其他学科教

师一样，围绕的主题都是“课前三五分

钟能做些什么”。

校本研修，是每一位教师都必须

参加的活动，而如何使教师爱上研修、

如何让集体研修变得更有效果，则是

每一所学校都在探索的难题。奉化实

小在传统校本研修注重“补短”的模式

上，开发出了“扬长”模式，突出针对性

和灵活性的特点，满足教师专业化和

个性化发展。

“以前，我们总是运用‘木桶原理’

给教师补短，这个出发点固然是正确

的，却把教师置于被学习、被研修的状

态，这也难怪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教师

的研修疲态尽显。”校长郭昶告诉记者，

2013年，奉化实小做过一项调查，94%

的教师认为校本研修对教育教学发展

是极其必要的，但同时有40%的教师认

为“教育研究幸福感缺失”。于是，该校

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尝试了“反木桶原

理”，发挥“长板”效应。

那么，谁来做“长板”呢？毫无疑

问，校内名师们首当其冲。学校在原先

开设的青蓝工程、教学沙龙、草根研学

堂、红树林读书会等平台基础上，重新

搭建了3个项目：跟着特级教语文、数学

相约星期三、明星教师微讲堂。

前两者，都是学科教研活动，带头

人分别是特级教师和区级教研员。比

如跟着特级教语文，就是由校长亲自

上阵。郭昶是省特级教师，在语文教

学方面独树一帜。他每周固定上一节

公开课、进行两次评课，上课的内容或

是根据教学进度安排，或是由听课教

师们依据困惑“点单”。“这学期教研组

的主题是研究如何构建学习共同体，

我在课上也就有意识地向这方面靠

拢，会在学生发言的时候采取小先生

制或小组合作形式。”郭昶说。课后，

他也会和听课教师当场进行交流、探

讨，不仅让听众有收获，自己也在这过

程中受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明星教师微讲堂，相

较于单一的学科教研受众有限的状况

来说，这个项目才是普惠型的校级层面

研修，因为其兼顾不同学科、不同年龄、

不同需求的全校教师。

明星教师微讲堂在推行之初，由学

校的中层主讲，后来由学校的各学科优

秀教师主讲，从2013学年开始，学校逐

步推荐平日里看起来并不出众的教师

参与主讲。“‘明星’不只是指学校里的

骨干中坚力量，也可以指‘明日之星’。

每一位教师，都可能拥有某一领域的

‘长板’，而这一‘长板’的发掘与展示，

会促进其他方面的更好发展，促使教师

从经验范式走向研究范式。”学校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李秀蕾说。

每个人都起码要上一次讲台，对不

少教师而言，还是个挑战。毕竟以前参

加研修只是坐在底下当听众，真听进去

多少、有没有效果其实无从检验，现在

却一下子成了主讲者，听众不是学生，

却可能是比自己更有经验的前辈和专

家。刚从讲台上下来的王琳，就坦言了

自己的压力：“比起语文和数学等科目

的课前设计，我不知道体育课能讲点什

么。”她在前期观摩了其他教师的讲堂

后，给自己设想了好几个方案，到正式

开讲的时候，她开始的时候很紧张，直

到讲起日常教学，放起课堂视频，她的

信心一下子回来了，完全可以脱稿侃侃

而谈。

“虽然每次站上讲台的，只是一位

教师，但是他们背后，离不开整个教研

组的团队力量。”李秀蕾说，尤其是年轻

教师，他们在开讲以前，会像磨课一样，

反复地试讲、修改演讲稿，并请同事们

给予意见；也会针对某一个话题，通过

采访有经验的教师、学生、家长等，做足

前期准备。

年轻的教师徐虹是六年级的一名

班主任，进校才3年，要在以前，她是没

有机会站到讲台上做一名分享者的，但

是明星微讲堂给了她这个机会。她以

“好威风的班主任”为题，讲述了自己作

为旁观者感受到的校内两位班主任周

明业、南亚莉的工作方法和策略。“作为

一名新班主任，需要‘倾听’别人、成长

自己。前期我采访了学校里许多位班

主任，并从周老师和南老师的带队管

理、卫生保洁工作等视角提炼了老班主

任的管理经验，对比自己的工作与大家

分享心得。”徐虹的演讲内容，属于“倾

听她和她的绝活”主题系列之一，而正

是这项校本研修主题项目，被评为浙江

省首届中小学（含幼儿园）教师培训精

品项目。

“校本研修，教师想听、有兴趣就成

功了一半。”郭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效果也就明显地呈现出来。如今每

到固定的研修时间，各科教师们都会放

下手头的事，赶去听讲座，万一错过了，

还会私下里再向主讲者讨教。“也许半

个小时的时长，不足以让人立马就学会

一个特长或掌握一项技术，但只要能给

自己打开一扇发现新思路、新观点的

窗，那么研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我是河长小助手”
“我是河长小助手，我为环保尽义务！”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景宁县民族

