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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课改人的共识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一个人仰望多少次，才能看清星空？这

曾经是一个“天问”。

一位教育者需要走过多少年，才能真正

看见孩子？这需要不断自我追问。

一个县域的课改人需要坚持课改多少

年，才能因为课改心照不宣？这不需要追问，

记者走进的河南范县已经给出了答案。

9年前，刚刚上任的范县教育局局长黄守月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以改课推进课改”的

新经验——高效课堂，于是，他们便开启了9年

如一日的课改之旅。不是每个人从一开始就知

道要走向哪里，课改的前方一切是未知的。但

黄守月坚信的课改逻辑是，不能等一切条件都

具备了再去做，要先行动起来，然后在行动中不

断完善。是的，课改是做的哲学，不是因为看见

希望了才去做，而是坚持做了才能看见希望，坐

而论道永远无法抵达课改的彼岸。

作为教师，在做教育这件事上，每一位教

师都有N条路径可以选择，但范县教育人已

经高度认同——课改是一个形成高度共识的

选择。在范县教育系统，校长懂得局长的方

向，教师懂得校长的方向，学生和家长懂得教

师的方向，于是，沿着同样的方向，课改的能

见度在9年如一日的行动中不断增加。

记者在与当地的校长教师座谈时发现，

大家都是同频的，关于为什么要课改？课改

要往哪里去？我现在正处在哪里？怎样去往

那里？从教育局长到一线教师都有一个清晰

的路线图。

课改的每一个阶段都在遭遇不同的问

题，初级阶段要破解的问题与课改中期面临

的问题都是不同的。但是，范县教育人从来

不掩盖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就可能被问题

解决。”这是范县教育人达成的又一共识。课

改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跃升的，

我们不能被问题蒙住最前方的灯塔。

我们常说，课改不仅需要火把，还需要

灯塔。火把照亮的是脚下的路，是要解决当

下的问题，灯塔照亮的是远方的路，是要关

注更长远的问题。然而，无论是火把还是灯

塔，都是为了更好地看见孩子，看见教育中

的人和事。

“课堂是全面育人的主阵地”“课堂是练习

各种习惯的田野，是学生大胆试错的田野。”范

县教育局锁定课堂改革，以改课推进课改，首

先引导教师在课堂上看见每一个学生。

高码头一中的课堂鼓励学生敢于展示不

完美。在校长袁道忠看来，展示不顺畅才是真

实的学习，教师才可能了解真实的学情。他倡

导师生在课堂上过一种幸福完整的生活。

范县第二实验小学是高效课堂改革的最

大受益者之一。从这所学校里走出了 10 多

位名师，特级教师于秋存是学校的教学副校

长，遇到出差的时候，她从来不用找同事代

课，因为学生早已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通过践行高效课堂，于秋存看见了自己的突

破，也看见了孩子们的成长。

看见学生需要坚守一种儿童立场。范县

第三小学是一所新建学校，校长白秀娟一直

坚守儿童立场，用心与孩子交往，努力看见每

一个孩子。每天早晨，白秀娟就会早早来到

学校，站在校门口微笑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

来。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他们经过了精心创

意。一年级的新生进入小学时，都会收到一

个精美的小礼盒，里面是奶糖，让孩子们步入

小学的第一天感受到小学的味道是甜的。“让

每个遇到我的孩子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是白秀娟的幸福宣言。她用“唯美教育”理

念，努力把第三小学经营成孩子们的乐园。

如果说，9 年前课改需要教育局不断引

导，甚至通过评价推动的话，那么，今天范县

课改人已经产生了一种精神力量。这一精神

力量是在9年的坚守与实践中产生的。

这一切源于一位有梦想的局长，一批真

正觉醒的校长和教师。

范县的课改能见度之高，再一次印证了

共识力就是生产力。

在莘庄镇水利希望小学，每个班级都是

一所微型学校。班主任是校长，几个组为平

行班级，并实现责任下移，权力下放，充分授

权给学生队长、组长、班长。教师由知识传授

者转变为组织者、管理者、引导者、督导者、评

价者。

该校的课改有3项前置：一是学期预习前

置。学期末布置下一学期预习任务，利用寒

暑假进行师生共备课。二是单元预习前置。

周末根据下周学习任务，利用网络做好预习、

备课。三是每日预习前置。每天放学后根据

第二天学习内容，做好导学案或预习提纲。

让学生参加学校教研，是学校一个创

新。教师赛课时，每班至少一名学生听课，并

参与评课。

每学期开始，学校都会检查一项特殊的

“作业”，即检查6个笔记本。

一是预习本。学习新课前，学生按照预

习要求在预习本上做好预习。预习就是晚上

的家庭作业。第二天早上，教师会随机抽取

一个组的预习本和各个组长的预习本进行批

改，既了解全班学生的预习情况，又让组长按

