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家教育家2018年11月1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3版周刊

主编：吴绍芬 电话：010-82296743 编辑：解成君 010-82296732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群动力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群动力
□ 王 欢

“四环轮动”：农村小学校本研修新实践

“做好”“老师”重在达标，“做”

“好老师”强调立标，老师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呢？“四有”好老师标准的提

出，让教师有了标尺。我们常说，好

学生应该有温暖的心灵和聪明的大

脑；我们也一直在说，教师要让孩子

有能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让孩子心

有温度、行有智慧。那么，孩子的学

习、创新能力绝不能仅仅用成绩进行

评价，而应注重他们学习品质的锤

炼，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

做到挫而不败。

要培养这样的学生，我们必须拥

有一批优秀的教师。由此，我们必须

对教师的专业精神、专业能力、专业

态度、专业自觉等方面拟定教师的价

值标准，引领教师起到标杆作用。最

近，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这对培养一

大批优秀教师确实能起到很好的导

向与引领作用。

作为校长，我常常在思考，如何

让教师能够在教育教学中起到应有

的价值？如何在学校培养一批品德

高尚、具有科研能力、拥有学术影响

力并形成专业成果的教师？实践证

明，我们首先要强化领袖教师的专业

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让他们能够带

动教师专业共同体的发展，能在共同

体中一起定方向、定目标、定重点，深

层次推动教师群体的发展，推动教师

与学生的同频发展。

我们知道，现在的教育必须强调

群队，因为优秀的领袖教师更多的是

专业身份，需要打破过去教师各自隔

离、个体化的工作局面，营造出合作

的学校文化，并生成专业的学习共同

体，形成“领袖教师群”。因此，构建

动力群、激发群动力，学校可以让教

师在工作过程中互为领袖、相互追

随，从而形成多元群动、和谐共治的

教师队伍局面。

当然，要“做好”“老师”重在事

业，“做”“好老师”强调德业，尤其是

我们在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中，更

要强调教师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爱国文化的教育中起到表率作

用，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和

以德育德，要涵养教师的家国情怀，

自觉创生更多的优质资源，让更多的

学生受益。好老师还应有专业引领

能力，把责任当自觉、把职业当幸福，

要有潜心教书育人的能力、热爱教育

事业的定力。从事教育工作，我们要

有教育的激情，这样才有前进的方

向，在从教的道路上，才会一直充盈

无限的职业幸福感和个人成就感。

我总认为，一个好老师一定是热爱儿

童的，是热爱这个事业的，我们的幸

福才不受别的事情干扰，才能集合力

量更好打造出学校品质、教师品位和

学生品格。

综合来看，做好老师、办好教育，

必须重视以下几方面：

基于真实育人情景的专业赋权。

赋予教师专业决策权、选择权和发展

权，通过让教师对学校全方位教育的

解读，希望教师在工作和不断研究过

程中基于真实的场景。学生来到学

校，他们希望学校成为自己的乐园；教

师从学校毕业之后来到学校，是希望

带着职业热情，即使在日常工作中仍

然能够实现专业成长、专业发展和自

我价值的实现。我们要更多提倡教师

在真实育人场景中进行自觉的专业研

究，这样教师会在工作中不断地自觉

进修，成就自己的事业。

让教师有形象有目标。从国家层

面到学校内部，我们都有一批教师楷

模可以学习、借鉴。他们忠诚于党的

教育事业，全心全意投入到教育过程

中，他们常常对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

和理解，对学校教育和发展建设有更

系统的思考。我们要在一言一行中向

他们学习，发挥这些“种子”的作用。

细细想来，我们培养的一批学生，何尝

不是一粒粒种子；我们对学生的教育，