小学开展了“我是河长小助手——助力五水共治，共建和美景宁”实践活动。学生们
组成了“饮用水考察小分队”“鹤溪河巡查小分队”“污水处理调查小分队”，走进当地
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污水处理厂听工作人员讲解污水处理过程。图为学生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进行水样分析、水质检测。 （本报通讯员 柳良兄 摄）

每一个你都是“明星”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的校本研修之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灵勇 陈 娜）这
些天，江山文溪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们感受

到了一份别样的幸福，因为整个月都是班

主任节。在这个学校特意创设的校园节日

里，孩子们写下的感恩信挂满教室、同事们

排练各种节目送给“老班”，还有专门举行

的班主任论坛，让“老班”的经验和故事得

以传承。

开幕式那天，学校为全校班主任举行

了“献礼”仪式。全校41位班主任踩着红

毯，在鲜花簇拥下，感受“最幸福的时刻”。

拥有20多年教龄的老班主任徐菊青谈到

当班主任的体会，她坦言：“最大的幸福就

是与学生在一起。”

学校还开展了“夸夸我的班主任”交流会

和班主任论坛。交流会让同事、孩子、家长畅

谈班主任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提出对学校

班主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更好地推动

学校班主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在论坛中，8

位班主任代表逐一登场，通过“学习共同体”

介绍、“微课题”分享、“微故事”讲述、“微答

辩”交流，诠释对班主任工作的理解。

江山文溪实验学校有个班主任节

□子 轩 茹申奇

走进杭州市余杭文昌高级中学，只见

校园里绿树灰墙，耳边书声琅琅，充满了

生机。

每幢教学楼都有个好听的名字，分别

为文渊楼、文津楼、文溯楼、文澜楼与文汇

楼，它们取自于《四库全书》；而林木掩映

下的道路则以昌明、昌辉、昌达、昌德、昌

瑞、昌华等命名，也都语出典故。校园内

还建有文昌阁、文心湖、至善园、博雅园、

探真园，并悬挂着“月影松涛”“崇德瀹智”

等牌匾……

所以有人说，这是一所蛮有味道的学

校。而在校长方建胜看来，学校与古文昌

阁有着莫大的渊源，“文以化人，昌以达

人”，尊崇和传承读书文化，让师生过一种

“天人合一”的教育生活，那是再自然不过。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让学

习成为信仰，让学生学会创造’的教育主

张。”方建胜说，这些年来文昌高中通过推

进课程建设、转变课堂教学以及创新德育

实践，引导育人方式由“外烁型”向“内驱

型”转变，培养了一大批有信仰、会创造的

学生。

立体的“文昌”课程
去年底，文昌高中有多门教师自主开

发的校本选修课被评为杭州市精品课

程。其中，“谈古说今禹航情——余杭古

镇史地课程”和“法律那些事儿”更接地

气，因为一门针对学校附近所在的地域文

化，另一门则能帮助青少年解决日常生活

中的法律困惑。很快，这两门人气课程就

被隔壁的余杭中学引入并正式在该校推

广。据介绍，文昌高中已有6门特色品牌

课程先后走出校门，成为其他学校的“心

头好”。

“为培养具有民族信仰和创造精神的

现代公民，我们借鉴古文昌阁‘四梁八柱’

的结构特点，建构形成了文昌课程体系。”

