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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写作、赛课、晒课

湖南省嘉禾县：教师这样过“教研节”
□通讯员 雷纯生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20年4月29日新闻新闻

“有爱，就有希望”抗疫童书
版权及绘画作品征集活动
启动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4月23

日第25个世界读书日期间，由中国

出版协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等多家单位主办的“有爱，就有

希望”抗疫童书版权及绘画作品征

集活动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主办

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帮助各国少

年儿童了解新冠病毒疫情及其防控

措施，引导少年儿童关注地球与生

命，关注气候变化，理解生物多样

性，促进多元文化相互了解，进一步

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

活动期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高洪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

轩、金波等纷纷捐出了自己最新作

品的图书电子版权，免费供全球少

年儿童在线上阅读。

西班牙著名插画家哈维尔·萨巴

拉，俄罗斯功勋画家、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副主席安娜斯塔西亚·阿卡普瓦

等多名国际知名作家和插画家也通

过留言、创作等形式支持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部分

学校共同助力。国家图书馆少年

儿童馆馆长王志庚表示，接下来将

和全国的出版社、少儿图书馆联合

起来，尽可能多地组织各地少年儿

童参与征稿比赛，并举办绘画作品

展览和巡展活动，让这次活动最大

限度惠及少年儿童读者和家长。

《小学语文古诗词新唱》出版

本报讯（记者 金锐） 日前，

《小学语文古诗词新唱》《用音乐学

古诗》由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

社、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以电

子、数字、图书形式出版。此次出

版的 75 首古诗词歌曲系统地将目

前小学语文课标中的历代古诗词

进行谱曲并组织演唱录制。据悉，

75 首古诗词由我国著名翻译家许

渊冲翻译成英文，画家仇立权进行

插图绘制，作曲则选择了音乐人刘

尊的作曲版本。

刘尊说，音乐编配采用中国传

统的乐器和元素，结合现代音乐的

节奏和理念，使75首古诗词歌曲既

不失古韵又具有时代感。

小学语文古诗词与音乐演唱

形式的结合，使古诗词学习和传承

更 加 具 有 趣 味 性、艺 术 性、娱 乐

性。学生在歌声中学会古诗词的

同时，也提高了音乐素养和综合素

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践行方式。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通过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疫