标准批改组员的预习本。这样，全班的预习

本都能得到及时的检查、批改。

二是纠错本。纠错的范围涵盖学习的方

方面面，纠错本由组长检查批改，大组长批改

小组长，小组长批改组员。每整理一次错题

都要求组员主动找组长检查、批改，教师要不

定期抽取小组的纠错本进行检查。纠错本要

经常翻阅、温习，而不是弃之一边。

三是出题本。每个组的同桌即为对子，

对子相互出题，出题必须建立在了解对子知

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可参考纠错本)。每天

下午最后一节课，对子之间相互出题，一两道

题即可。出题本要交给组长检查，教师也会

不定期抽查。

四是读书笔记。读书笔记要求学生把每节

课中的好词、好句以及在阅读课外书中的好词

好句摘抄在读书笔记上。同时，每读一本课外

书要写一篇读后感，每篇不少于两页，对子相互

检查。

五是练字本。每天中午上课前是练字时

间，学生写完后同桌相互批改、写批语。书写不

认真的要点名提醒，并要求重写。组长抽查对

子相互批改情况。

六是日记本。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写日

记，把当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有意义的事

情、印象深刻的事情记录在日记本上。与预

习本一样，教师要检查所有组长的日记本，抽

查一个组的日记本，其余的由组长检查。

（上接14版）

“课前、课中、课后都有口号，喊的不仅

是口号，更是课改的激情与自信。”钱樊姜小

学校长陈修杰告诉记者，学校积极打造帮扶

课堂，构建思维导图绘本教学。通过课改，

学校发展了，综合考评每年都是乡镇第一；

教师发展了，教师多次受邀请到兄弟县区上

示范课；学生发展了，帮扶使学生发现了自

身价值。

不仅如此，在魏连珠的倡导下，白衣阁乡

的每所小学都开辟了种植园，校园既是花园，

也是果园、菜园，不仅凸显了乡村学校的特

色，还加深了学生与自然的连接，培养了劳动

能力。

白衣阁乡东吴庄小学教师焦轶颖自2012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毕业班语文教学

和班主任工作。每接手一个班级，她都和学

生一起写日记，并针对日记内容写不同的评

语，日记成为她走进学生心灵的工具。

焦轶颖将学生两人一组结成帮扶对子，

既有互补式对子，也有辅助式对子，还有监督

式对子。这种方式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兵

教兵，生帮生，并评出帮扶之星、卫生之星、书

写之星、诵读之星、劳动之星等在校园内展

示，让每个孩子都变得积极主动，体验到学习

的乐趣。

“课改让农村孩子自主发展，阳光自信；

读书让农村孩子生成思想，独立自主。”范县

教研室副主任王树宏总结说。

濮城中心小学通过强化阅读，促进留守

儿童精神成长。该校教师宋长青以一个留守

儿童精神成长为蓝本，带领学生创编的情景

剧《爱在路上》，不仅唤醒了演出、观看的众多

学生，还为解决留守儿童精神成长问题创新

了抓手。

白衣阁乡杏子铺小学共有180名学生，但

上学期末颁发证书、奖状 300 多张，不仅奖学

生，而且奖家长，优秀家长的姓名和照片全部

在最显著的位置上墙公布。

为破解“5+2=0”的教育困境，杏子铺小学

校长柴亚伟将帮扶的理念从学校搬到了村

子，实施校外帮扶的家校合作，小组成员不受

年级和班级的限制，小组人数不定，家长和学

生轮流当教师、值班人，共同负责监督、解决

问题，周一上交“周末帮扶学习记录表”。

在此基础上，学校与村委会联合举办卓

越家长培训班，引导家长认识不懂教育的危

害、教育孩子的艺术，如何与孩子进行沟通、

如何与学校保持一致……并组建优秀家长讲

师团，不仅向家长讲解教子经验，而且向村民

报告孝敬老人的事迹，向村民传递正能量，提

升村民文明素养。

杏子铺小学也因此被评为“河南省卓越

型家长学校”“河南省优秀家长学校”，走在

了“让乡村学校成为乡村文明策源地”的光

芒路上。

范县课改创新了什么范县课改创新了什么

辛庄镇水利希望小学

“3前置6小本”蝶变学校

创新成果①

微信公众平台。学校微信公众平台每天

坚持推送两篇的节奏，保证文辞优美，追求新

闻时效，特别是每周末要有一周要闻回顾。

学校微信的传播量和影响度已达到较高水

平。仅 2017 年，搜狐公众平台转载学校微信

平台的文章就有近600篇（次），其他各种媒体

转载也接近400篇（次），甚至有的文章点击量

超过万次，已经成为范县教育的一道风景线。

网上阅卷平台。学校依托县教研室智学

网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云”系统，逐步开展大

数据分析应用，推动测试工作逐步迈向自动化

和数字化。利用教育评估云平台进行网上组

卷、阅卷，实现了信息化背景下的命题组卷、考

务管理、评测分析，大大提升了考试工作效

率。大数据精准分析，及时发现教学、学习的

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与辅导，从而

提高了学习效率，减轻了学习负担。

平安校园平台。学校建立了一整套平安

出入系统，每一个学生在出入校园时，都会自

觉在读卡器上刷一下自己的校园卡，这时学

生的出入信息就会及时发送到家长手机上，

