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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28份教案中，没有目标的有3

份；教案主体是教师的，有6份……”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教师的

家。没有核心素养目标的教师上课，

就是在‘闲逛’，在‘离家出走’。”

……

这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所长崔允漷上周在两个先后

在宁波召开的研讨会上说的话。一

个，是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基础教育

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另一个，是由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和人民教

育出版社主办的第八届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论坛。

两者，都将焦点聚在了高中核心

素养课堂与评价的变革上。“这是今

后一个时期教研工作的重点。”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田慧生说。

我们的课堂没目标？
“教案必须要有目标，且主体必

须是学生。就像医生为病人如何治

好病而写处方，教案不是写给教师自

己看的，而应是教师为学生如何达成

学习目标而写。”崔允漷认为，课堂的

重点不是教师“有无教”，而是学生

“有无学”。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北京十一学

校校长李希贵的认同。“帮助学生明

确一节课的学习目标是最难的一件

事。”李希贵认为，不少教师的课堂目

标别说学生不知道，教师教着教着

“自己也不知道了”。“很多课堂上，学

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

学什么，就只能‘瞪着眼’观察教师，

这很痛苦。”李希贵认为，要让学生一

开始就知道具体的学习目标，把学习

过程和方法还给学生，“让学生拥有

学习力特别重要”。

“你会觉得冤枉，我的课堂目标有

呀，比如小学语文：正确、流利，有感情

朗读课文！”崔允漷反问在场的教师，

“这样的目标哪堂课上不能套用？”

