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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苗儿

“上好课”是教师最朴素的愿望，

助力教师“上好课”是教研员最日常的

工作。但长期以来，我们着力打造好

课，却很少研究好课形成背后的持续、

严密、向纵深发展提升的策略，很少研

究教师的学习方式与好课的关系，致

使实践中的不少好课始终未能转化成

普通教师的日常课堂。

有什么力量能够撬动教师的课

堂变革？

为此，我们提出“改课促课改”的

教研主张，坚持好课与好教研的价值

导向，强调好课需要“坚持学生立场，

让学习真正发生，让学生学有所获”；

强调好教研需要“坚持教师立场，让研

究真正发生，让教师研有所得”；倡导

“基于学段、超越学段，基于学科、超越

学科”的学科教研视野和格局。

从2000年开始，我们一方面研究

好课的要素，一方面不断变革听评课

方式，撬动整个课堂教学研究活动的

转型，逐步将备课、上课、说课、听课

和评课融为一体，把听评课方式逐步

转型升级为“现场改课”教研，创建了

全体教师从理念更新到行为改进的

深度合作学习的机制，探索形成了

“三段十步”的改课支架。让所有参

与者共同经历和实践教学改进全过

程，突出“改”的过程，共同经历“好课

的诞生过程”，让一大批好课变得可

持续、可推广，为课堂教学研究提供

了一个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实

践操作体系。

同时，我们将新手教师、普通教师

和教研员、特级教师等专家教师“混

搭”组成教研共同体，针对课堂上出现

的问题，直接在活动现场不分年龄、教

龄、职称和职级相互改课，不断激发教

师参与教研的热情，促进每位教师教

学思想、情感和行为发生深刻的结构

性变化，甚至“倒逼名优教师归零再成

长”，将教研依靠的名优教师推上更上

层楼的境界，形成课堂变革、教研转型

和教师发展的耦合机制，提炼了基于

教师共同成长的“现场改课”范式。

如今，浙江的好课，以及形成好课

的教研主张与教研实践被广泛认同，

反映教研成果的《好课多磨——斯苗

儿“现场改课”理念与实践》和《好课

燎原——斯苗儿和她的教研故事》，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促进学习

真正发生的小学数学‘现场改课’教

研范式”获得2021年浙江省教学成果

奖特等奖。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刚才两位老师应该向袁老师学

习什么，你们能给点建议吗？”

“学袁老师自信的表现！”“上课

要多加一点乐趣。”“用温和的语句引

导我们。”……在最后一排 5 名“蹭

课”学生的眼里，浙江省小学数学特

级教师袁晓萍的示范课“简单易懂”

“生机勃勃”。他们给袁晓萍的课打

出了9分的高分，还调侃说“扣1分是

怕她骄傲”。

一句“你们的意见会影响下一节

课的同学在课堂上的幸福感”，让此前

刚上完一堂数学课的班级决定派代表

留下来再听一堂课。能有如此机会感

受多位教师从不同视角展开同一堂

课，学生们大呼过瘾，“这样的课堂以

后可以再多一点”。

然而，在台下就座的杭州市萧山

区闻堰小学全体数学教师，内心却忐

忑不安。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抽上讲

台的人会不会是自己，正在上的课什

么时候会被打断，又会被怎样修改。

他们“脸憋红”“手冰凉”，坦言这样的

现场改课让他们很紧张、很有压力，但

过后却成就感满满。

2月20日至21日，“现场改课”