何尝不是陪伴种子茁壮成长的过程？

作为校长，同时作为教师，我希望这些

种子尽可能饱满，让他们带着好的基

因生根发芽，慢慢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让教师内涵生发。要想让教师有

好的发展，学校不能让教师成为被动

的改革者，而应让他们成为主动的变

革者。现在不少学校有许多服务学习

项目，可以通过发现、计划、行动、反

思、分享的过程，让学生在社会中真正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一种以

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责任和担当。当

然，为了促进教师的自觉行动，许多学

校设有学习共同体，每一个主题都包

含各学科门类，教师可以共同开发课

程，进行全过程研究等。这都是很好

的教育尝试和实践探索。

动力内生源于热爱，我们的教师

有信仰，教育就会有力量；教师如果

有担当，国家才有希望。我们期待在

做好老师、做好教育过程中，让我们

影响孩子、让孩子改变世界。

（作者系北京市史家教育集团校长）

提高农村小学教学质量，关键在

教师。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化繁为

简，提高效能，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搭

建舞台？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镇东

小学通过长期探索与实践，构建了校

本研修“四环轮动”基本模式，初步形

成一支名师名校长、骨干教师、教坛

新秀为梯队的优秀教师队伍。

在每学期初，学校以谈话、问卷等

形式征集教师意见，了解培训需求，制

订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落实授课

教师，组织研训实施；进行自我小结，

做好期末评价。整个过程由校长室规

划，师训处负责实施，教导处和教研组

负责落实。具体环节包括：

课题引领环节。每学期初，学校

负责人以课题为引领，解读《小班化

课堂教学目标引领模式的实践与研

究》的重点，各教研组紧紧围绕学校

课题，针对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困惑开展相关子课题的研究，如语文

教研组、品德教研组、英语教研组都

根据学科特点承担课题教研任务。

理论提升环节。学校以师德专

题、教学理论和理念、专业知识、专业

能力为基本框架，以教师读书活动、专

家讲座、教师论坛为基本形式，提高教

师境界修为，将理论知识内化为教学

智慧。以读书活动为例，学校制订读

书计划，校长、教研组长推荐好书，教

师菜单式选书，专人采购，放假前将书

发到每位教师手中，提供统一的摘录

本。教师完成一定数量、质量的读书

摘记、撰写读后感，学期初组织分组交

流、校级交流、评奖和编辑成册。

课堂实践环节。课堂实践以目

标教学为导向，以课题研究为引领，

以教研组为单位，通过“集体备课、一

人试教、教后反思、课堂重构、总结提

炼”五个步骤展开。让教师总结得

失、提炼方法、积累经验、内化智慧。

总结提高环节。教师对一学期

参加研修情况进行回顾，总结得失，

进行自我反思，整理研修记录，撰写

研修总结，提出下阶段的研修目标，

对学校校本研修提出建设性意见。

第二轮结束时再回头看，形成书面总

结，内生新的学习需求。

总体来看，“四环轮动”模式针对

问题、需求、发展，体现目标指向化特

点。校本研修从教学问题出发，通过

课题研究、课堂实践提高教师专业技

能。研修活动指向课堂，通过自我反

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提高课堂引

领水平，高效达成教学目标，促进师

生共同发展。

“四环轮动”模式融合教学、教

研、科研，体现形式一体化特点。校

本研修推动教师读专著、学理论、搞

教研，提升课堂教学水平，促进反思

内化，使教研训连为一体，有效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

“四环轮动”模式覆盖师德、知识、

技能，体现内容多样化特点。师德高

度决定教师职业高度。以读书活动为

载体，教师与名师名家心灵对话，坚定

教育理想信念。课堂实践通过同课异

构、一课双磨等形式提升教学技能。

专题类培训拓展了教师的知识与技

能，一类是教学基本功，如简笔画、三

笔字、微课制作、视频制作等；一类是

通用技能，如心理辅导、意外伤害处

理、法律知识与案例、教育时政、环保、

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