方建胜说，所谓的“四梁”就是四大核心素

养，即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自我发展与家

国情怀；而“八柱”则是指文科基础、理科

基础、文化修养、道德情操、社会担当、健

康生活、终身发展、探究实践等八大课程

系列。在此基础上，围绕“信仰·创造”育

人理念和育人目标，经过开发实施，逐渐

形成生命修行、生活探究、生涯发展3个

课程群落，简称“三生”特色课程群。

朱孙华的“神话”至今仍让很多人记

忆犹新。这个起初并不出挑的学生最终

走向了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并斩

获一枚金牌，被自己心仪的高校提前录

取。而他的才能正是通过“简易机器人制

作”这门选修课被激发出来的。“我在课堂

上发现他对电子制作很感兴趣，每次活动

都很积极。”通用技术课教师林志红直言，

“三生”课程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让很多学

生增强了自信心，创意和想法越来越多，

进而找到了自己潜力的突破点。

与传统的拼盘格局不同，“文昌”课程

先是依据核心素养结构，将必修课程和选

修课程融合在一起，形成八大课程系列。

然后，又依据课程学习层次要求，将八大

课程系列分为知会、通会、融会三个层

次。其中，“知会”可以满足高中学业毕业

要求，“通会”有助于高中与大学的课程衔

接，而“融会”则可以满足一部分学生上理

想大学的学科专业要求和综合素养。方

建胜表示，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形成了纵横交错的课程立

体格局，能满足学生基于不同学习层次和

不同学习需要的多样化选课要求。

“问题”成教学中心
在文昌高中高二年级的一堂政治课

上，学生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只见一些

学生像教师一样不停地来回走动，和各组

同学窃窃私语。随后，小组学习代表上台

讲解，而那些学生也停止了走动，开始不断

地递纸条、插话、追问……整节课下来，教

师就像隐身了一般。“《世界的物质性》是比

较抽象、较难理解的一课，即使经过预先讨

论，学生也不一定能完全明了。”任课教师

郑艳说，她的任务就是把学生推到前台，让

他们之间展开激烈的思维碰撞，产生一个

又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并解决它们。

类似的课堂教学改革最早可以追溯

到2015年。“‘文昌’课程突出了学生在课

程学习方面的自主性、多样性、选择性特

点，因此也对传统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方建胜说，如何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变低效教学为高效教学，变“单打独斗”为

“合作共赢”，实现学生学习能力和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高，成为很多像文昌高中那样

的农村普高在推进新课改时能否突围的

“关键点”。

自2015年起，文昌高中开启了基于

学本教育理念的教改探索之路。其核心

是，师生共同以“问题”学习为主线，以评

价为主要手段，以小组合作学习为平台，

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在单位时间内解

决问题，达成学习目标。整堂课一般围绕

“问题发现+问题生成+问题解决+问题拓

展”这四个环节展开，学校为此还开发了

诸如问题导读—评价单等多个学习“软工

具”，增强反馈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两年多下来，以往那种照本宣科的教

学少了，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浓了。

而且学生的社会交往、情感表达、合作创

新等能力都得到了提升。今年该校又有

79名学生被高等院校预录取，再创历史佳

绩。学本课堂的首创者、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博士韩立福教授坦言，虽然探索的时

间并不长，但文昌高中通过进一步完善合

作学习机制，实现了个体学习愿景化、同

班学习合作化、小组学习承包化以及全班

学习最优化的目标，使学校教学的面貌焕

然一新，教学质量也有了大踏步的跨越。

学生每天“三大步”
每年12月，文昌高中都会给高三毕

业生举办一场成人礼。去年的成人礼主

题是“以梦为马，感恩于心；十八而志，责

任而行”。在教师的带领下，在众多家长

的见证下，所有高三成年学生穿过成人

门，并将自己的理想郑重地贴在心愿墙

上。而最感人的时刻莫过于305班学生

欧阳江海与他母亲的一番对话，这是10

多年来这对母子间最真诚的告白，让在场

的学生及其家长听了无不

为之动容。

“伴随着课程教学从‘以

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学习

者为中心’，德育方式也面临

着从‘规约型’向‘励志型’转

变。”方建胜认为，围绕核心

素养发展要求，使德育成为

有发展主题、有目标指向、

有内容安排、有实施过程、

有学习评价的结构化课程

活动势在必行。具体到学

校，那就是致力于培植信仰

和志向，培养实践展示能力，要求学生每

天都做好“读、思、行”三大步。而教师则

必须相应地完成“批、谈、带”三件事，帮助

学生从整理和反思中逐步成长起来。

在文昌高中，每天的学习是从朗读开

始的。早、中、晚上课前，班长都会带领同

学们起立、抬头挺胸、双手捧信、齐声朗读

励志信；周一举行升旗式时，还会来个全

校大诵读。这些励志信或来自名人志士，

或来自身边的亲朋好友，它们提醒着每个

学生要努力奋斗，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去。一天的学习也总是以填写成长记录

而告终，成长记录册上只记进步，不记问

题，只记快乐，不记忏悔。另外，学生还要

填写一周内决心改变的一两个坏习惯，每

天反省并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分。

经常担任学校各项活动主持人的高

三女生袁俪坦言，“我的道路，由成功的励

志信指引”。而已经毕业的陈美霞则回忆

说，每次参加电子制作比赛回来，队员们

都要做书面总结，“天资聪颖固然重要，但

勤学勉励更是我爬上高峰的铺路石；它带

给我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让我在其他领

域如虎添翼”。统计显示，近3年文昌高

中高考上线率连年攀升，基本实现了“人

人能上大学”的梦想。另外，学生在学科

竞赛、体育比赛、科技创新、新概念作文大

赛等方面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近170人

次，实现了“满堂红”。

为了信仰与创造
——杭州市余杭文昌高中办学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