情数据统计图，你们发现了什么信

息”“这是我们敬仰的医护人员，我们

将通过第四单元所学的人物描写法，

为 心 中 的 英 雄 来 一 次 文 字 肖 像

画”……日前，在温州大学城附属学

校的每个教室内，都传出了与疫情相

关的讨论话题，原来这是一场别开生

面的“开学第一课”。

在疫情趋于稳定，小学开学之际，

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温州大学城附

属学校教研组决定以全员、全学科、全

课堂的方式共创开学第一课。这堂特

殊的第一课不再局限于思想品德教

育，而是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科

学、体育、美术、音乐七大学科，突破节

次、空间、时间的限制，以多种学科为

载体，将知识与人文精神相融合，达成

育人目标。各学科围绕疫情的相关知

识，结合学科特性，融入新授知识，将

“防疫方法、英雄事迹、战士精神”等内

容整合进学科教学。

以四五年级语文、美术学科为

例。语文学科通过口语交际、习作板

块、单元要素作为切入点聊英雄、写

英雄、诵英雄。各班教师挑选不同单

元内容，以疫情为主线整合教学。四

年级第一单元习作《我的乐园》以宅

家时光为载体，让学生交流描写特殊

时期的“宅快乐”；第二单元口语交际

说新闻，让学生谈谈国内外疫情时

事，新闻小主播播报热点新闻，小评

论家点评当前局势；第三单元诗歌主

题，教师与孩子共读抗疫诗歌，共品

抗疫诗情，共创抗疫童诗。

美术学科以海报、剪贴画为媒介

开展疫情教育。五年级《左邻右舍隔

空不隔爱》剪贴画课引导学生回忆疫

情期间，大家自我隔离在家时邻里之

间是怎么互帮互助的。通过剪贴画

的方法创作作品，学习剪贴画技巧的

同时表现了疫情期间人们乐观、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

此外，数学课通过统计图作为切

入点，科学课通过了解人体免疫系统

作为切入点，音乐学科以“洗手操歌

舞剧”为学习载体，体育课则以“保

持距离玩体育游戏”宣讲体育健康

卫生……每个教师基于学科，不脱离

学科知识，注重学习活动的展开，注

重孩子核心能力的生长。开学第一

课被各学科赋予了新的意义与生命。

“数学来源于生活，而当下疫情

中的病患数据正牵动着所有人的

心。”数学骨干教师陈洁认为，学生基

于已有知识经验，学会制作统计图表

并逐步分析数据，学会初步预测，思

考相应决策，在数学思维的头脑风暴

中引发学生对疫情的认识。“数学文

化来源于生活，反哺于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开学第一课需要感性，也

需要理性。”陈洁说。

“此次全员、全学科参与开学第

一课是学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学

科教学与疫情教育相融合的见证。

不刻意夸大疫情教育，不偏离学科教

育的根本，在这特殊的时刻里，挖掘

出特殊的育人价值，让开学第一课成

为值得回味的时刻。”温州大学城附

属学校校长、特级教师陈加仓说。

“读一本书、写一篇反思、做一次家

访……给自己充电，为教育赋能。”这是

湖南省嘉禾县龙潭中学校长曹小红春节

前致全校教师的“新年寄语”，这样的要

求也是该校开展“教研节”的要求。

教研节是嘉禾县教育人的一个特

殊节日——从2018年开始每年举办一

届，目前已经举办了两届。教研节不

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开展，按照“启动仪

式—活动开展—总结表彰”的流程，整

个过程要历时一年。

为什么要举办教研节？“通过正面

牵动、反面触动，整体推动、示范带动，

考评驱动、奖励触动等方式，促进学校

规范办学，激励教师专业成长！”嘉禾

县教育局局长李志雄说。

开放日，报与桃花一处开

“开放校园，阳光办学”，各学校每

学期搞一次“开放日”活动是教研节的

规定动作。

为了迎接开放日，各学校自上而下

在行动，从环境卫生的打扫、宣传栏的

更新、教室内外的布置到课堂教学的设

计等，人人各尽其责，个个亲力亲为。

去年，珠泉完小把开放日改成了开

放周，邀请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

生家长进校园参观学生书画展、观摩课

堂常规课、旁听集体备课讨论……校长

曾伍雄坦言，“开放周就像一场大考，自

信源于日常的规范管理”。学校对家长

提出的“建立学生行为负面清单，构建

家校协商惩戒机制”等建议，得到了学

校的采纳落实。

去年开放日当天，嘉禾三中一下来

了800个家长，学校引导家长随心走、随

意看、随便问。家长关心最多的是学生食

堂，部分家长自愿留下来品尝学生餐，切

身体验饭菜的质量。学校的“敏感区域”

在阳光下公开，提高了学校的公信力。

城关中心校的开放日主题是“关

注课堂，聚焦提效”。家长走进课堂听

课，然后给科任教师出具满意度测评

结果。校长胡久文表示，教师很在意

家长的评价，上课特别走心。开放日

之后，教师还这么走心吗？胡久文给

出的答案是：“开放日不是走秀日，今

天所表现的状态将常态化。”