“我们的育人目标应该和国家理

想直接挂钩。比如，为什么要学数

学？每位学科教师应清楚自己的学

科可以带给学生哪些素养的提升，做

好课程目标的分解和叙写工作。因

而，每堂课的教案更应该是教师设计

学习路径、提炼学习经验的学生‘学

习处方’，一定是可观察、可测量和可

评价的。”崔允漷认为，关注自己怎么

教的教师是新手，而关注学生怎么学

的才是专家。

“改革开放这40年，我个人认为

教育界最大的成就就是树立了‘学生

是教育主体’的观念。”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郭华认为，课堂教学的根本是立

德树人，绝不能停留于知识的传递。

“但遗憾的是，核心素养的课堂目前

只停留在观念上，没有落实到大部分

教师的课堂行动中。”郭华认为，在人

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只会教知

识、教学程序化的教师必将被淘汰，

引领学生走向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

迫在眉睫。

课程素养路径在哪？
“‘顽固’于碎片化知识等浅层学

习的教师叫灭绝师太，翻译下，就是

灭绝人的教师。”面对2017年颁布的

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即将使用

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普通高中新教材，

在研讨中，专家、校长们提出了问题，

更拿出了接地气的实施路径。

所有学科全部选课走班的北京

十一学校已经没有了行政班，施行的

是学科教师全员育人的模式。“要让

全体教师都具备领导学生学习的能

力，这里说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课

本知识。”在第八届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论坛上，李希贵认为，对育人目

标进行全新理解是教师改变的前

提。在他眼中，“后进生”是目前为止

教师还没发现潜能的优秀学生。“给

不同学生提供不同领域的潜能课程，

是我们的责任。”李希贵认为，要让学

生以最少的时间体验最经典的社会

生活，收获最丰富的社会经历，通过

认识世界从而认识自己。

要做到这点，李希贵分享了该校

探索的路径。如对《史记·游侠列传》

的学习，教师首先会帮助学生明确学

习目标，具体的每节课的学习蓝图要

素，比如目标之一是“能够结合材料，

立足于历史与现实对侠义人物作出

包括正面反面在内三个维度的评

价”。其次是设计低门槛而富有挑战

性的任务。任务会有“指出5个侠义

人物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会有“写一

段人物出场的造型描述”，更会有“与

学校图书馆合作，对图书馆有关侠义

人物的图书进行重新分类”等。与任

务同时出现的是包括阅读资源、视频

资源、网络工具、比较阅读等大量的

学习资源，以及有着进度管理工具、

任务管理工具、故事情节分析工具等

学习脚手架。这些都是教师要为学

生提供和设计的。“学生们可以自由

分组，自选教师辅导，自主选择并劝

服一位教师被他们装扮为一位游侠

参加校园狂欢节。”李希贵狡黠地笑，

“我会劝老师们不要轻易答应，一定

要让学生多写几封劝服信才行。”从

做题到做事，从解题到走向解决问

题，这是李希贵们的梦想。

而在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

革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久

华分享了“指向深度学习的化学教学

实践”的一个单元设计。“我们会对

‘为我的易拉罐材料代言’单元学习

主题进行学情调查，确立单元学习目

标并分解到每一课。”胡久华介绍，学

情调查之前，会全面了解初中化学课

程标准中与金属相关的内容，梳理金

属内容的知识结构，探究其承载的化

学学科核心素养，寻找和设计承载核

心知识的实际问题或挑战性任务。

“学生们会在矿石的形式、特点、成

分、储量、价格、原理、耗能等的调查

分析中得到事实性知识；在成本的调

查分析、化学实验的探究、工业炼铁

的真实调查和成果的展示中，深刻体

会科学、技术、社会、环境之间的关

系，实现素养的进阶。”胡久华说。

探索中的实际问题
“软绳要形成波，需要什么条

件？”在杭州第二中学物理教师赵初

蓓的《机械波的形成和传播》研究课

上，记者看到，课堂上有学生分组震

荡软绳的“自我探究”，也有教师利用

特殊装置的展示。固定在支架上的

一串由红、白小球连接起来的“软

绳”，在拍摄设备和同屏技术的帮助

下，清晰地在大屏幕上呈现因震荡而

引发的波动。

“很直观地，每一个质点（小球）

都带动了相邻质点。”一位听课教师

赞叹。“应该把学生的直观感受放在

前一个环节，再做模型，这样能更好

地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帮助思

考的深入。”一位听课教师建议。

而记者发现，赵初蓓的这节课已

经与她最初的教学设计案“大相径

庭”。“从获得知识的课堂，到现在更

强调过程、强调思维和发展的课堂，

教师们需要不断地自我调整。”11月

29日，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研讨会开出了来自全国各地高中14

个学科的28节研究课。每位执教教

师都在专家的指导下不断调整着自

己的课堂目标和行为。

“实现学科素养的课堂上，教师

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

思维方式都需要改变。”北京师范大

学物理系教授李春密说。

“应多一些学生自主操作，而不

是教师演示。教师要考虑的问题是

学生自主操作中有哪些问题，‘我能

怎么去帮助’，应帮助学生自主发展

到高层次能力素养。”杭州市教育局

基础教育研究所主任曹宝龙认为，教

师们当前需解决的问题中，“改革课

堂目标体系和评价方式迫在眉睫”。

“如何做好评价改革？融入教

和学的评价能及时实现信息的转

换，促进深度学习。教学评一体的

同时，教师更应引导、教会学生进行

自我评价。”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授郑东辉认为，教师应邀请学生一

起制定评价规则，“知道怎么评和评

什么”；引导学生运用评价规则判断

自我水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

将往何处去”。

关关注注

□本报记者 张纯纯

1969年，为了响应国家学工学

农的号召，宁波市鄞州区天童林场为

宁波市第四中学开辟了盘山林场。

50年来，每个秋天，在郁郁葱葱的盘

山林区中，都有一堂劳动必修课等待

着宁波四中的学子们。

山下的村民们看见浩浩荡荡的

进山队伍，总是要问上一句：“你们是

四中的吧，又来上山了？”

“对，四中人又来了。”