“四环轮动”模式依靠教师、同伴、

专家，体现角色多元化特点。教师、同

伴、专家共同参与，凝聚合力。教师在

研修过程中不断学习、实践、内省；教

师通过教研组同伴、校外结对同行之

间的交流、研讨，进行思维碰撞、方法

切磋、技能提高；学校邀请专家、省教

研员、市名特教师来校讲座、听课，把

脉课堂教学，引领教师开拓创新。

目前，“四环轮动”模式辐射到全

省乃至全国。学校已与浙江省教研

室附属小学结对，每学期开展同课异

构活动，聆听专家讲座。学校还想方

设法创造机会让更多教师赴东北师

大、南京、杭州等省内外参加各类培

训，参训教师梳理收获，共享成果。

实践证明，“校本研修”要因地制

宜、改革创新，方能更好地为师生发

展服务。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慈溪市逍林

镇镇东小学，黄君宽系校长）

晒校赋

屈子故里，巴陵形胜。泱泱学

府，百年名校。枕幕岭，卧长河，延

莼湖，连湘鄂。钟灵毓秀，厚德兴

教者皆四海圣儒。人杰地灵，臻善

笃学者乃八方才俊。山孕其庠，水

润其序。漫溯校史，渊远流长。

道光之初，先有徐公凤喈之雅

望，招生徒，授官课，创莼湖书院，筑

文教之底蕴。光绪之末，后继吴氏凤

笙之懿范，督教风，释疑难，编《獬录

宣讲》，开公学之先风。戊辰新初，沾

书院之惠泽，选址陆城，始建“公

学”。辛末继末，延儒教之余风，迁府

长安，更曰“县中”。又值戊戌，国教

兴盛，“三阶”初分，正名“一中”。

历尽沧桑，荣光共鉴。处闹市

而唱儒风，傍长河而开画卷。师者

潜心授教，春风化雨;生者致志求

学，含英咀华。教学相济，同育英

才万千；桃李并植，共营春色满

园。前者胡氏劲松，荣登省理状

元；后者华氏明哲，喜获“五四”金

奖。才俊辈出，喜报频传。名校雅

范，誉满湘城。

欣逢盛世，校址三迁，旧貌新

颜，如换人间。

亭台隽秀，彰历史之古韵；楼

宇崔巍，展时代之新风；赛场鼎沸，

显青春之活力；花团锦簇，寓前景

之通达。

鼎新谋变，追求卓越。以“自强

不息”为训，以“厚德笃学”为导。明

德修身，弘先哲之神韵；知行立品，

树文明之新风。放目校园，惬意顿

生：至真至善，均乃湘北之宝树，俊

秀俊彦，俱为莼湖之幽兰。

培沃土以树桃李，载梧桐以引

凤凰，垂校史以荫后人，立碣碑以

勖来者。伟哉一中，谱九歌以记

之！壮哉一中，传千秋以颂之！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临湘市第

一中学）

激活教师发展内动

力，是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关键所

在。学校要重视教师专

业发展的动力群构建、

群动力激发，进行生动

的教育实践。

校长观察

教育家成长需要自
主发展与社会培养

内江师范学院教授吴忠才在第

9期《内江科技》撰文认为：教育家成

长离不开积淀情感、建立意识、批判

自我、坚守信念、注重总结等实践要

素支持。真正的教育家是把自己生

命寄予教育，把教育视为终身的追

求。每个教育者应树立成为教育家

的意识，形成教育家应有的品格和精

神。教育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自

身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并坚持

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浮躁、功利的

社会环境下“甘为人梯”，乐于奉献，

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教育

家注重总结提炼，系统梳理自己的实

践经验，提升对教育实践的理性认

识，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思想等。

总之，教育家成长是一个长期

的自主发展与社会培养相结合、共

同作用的过程。政府应推进现代学

校制度建设，营造宽松的学术思想

环境；学校方面应健全学校管理体

制，优化教师成长环境；教师个体方

面应坚守职业信仰，在教育实践中

实现自我价值。

让“草根教育家”脱
颖而出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副校长王永保在第3期《教

育探索》撰文指出：为了成就更多

的草根教育家，“尊重教育规律”是

教师成长的保障，“爱岗敬业”是教

师成长的道德基础，“公共讨论”是

教师成长的文化基础，“思想市场”

是教师成长的研究基础。除此之

外，还应构建“以研修促发展”的教

师培养生态，发挥“教研组”在教师

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勿让“模式化”