“教研节正在触动装睡的人。”嘉

禾五中校长李勋华举例说，该校的一

名英语教师雷娟（化名）由于课堂教学

不受学生喜欢，家长颇有微词。面对

即将开放的课堂，她“怯场”了。学校

根据雷娟的个人意愿，让她停课一个

月，安排她跟班学习。在停课的一个

月里，雷娟听课、反思、试教，不敢有半

点懈怠。当她再次走向属于自己的讲

台，全班学生给了她80%的满意率。

“家校共建，就要接受社会的监督，

倒逼学校抓好教育教学管理。学校从面

子到里子都要被检视。”嘉禾县教育局副

局长王伍英道出了设置开放日的初衷。

读书日，腹有诗书气自华

嘉禾县“拒绝平庸，追求卓越”的

读书活动，同样在教研节期间开展得

风生水起。

群英学校把教师读书与亲子阅读

结合起来，每学期都会表彰一批喜欢

读书的家长，向他们赠送诸如《孩子你

慢慢来》等家长必读的好书。“不读书

的校长不睿智，不读书的老师不称职，

不读书的学生不充实，不读书的家长

不儒雅。”在“书香校园·亲子阅读”交

流座谈会上，校长王丽华说。

在嘉禾县，教师阅读是生活时尚，

更是专业成长的心路历程。

如何给教师充电？嘉禾县启动了

“局长荐学”这块“电源”。2019 年，县

教育局花费60万元采购《新学校十讲》

《我的教育理想》《不做教书匠》等一大

批教育类图书赠送给校长和教师。嘉

禾县各中小学校通过开展读书心得分

享会、理论与实践征文活动等，掀起了

读书热。

龙潭中心校校长彭华军对喜欢读

书的教师给予“特别对待”，不仅采购

了《回到教育原点》等10本书赠给每名

教师品读，还作出了教师个人选购教

育教学论著可以报销50%的决定。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读书

促使我们要把概念变成信念，把理想变

为思想，把冲动变作行动。教学相长，

我们一直在路上。”这是嘉禾一中校长

唐圣锋在阅读《我的教育理想》时留下

的批注。

赛课日，枝间时见子初成

“晒课”与“赛课”，是教研节的重

头戏。

嘉禾县教育局要求每一名教师每

学期录制一堂常态课，上传到网络平

台，并让授课人跳出课堂审视自己的

上课状态。每学期，县教科院组织评

审团队对上传的课堂给予“星级评

价”。“如此晒课，教师上课谁也不敢得

过且过、敷衍塞责了。”这是石桥镇中

心校教师袁建华的感言。

赛课分为“教研联盟常态课展示”

和“全县优质课展示”两个层面。由于

赛课与学分、绩效、评优紧密挂钩，教师

的参与度达到了85%。在赛课过程中，

听课教师积极参与课后点评。

珠泉中学通过“赛课”和“晒课”，

建立了课前、课中、课后的活力课堂生

态链。学校把教师素质的自我超越、

集体备课的质量、上课内容的动态把

握、课堂教授水平的体现等方面作为

评价指标，并加以考核量化。一段时

间后，珠泉中学的教学成绩在全县名

列前茅，成绩背后公开的秘密是“注重

过程，看重结果”。

教研节，让教师工作“带劲“，成长

提速。

“教研节是培育人、成就人的节

日！”珠泉完小教师刘红花是教研节的

最大受益者之一。她凭借“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的底子，积极探讨实践

“心理学+”模式，在学生心理疏导方面

成绩斐然，她不但应邀到长沙等地讲

课，还被聘为“湘南学院心理辅导授课

专家”。嘉禾五中不少教师的课例、教

案在省内乃至全国获奖。

“一方池塘里的荷花，每一天都会

以前一天两倍的数量开放。如果到第

30 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王伍

英相信，按照“荷花定律”，教研节会让

整个嘉禾教育的生态发生新的变化。

开学了，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将学科教学与疫情教育相融合

全学科共创“开学第一课”
□通讯员 池诚一

甘肃兰州：中小学全面复课
4月23日，随着铃声响起，甘肃省兰州市兰炼一小新区分校最后一批800名学生走进校园，开启“开学第一课”。当日，兰州市小

学低年级（一二三年级）学生开学，至此兰州市中小学已全面复课。图为该校师生在广播站分享假期生活。（丁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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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另一场改变发生在武汉市第二十