教研范式现场展示活动走进杭州市

萧山区闻堰小学，浙江省教育厅教研

室小学数学教研员斯苗儿及其团队

的特级教师们参与磨课、手把手改

课、亲自上示范课，将闻堰小学全体

数学教师“卷入”一场聚焦“课”、看见

“人”的真教研。

从“说给你听”到“做给你看”
改课随时可能发生

对于六年级下册《百分数（二）》

这个单元，小学数学教师大都不陌

生，很多人甚至执教过多次。但就

是这堂熟悉的数学课，却让不少有

经验的教师也“翻了车”。

当拥有22年教龄的徐莉莉被抽上

台时，大家都觉得“这下稳了”。只见

她从容地走进学生中间，基于之前学

习的百分数知识，从单元视角将成数、

税率、利率与折扣通盘考虑，结合生活

场景，逐步聚焦这堂课的主题——折

扣，并以“八五折”为例，向学生阐述百

分数与折扣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看似流畅的

课堂被打断。“徐老师这样上课，你们

有意见吗？”斯苗儿既是对学生，也是

对徐莉莉说：“数学课不是讲出来的，

是要做出来的。”她让学生拿出练习

单，给上面的商品促销信息（打八五

折、折上折、买二送一、30%OFF）标上

题号，再选择自己想挑战的信息将之

编写成一道需要计算的问题并演算。

“如果这题由徐老师来编，她会怎么编

呢？”话筒再次回到徐莉莉手中，借着

编题目的契机，她巧妙地续上课程。

“不要在课堂导入上绕圈子，要简

洁，过分铺垫很可能打乱学生的思

维。”“课堂上不要太把自己当老师，你

跟学生的交流，要尝试跟学生建立情

感联系。”“给题目编号很重要，方便师

生间快速地表达和交流。”“不要想着

将两位特级教师的方法都糅到你的课

堂上，要选择适合自己、适合本班学生

的方法。”……一遍遍指出教师们上课

时存在的问题并指导修改，改到关键

处还会点名让名师、专家上台演示，甚

至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改课，活动还临

时取消了一堂名师示范课。

经过几轮手把手地改课与试讲，

教师们的底气和士气都被提振起来。

当大屏幕再次滚动起来，学生一声清

脆的“停”，仅有一年半教龄、平时任教

三年级的来晗瑾成为最后一名现场上

课的“幸运儿”。去掉复杂的导入铺

垫，来晗瑾按照改课时专家的建议，选

用学生最喜欢的购买冰墩墩的例子来

解释折扣的含义及其与百分数的关

系，在设计问题时兼顾到了更多学生，

课堂氛围活跃不少，授课效果也有了

显著改善。

从“混龄备课”到“抽签上课”
把每位教师“拖”下水

2月 20日中午，被充当临时“食

堂”的教室里，三四十份盒饭在等待中

渐渐没了热气。为了争分夺秒磨课、

改课，闻堰小学的数学教师们谁也没

注意到已经过了饭点。“原本大家只是

准备了自己所执教年级的单元教学方

案阐述，但昨天晚上10点，专家组通

知范围缩小到四、六两个年级，今天上

午把前期准备的单元教学方案阐述完

后，最终选定六年级的《百分数

（二）》。”下午被抽到阐述方案的肖红

老师说，因为自己从英语教师转岗，今

年任教三年级，从来没有教过四至六

年级，对六年级的课程不熟悉，但抽签

是不分年级随机抽的，这让她的忐忑

不减反增。

早在2月19日下午，斯苗儿团队

的部分专家就提前来到学校，带领闻

堰小学的教师们开启了第一轮单元教

学方案阐述。在听取专家意见后，40

余位教师分3组对方案进行了修改，

“像单元中‘成数’等

学生已经在生活中

掌握的知识就融入

关键课例中学习，

不单独讲解；而对

于‘折扣’这样的重

要知识点，就准备

了三四种不同的素

材，以满足学生多元

学习的需要。”肖红告

诉记者，要真正上好一堂

课，教案设计、课堂导入、材

料运用、语言表达等都很关键，

而“人人参与”的模式能更充分地调动

集体的智慧，让教学研究真实地发生。

对于这个月刚入职的新教师桂文

珍来说，现场改课的教研所碰撞出的

教学理念、教研思维、课堂风格等，不

啻一场头脑风暴。尽管“没想过自己

会被第一个抽中”，但真上台了，这位

报到才几天的新教师也没怯场，他的

课堂表现中，处处都有团队合作教研

的影子。

在闻堰小学教务主任张建松看

来，尽管斯苗儿团队带来的“踢馆式”

教研容易让部分教师下不了台，尤其

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和老教师，往往心

理负担会比较重，但这对学校教师整

体专业能力的提升却大有裨益。“经过

一年来的现场改课锻炼，数学组的教

师们专业成长很快，新教师能更快更

好地站稳讲台，老教师也能重新出发，

走出职业发展的‘高原期’。”张建松说。

从“好课多磨”到“好课燎原”
好教研催生好课堂

“理想中的教研终于看到了！舞

台不仅是特级教师的，也是入职才几

天的新教师的，虽然会‘出丑’，但经历

可贵，成长可见。”在同步直播的网络

平台上，全国近20万人次在线观摩了

这场精彩的现场改课活动，他们为“敢

玩”的闻堰小学点赞，也为“会玩”的斯

苗儿团队所折服。还有教师留言：“我

是一名英语老师，听这样的数学课也

听得津津有味。”