制约教师的个性发展，建立有效的

草根教育家从教保障机制，鼓励草

根教育家由优秀走向卓越。

观点

教育家影像

1916 年 7 月，吴有训毕业于江西

省立第二中学，报考了中国最早成立

的四大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进

入学校的理化部学习。吴有训上大

学三年级时，恰逢获美国哈佛大学博

士学位的胡刚复归国前来任教。胡

刚复可以说是我国最早从事 X 射线

研究的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吴有训就是在他的引导下得以接触

到X射线有关的基础知识，并由此逐

渐培养起对 X 射线研究的浓厚兴

趣。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吴

有训在中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于

1921 年参加了江西省赴美国官费留

学生考试，结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后来，吴有训进入芝加哥大学物

理系学习，成为物理学家康普顿的研

究生，专门从事 X 射线问题的研究。

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 7种

物质的 X 射线散射曲线，证明“康普

顿效应”的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

他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

学位。近而立之年的吴有训，经过 5

年一流大学科学研究的训练，已经成

为一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工作者，这

时他有一个最大心愿就是报效祖

国。1926 年 10 月初，吴有训打点行

装，婉谢康普顿的极力挽留，踏上了

归途，而康普顿则在1927年因为这项

工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现代物理学史上，康普顿效应

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吴有

训在效应的发现和实验验证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从来都

未将自己与康普顿相提并论，认为自

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科学家的

谦虚品格和坦荡胸怀。而康普顿作

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

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

献，在自己的多部著作和多种场合都

不断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自己

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说道：吴有训是

他平生得意的学生之一。

回国后，吴有训辗转任教于江西

大学、大同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

学）和清华大学，不仅为我国培养了

大批优秀物理人才，而且为后辈留下

了许多宝贵的物理教学经验。

吴有训在物理教学中有几个显

著的特点：一是注重基本概念，启发

学生从一些简单的事实中领悟出深

刻道理；二是提倡自己动手，重视培

养学生的实验技能；三是鼓励自学，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四是重视拓

宽学生的知识面，鼓励学生适当选

修外系课程。他还强调教师不能脱

离科学研究前沿，并且身体力行，边

教书边做研究工作，这样教学就会

有丰富的新内容。他也十分重视对

外交流，鼓励本系教师到其他系甚

至外校去兼课，他本人就曾在北京

大学兼过课，同时也注意邀请外系、

外校的学者来本系、本校讲学。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 年吴有训曾

邀请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物理学

家狄拉克来华讲学。狄拉克于当年

7 月到达北京，在清华大学做了 3 天

的学术访问，针对正电子有关问题

发表演讲，这是当时国际物理学界

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此外，丹麦的

物理学大师玻尔于 1937 年初到中国

访问时，也应吴有训邀请在清华大

学作学术报告。这些交流活动无疑

使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师生开阔了眼

界，也给科研和教学活动增添了新

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一直任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对中国科学院的建

设以及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建院初期，他对调整和充实

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力量倾注了大量

心血。他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也

关心新兴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

研究应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

务。在制定 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时，吴有训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倡议

并参加拟订加速发展新技术的紧急

措施，为我国半导体、自动化、电子

学、计算机等技术做了很多工作。他

十分重视人才培养，非常关心青年科

学家的成长。他是科学院研究生委

员会主任，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亲

自过问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创建后，他常到学校讲授

普通物理等基础课程。他还非常关

心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并教导后

人一定要有认真科学的态度。1977

年 10月，就在他逝世前一个月，有位

研究物理学史的学者去看望他，吴有

训对这位学者谈到了关于如何评价

玻尔、海森伯等物理学家，以及如何

评价哥本哈根学派的问题。吴有训

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这些物理学巨匠

的科学成就，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应

当加以研究分析，不要只是一味批

判。吴有训还特别谈到了玻尔的人

品，认为他的确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科

学家，并且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友

情，在评价这样的科学家时，切忌片

面和简单化，而要实事求是。

“吴有训的工作实开中国物理学

研究之先河”“吴有训是近代中国科

学史上一个模范的科学家”“他不仅

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

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科学研究的组织

者”……吴有训获得的这些美誉，当

之无愧，也启发后人泽被后世。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

吴有训：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拓者
□ 赵成昌

治校方略

□ 黄君宽 岑高峰

湖南省临湘市
第一中学校赋

□ 李旭焰吴有训（1897～1977），中

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江西高

安人。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著有《吴有训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