三中学。3天的思维导学课堂展示，让

学生发现了新世界。深圳福田中学地

理教师刘导等上完课以后，这所学校

的学生终于相信，即便是像“地理环境

对区域发展影响”这种理论性比较强

的课，也可以轻松有趣；教师不一定是

严肃的，也可以幽默风趣；知识不一定

是难懂的，也可以作图记忆。

“虽然只是 45 分钟的一堂课，却

让我明确了答题的方向及一般规律，

更让我发现了学习这门课的趣味”

“课上发言时，即便我答错了，老师也

用鼓励的眼神关注我，适时接过话茬

避免了尴尬”“这样的课堂风趣幽默，

给五星好评”……武汉二十三中的学

生写下这样的感言。

西安高新一中学生崔嘉航原来不

怎么喜欢古诗词，学校课堂变革之后，

她的态度慢慢变了，特别是一堂语文课

上她用古筝给演唱古诗词的同学配乐

后，她兴奋地回家告诉母亲：原来古诗

词竟然有那么美……后来，她不仅喜欢

上了古诗词，喜欢上了语文课，上了高

二后还选报了学校播音编导特长课程。

像这样在思维导学实验后改变的

学生还有很多，也许就是这样的课堂变

革，让越来越多学生的生命拔节生长。

学校之变
中国版“第56号教室”露端倪

当一个校长说出要建成中国版

“第56号教室”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

不可思议？

放在半年前，内蒙古通辽新城一

中校长董淑芹自己都会被这句话吓

到，“第56号教室”最大的特点就是能

让学生爱上学习。但学校底子“薄

弱”的现实摆在眼前，谈何容易？

直到思维导学项目实施后，董淑

芹亲眼看到师生的变化，课堂有了

“鲜活劲儿”，学生与教师在一起畅所

欲言，连观察课堂的自己都深受感

染，她才明白，这个很“狂”的目标不

会太遥远。

如今，学校开展思维导学已经半

年了。新的一年，这场“仗”还将继续

打下去！特别是在“停课不停学”期

间，教师形成的“三层目标”设计及问

题导学的能力依然在发挥作用。

在距离通辽直线距离 2000 多公

里的深圳，另一位校长也为思维导学

竖起了大拇指。2016年，王德久接棒

福田中学校长一职，肩负起“实现福中

的复兴发展，重拾优势、再铸辉煌”的

使命。为此，他制定了“福田中学‘十

三五’规划”，计划在 5年内让学校突

飞猛进，而引入思维导学课改项目，成

为实现学校复兴发展的重要一环。

在实施学校整体改革时，王德久

强调最多的是“阅读、思考、表达、创

新”四个关键词。而思维导学倡导的

教学方式尤其注重学生在课堂上的

大胆质疑、交流分享与反复实践，与

王德久的想法不谋而合。

如今，在思维导学的“加持”下，

学生逐渐从课堂的旁观者成为课堂

的探究者，积极性高涨，学校也“诞

生”了许多领域的小能手，不断为学

校捧回奖牌。

“科创班，未来可能会出现马云、

马化腾一样的人物；艺术班，未来也

许会出现下一个李谷一；美术班，是

毕加索、达·芬奇的摇篮。”王德久相

信，坚持因材施教，全面提升学生思

维力，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适宜的

土壤、空气和水，一棵棵小小树木可

以长成一片森林。

爱因斯坦曾对“教育是什么”有

过经典的论述——“教育就是当一个

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

的东西”，也就是“剩余物”，而“剩余

物”理论也成为思维导学的本质追

求：追求剩余物，提高课堂含金量，让

会学、乐学成为现实。而师生的改

变、学校的改变，正是思维导学引发

学校改革最显而易见的成果。

一项课改实验引发的教学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