今年83岁的老教师王百玲是第

一批走上盘山林场的四中人之一。

“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江东

新河头，乘汽船到小白岺下船。每人

肩上背着铺盖等生活用品，步行五到

六里路到盘山脚下。再爬 400 到

500米的山路到达盘山林场。”当时

担任班主任的王百玲，在盘山上与学

生们同吃同住了半月有余，“那时候

盘山上的生活是真的艰苦，一盏汽油

灯，吃的是青菜萝卜，每天还要在山

间劳作，学生们都只有十三四岁，可

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50年后，在盘山劳动实践活动

5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年这群十三

四岁的学生再一次来到了盘山林

场。即使年事已高，大部分人依旧选

择徒步登山。

湿滑泥泞的山路并不好走，有人

体力不支在一旁休憩，队伍中也无人

催促，大家默契地停下来等待着。“我

46年没有上过盘山了，当年背着行

李，路比现在难走得多，也都是这样

相互扶持、相互鼓励走上去的。”其中

一位老校友说。

与老校友们一起登上盘山林场

的，还有宁波四中的高二学生们。

“每年秋天，高二年级的全体学

生都要分批次来到盘山林场种树、

背树，盘山劳动实践是四中人文行

走研学课程的重要一环。至今，已

经有1.5万名学生参加过盘山劳动，

荒山造林420亩，搬运清理林木枝

柴3.3万公斤。”宁波四中校长钱洲

军坚信盘山劳动实践的意义就在于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个

活动我们传承了50年，未来也不会

中断，教育的真谛就是这样一种静

待花开的坚守”。

如今，盘山劳动实践虽然只有

短短的一天时间，但对高二学生而

言，却是整整期待了一年的“传说”。

“我们高一进入四中的时候就

听学长们说起盘山劳动了，可以上

山来种树、扛木头、吃年糕汤，全班

都很期待。”高二（7）班学生徐健独

自扛着一根2米左右长的木头走了

2公里的路，把木头完好地运送到

了目的地，“大家都坚持下来了，

班级里有些女生力气比较小，就

两三个人扛一根木头，有些男生到

得比较早，还会返回去帮助其他

同学”。

副校长陈伟萍把盘山劳动实践

看作是四中人的“朝圣”，“吃苦耐劳

已经成为四中人的信仰”。上世纪

90年代，陈伟萍作为班主任带领着

学生在盘山上过了一夜。大通铺房

间里的围炉夜话，陈伟萍现在回忆

起来还历历在目。她认为盘山劳动

实践活动把劳与德完美地结合起

来，这种“情境式德育”对学生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是四中人，就

一定要上盘山”。

□郑友民

如果我问学生：是坐在下面听老师

讲效果好，还是自己上台讲给别人听更

让自己印象深刻？是师长们灌输效果

好，还是同学们彼此分享更受欢迎？

凭我20多年摸爬滚打的班主任经

历来揣测，我相信学生的答案应该是

后者。

把成就感还给学生
班会上，把成就感还给学生。

自我担任班主任伊始，班会课一般

都是“本人包打天下，学生叫苦连天”的

一节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主要是

在接受我的训斥和说教：寝室卫生、自

修纪律、作业态度、测验成绩……每一

项都可以成为我喋喋不休教育学生的

理由，我甚至为自己的所谓“口才”而沾

沾自喜。

2009年开始，我学会了为学生搭建

平台，自己退居幕后。由此带来的，是

学生对每周班会课的期待。这是和小

组轮流合作管理班级相配套的举措。

每周的班级管理小组，在组长的协调

下，周末精心准备下周一的班队活动。

这个班队活动，既有规定动作，也有自

选动作，全程由该组包干，前提是每位

组员都要上台亮相。

基本流程则是，首先是组长的班情总结，对上一周班

级各方面表现进行总结汇报，发现亮点同时指出不足，提

出整改意见。其次是组内某位成员为大家带来的“好歌

赏唱”，要么为大家献上自己所喜欢的歌曲，要么为全班

推荐旋律优美的歌曲，要么组织同学一起学唱一首中外

好歌。而那些美好的旋律、动听的音符，总会给人以求真

向善、催人奋进的力量。第三位出场的组员，上台推荐一

本好书或一篇美文。在分享书籍或美文的时候，他还要

为大家介绍文章的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他本人的读后