以往的常规教研活动，只是“少数

人独舞”，大多数教师没能深度参与，

过于强调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和教师的

个人风格，让教师们无法准确把握好

课的方向，仍停留在“让少数人上好少

数课”的层面。为此，斯苗儿团队改进

备课、上课、说课、听课、评课各环节，

突出“改”的过程，将普通教师、教研

员、名师、专家等组成教研共同体，用

“抽签+自荐+推荐”的方式激活教师

人人参与的机制，打造出“三段十步”

改课的教研支架，每一个环节上的变

化都足以改变课堂的呈现与生态。

“从名师引领到反哺、融合、共

生，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教师植入好的

基因，寻找共同价值观下的‘教无定

法’。”斯苗儿说，过去20多年来，团

队一直坚持做了3件事：组建“混搭”

的教研共同体、拟定以“课”为本的

研修思路、确立“学生立场”的好课

价值。在她看来，好的教研就是要

让多数人参与进来，通过变革听评

课方式，真正把一堂课当作麻雀来解

剖、研究，努力打磨出兼具人情味和

学科味的好课。

走进“活”现场做“真”教研
一堂好课是怎么“改”出来的

现场改课：让多数人上好多数课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刘乐平）2月 24日上午，我省

与教育部在京签署《教育部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推

进浙江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备忘

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袁家军，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浩见证备忘录签署。

签约前，省领导和教育部领导

举行了部省工作会商会。

袁家军对教育部长期以

来给予浙江省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浙江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基本情况。

他说，这些年来教育部积极支

持浙江教育改革先行先试，不

断健全完善部省会商机制，在

浙部署开展重要试点，支持我

省高等教育发展，支持推动我

省职业教育发展、义务教育

“双减”工作，有力推动了浙江

教育高质量发展。当前，浙江

正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教育对

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

起着根本性作用。我们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

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

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

光推动教育这一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的事业高质量

发展。希望省部双方以这次

备忘录签署为契机，勇担使

命、深化合作，特别是在浙江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打造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的战略支点、大力发展校园足

球等方面加强合作，努力打造

一批标志性成果，为全国教育

高质量发展、教育高水平现代

化提供省域范例。

怀进鹏指出，长期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将教育工作

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

移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绿色教育深入发展，对外开放

持续拓展，教育成果公平共享，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奠

定了扎实基础。怀进鹏表示，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

“国之大者”，善谋教育这一“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共同

富裕示范区建设及各项重大工作中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位置、更加突出位置。要不断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聚焦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深化

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着眼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加强卓越工程师和高级技能人才培养，加强教育

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实践的创新引领，加快实施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积极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构建终身学习体

系，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基础教育更加公平更

有质量，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力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

根据备忘录，教育部与我省将紧扣推动共同富裕和人

的全面发展，围绕基础教育优质均衡、普惠性人力资本全

面提升、高等教育高水平普及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开

展合作，共同推进浙江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作出示范，推进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高地、高素质人才高地、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

展高地建设，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教育评价改革、教育

数字化改革，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长三角教育协同

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贡献浙江力量。

省领导陈金彪、陈奕君，教育部领导孙尧、钟登华、

郑富芝出席部省工作会商会并见证签约，教育部领导宋德民、

省领导成岳冲代表双方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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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江教育年度
新闻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202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浙江涌现了不少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即日起，本

报启动2021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评选工作，欢迎读者

关注与投票。

经反复甄选，组委会共选出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

选人31名，并在今日第2版刊发相关简介。欢迎广大读

者登录微信公众号“浙江教育报”（zjjybwx）、“浙派教师”

（zpjiaoshi），积极参与，踊跃投票。严禁刷票行为，如有

发现取消评选资格。投票截止时间为2022年3月4日。

在读者投票基础上，将组织复评委、终评委进行评审，终评

委主任由省教育厅相关领导担任。最终评出浙江教育年

度新闻人物和年度影响力人物各10名。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评选活动此前已举办了16

届，通过发掘身边的典型，传递正能量，成为浙江教育

新闻宣传的一个品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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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课堂导入环节，浙江省小学
数学特级教师俞正强在给年轻教师
提出修改建议。

（本报记者 邵焕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