再也不会有学生随便逃学或者是迟到、早退

的情况。在人员管理方面，平台与校园一卡

通、住宿管理等信息系统对接，使用符合学校

数字化校园建设要求的信息标准和技术规

范，统计所有人员出入信息，平台自动生成需

要的统计数据，并推送邮件至学校政教处管

理人员。学校政教处可以随时对每个班级、

每个学生进行抽查和统计，完成了原来人工

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教学电视平台。依托电子白板系统和录

播室系统，学校搭建了教学和校园电视平

台。在播放室内，所有的发布都可以通过网

络系统即时传送到各个教室。作为教学平

台，任何一位教师在录播室上课，全校所有教

室都能实时收看，在教育教学和教科研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手机同屏”技术的

运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准。

手机同屏，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让手

机上所显示的内容同步投射到大屏幕上。这

就摆脱了电脑和鼠标的限制，极大方便了教

师的操作，一部智能手机在手，教师可以自由

徜徉在班级和学生之间，每一个小组、每一个

学生的表现，都可以随时拍照，根据课堂需要

实时展示。

微课库平台。学校组织一批业务能力突

出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成立微课团队，定期开

展关于如何制作微课、如何使用微课等教研

活动。截至目前，学校已录制了 200 节微课，

教学时长近 1500 分钟，涵盖了初中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生物等学科。微

课通过微信、微信公众号、QQ空间、博客等推

送给学生，让学生有选择性地观看，初步实现

了“点餐式”学习。

范县第二初中

5大平台重塑教育

创新成果②

学校的晨训，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都

有非凡意义。师生在晨训过程中，既总结前

一天的不足，又对新一天做好安排，提出

希望。

晨训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 6:30—

6:40，全体学生及班主任在早上6:30准时在学

校主席台前集合。晨训结束后由各班级依次

带回教室，并做经验分享。

晨训内容主要有：晨训主持人对前一天

学生在校各方面情况进行总结；每天国学经

典领读员带领全体师生诵读经典，向经典致

敬；学生自管会成员上台公布前一天各个班

级在学习、卫生、纪律等各方面的得分，对表

现较好的班级提出表扬，对表现较差的班级

提出批评……最后由学生副校长或校长做

总结发言。

自从学校开展晨训活动，学生自律意识

大大增强，犯错误现象明显减少。虽然只有

短短 10 分钟，却开启了学生进行自我管理的

大门，师生受益匪浅。

学校开发的暮省课程，对学生非智力因

素的培养很有价值，以下是七（3）班暮省课例

的片段：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环节——

畅所欲言：想我所想，说我所说。

学生依次进行我点赞、我监督、我建议环

节，同时记分员给予计分。

我点赞环节：

丁爽：今天中午在餐厅吃饭时，乔红艳主

动为同学打饭，我为乔红艳点赞。

袁建：数学课上，牛恩全帮助我解决疑难

问题，我为牛恩全点赞。

王赢甲：我的凳子坏了，杨贵喜主动为我

修凳子，我为他点赞。

……

主持人：乔红艳、牛恩全、杨贵喜助人为

乐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我给他们口头鼓励

……

我监督环节：

范梦琪：生物课上范子豪和高婷说话，影

响其他同学学习，请注意改正。

（范子豪和高婷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愿

意改正）

我建议环节：

主持人：七（3）班是我家，我们要爱护她，

请大家出谋划策让我们的班级更美好。

范亚萍：垃圾不落地，七（3）更美丽。我

建议每位同学准备一个方便袋，把垃圾放在

垃圾袋里。

王灿：英语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有些难，我

建议采用一帮一的方法进行学习。

王鑫：本次月考我们班语文、数学、外语

成绩特别好，但是其他科目不太好，我建议大

家在兼顾语数外的同时，在其他科目上狠下

功夫。

主持人请班长进行总结……

最后，主持人带领同学集体宣誓：我是

高码头一中人，我热爱我们的集体，我珍惜

学校的荣誉，我对得起学校的培养，我要成

为祖国的栋梁，求真、向善、尚美、笃行，我

相信我能行，我一定能行，我努力，我一定

成功！

高码头一中

晨训暮省唤醒师生

创新成果③

记者手记

范县课改示范了什么

9 年课改让范县教育创

生了一批创新性成果。我们

以范县第二初中、辛庄镇水

利希望小学、高码头一中3所

学校为窗口，管窥创新成果

背后范县教育人的创新精神

与课改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