感。第四位组员主持的是“一周感动人物”活动。这个环

节，无论是撰写还是宣读颁奖词，参与的学生面都十分广

泛。活动中不断涌现优秀的颁奖词作品，不乏幽默风趣

的片段，带给同学们极大的精神享受。而接下去，是“一

周班级掠影”：学生用自带的相机拍下一周以来班级暖心

的细节和故事，并呈现出来。

以上都是规定动作，除外，各个组可以结合自己的实

际，为大家提供特色活动：有些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大学或

自己所关注的专业；有些则带来才艺表演；有些会把《我

是演说家》《中国好声音》等电视节目搬到教室来……一

学期下来，每位学生有两到三次站在讲台分享的机会。

而我发现，从无微不至到“无为而治”，做个站在旁边鼓掌

的班主任，既解放了自己，又锻炼了学生，何乐而不为？

把责任感还给学生
犯错了，把责任感还给学生。

让犯错学生写说明书是班主任的一大杀手锏，从小学

到高中莫不过如此。殊不知这种方式对那些经常犯错的

学生已是家常便饭。有些教师甚至把学生的说明书按序

号编排，好像给学生建立了一个“错误”档案，以便日后采

取更严厉的措施加以惩罚。但写说明书到底有多少教育

意义，其实值得我们反思。

我班曾有一个男生寝室自从10月份运动会后几乎天

天“卧谈会”到深更半夜，次日白天昏昏欲睡，随之而来的

是期中考试成绩一落千丈。得知此事，我火冒三丈，深感

脸上无光。当时，我很想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但冷静下

来后，我布置给这个寝室每位学生一个任务，让他们以第

三者的身份给自己写封信，和自己进行真诚的对话和交

流。原以为要受重罚的他们，没想到我的棒子高高举起之

后却轻轻落了下来，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事后，我发

现这种方式非常管用，达到了让学生自我反省、自我教育

的目的。就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最好的教育是教学生

自己做自己的先生。”毕竟，惩罚的目的不是让学生蒙羞，

而是培养他们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

把点赞权还给学生
做对了，把点赞权还给学生。

“人性深处最大的欲望，莫过于受到外界的认可与赞

美。”如今的我，更倾向于用正面引导的方式开展班级建

设。像开学初的“点赞他人，温暖你我”活动，每位学生每

天都要点赞身边的同学，要求真人真事、真情真诚。而我

每天要做的，只是找个时间把这些温暖的鼓励分享给全

班，让正能量在班内传播。

到了这个学期，我们的每天点赞改为一周点赞，一直

继续着。而我每天欣赏的，则是每一位学生的“每天点赞

自己”。我们倡导，不仅要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更要

用悦纳的态度去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和进步。每天批

阅学生们对自己的肯定，用这样的方式陪伴、激励他们挑

战自己，勇于突破。

学生成长，教师无法代

替，但教师可以尽可能为他

们搭建自我展示、自我教育

的平台，从而实现学生的自

我成长，成为教育的主人。

（作者先后在衢州第二
中学、衢州高级中学任班主
任20余年）

课堂上，教师喜欢“离家出走”？
聚焦核心素养的课堂变革已来

一堂传承了50年的劳动实践课

让
学
生
做
教
育
的
主
人

—
—

一
位
班
主
任
的
教
育
札
记
（
下
）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二
十
五
日
，省
高
等
学
校
第
十
二
届

师
范
生
教
学
技
能
竞
赛
学
前
组
决
赛
在
宁
波
教
育
学
院
举
行
。

来
自
十
三
所
高
校
的
三
十
五
名
选
手
，在
说
课
、儿
童
故
事
讲

演
、儿
童
歌
曲
弹
唱
、儿
童
舞
蹈
表
演
和
儿
童
故
事
绘
画
等
环

节
，展
现
了
精
湛
的
实
力
。
图
为
比
赛
现
场
。

（
本
报
通
讯
员

高

鹏

魏

琳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