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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了课改的 20 年，这 20 年是

我年富力强、不断进取的20年，我一步

一步登上事业的新台阶，越来越喜爱这

份职业，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以及怎样做。

我感触最深的是课改倡导开发地

方课程、校本课程。课改前，我一直埋

头教学，只有教学意识没有课程意识，

平时思考最多的是怎样把教材内容传

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答题能力。开发

课程是专家的事，与我等一线老师无

关。课改后，我通过学习知道了什么是

课程、为什么要开发课程，还提出了开

发校本课程《锦州地方史话》的想法。

开发这门课程源于一个故事。一

个已经上大学的学生暑假带同学回乡，

当同学询问锦州的典故、传说时，他却

张口结舌。他很感慨：上学时我历史学

得最好，可是对家乡一无所知。学校为

什么不讲一讲锦州历史？

对此，我也有同感。统编历史教材

讲的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不能具体

到每一座城市，但身边的历史往往是学

生感兴趣、可触摸的，何不作为补充学

习内容？我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 95.7%的学生对自己的家乡“基本

没有什么了解”，91%的学生“想知道”

锦州过去发生了什么。

学生的需求就是我的工作目标。

开发课程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也需要

编写技巧，我把这个过程当作一次学

习。利用业余时间，我开始学习、查找

相关资料，从博物馆到档案馆，从辽沈

战役纪念馆到寻访知情老人，甚至连父

亲搜集的锦州典故旧报纸也被我翻出

来。查找资料这项工作我用了一年时

间，之后整理和甄别资料、编写成书也

就顺理成章。

同行看到我的成果，评价其“史实

生动、语言准确、编写严谨，在锦州高中

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市里专家把这个

成果推荐到省历史教研室，我也在辽宁

省2003年历史年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给学生上这门课时，我带他们到

博物馆参观，他们兴致勃勃地赏析千

秋万岁的瓦当、精美的青铜器、陶器。

当课上学习的知识得到印证，当学习

根植于真实生活，教室变大了，历史也

与现实“握手”了。有学生总结说：“最

初听说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有些反

感，以为又加了一门课。听了李老师

的课却被深深吸引，这样的课一直开

下去多好啊！”

这段编写经历使我由单一的知识

传授者，成为地方史研究者、课程开发

者，让我对教育、对历史教学有了更深

的理解，也开始重新审视课堂教学和职

业定位：教学并不是一件告知与被告知

的事，而是学生主动学习、建设性构建

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

知识储备的厚度、广度决定着教学的高

度、深度。

对学生来说，历史知识在生活中或

许并不常用，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段

学习经历已经教会他们历史的思维和

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课堂遇见并

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对历史，我始终难以割舍，心中有

一个使命：当一名有光的老师，依靠专

业能力站稳课堂。

其实，课改给教师带来了阵痛，被

迫离开舒适区，振作倦怠的精神，开始

跋涉。可一旦深入参与，就会发现阵痛

一定伴随着成长。

我愿与学生一起把简单的学习生

活 过 成 最 美 的 样 子 ，为 此 我 一 直 在

努力。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

把生活过成最美的样子
□ 李立红

配方制、茶馆式、诊断式、智慧教

室、翻转课堂、可汗学院、PBL、STEAM、

深度学习……课改 20 年，一众概念不

停冲击着我，其中“境脉”一词深深吸引

了我。

那是 2015 年 9 月 15 日，温州市在

乐清雁荡举办首届学术节，华东师范大

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裴新宁受邀

做报告，提到了国内外理论界对“学习”

概念的认定，其中“学习就是境脉性变

化”这句话吸引了我。

这种感觉缘起于一场职业梦，办一

所有品质的学校。2015 年秋季开门办

学的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需要一个顶

层设计，我与同事苦于觅寻，此刻却送

上门来。

我反复琢磨，“境”是情境、心境、语

境、处境，“脉”是脉络、脉动。学习需要

从心开始，结合学生所处的环境和经验，

在一定的语境中应用；学习需要建立经

验脉络、实践脉络、知识脉络、文化脉络，

需要产生关联互动并建立自己的结构。

我们学校是温州唯一一所在大学

城内立身的小学，坐拥高校高端资源的

“境”。打通、融通、贯通需要有一个境

与脉的结合，这个“境脉”就是学校的生

长因子。

只是在一次报告会听到一句话、一

个词就带着教师擂鼓征发，那是鲁莽

的，也是不道德的——学生不是试验对

象，教师也不可以蛮干。我开始与同事

学习，与教师一起开启了“境脉”概念的

本土化改造。

把“境脉”一词置于实践的炼炉中

当属重头戏。先做课程，让学习方式的

转变“有轨可循”。我们从三级课程出

发，对课程结构进行重建：“大”即优育

国家课程，“境”既融入地方课程，“脉”

即做好校本课程。再做课堂，让学习方

式的转变“有根可培”。我们提出“三界

四步境脉课堂教学模式”，在“内部世

界”与“外部世界”之外引进“关系世

界”，并以“先验新知接境、创设任务启

境、学习脉动入境、建立脉络出境”四个

教学基本步骤实现三个世界的交互

融合。

良性循环当然要有实践的土壤和

勤于反思、笔耕不辍的习惯。自 2019

年开始，我连续在媒体发表9篇文章介

绍“大境脉课程”创建经验。温州大学

教授孙芙蓉因此关注了我，邀我在中国

大学MOOC平台上慕课，分享“大境脉

课程”建设经验。

平台高了，我对自己的专业要求也

高了，开始整理近4年基于境脉学习的

个人校本课程实践读本《名城联语》。

2019 年参加浙江省“百人千场”专家名

师送教下乡活动时，我为台州三门外国

语小学送上了一节定制的《联通三门·

联对入门》课程，所有教学内容与设计

都基于台州风土人情，课例具有 100%

的“境脉浓度”。

不知是“境脉”一词点醒了我，还是

我活化了“境脉”这个词语，我的教学生

涯与就职学校皆因“境脉”一词发生了

变化。

在专业成长的路上，我是一个不安

分的人。作为执行校长，我自己研究，

也带领团队研究，始终站在领衔开发的

阵地上。校长不是一个筐，只把荣誉

装；校长应是一只雁，当先进，领头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

属学校）

谁点醒了谁
□ 潘照团

从 1998 年毕业参加工作，我在教

学一线的 20 载也是课改推进的 20 年。

刚毕业时的美好憧憬与期望，曾因课堂

教学周而复始产生职业倦怠，也曾因学

生取得好成绩而沾沾自喜。直到 2010

年，我来到一所倡导读书、热衷于课改

的学校，遇到了好学的同事——比我优

秀的人都那么努力，我怎能止步？

少年时代，我是一个偏爱读书的

人，但参加工作后整日囿于教学工作，

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来到英民中学

后，我加入校读书会，在一次次共读、分

享后，阅读再次成为我的生活常态。

刚开始接触教育书籍时我很难读

下去，为了完成读书心得，只能从生动

的教育案例类图书开始。2017 年我的

阅读走向专业化，开始阅读教育教学理

论专著，阿德勒的《儿童的人格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卢梭

的《爱弥儿》，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

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等，理论书籍

阅读经验与我的教学经验打通、融合，

使我的专业素养有了质的提升。

读书过程中，我尝试将所学应用

到教学中。比如读完《罗恩老师的奇

迹教育》，我让学生把英语关键句型改

编成歌曲，大课间跳竹竿舞时边唱边

跳。后来，我在网上选修了教育写作

课程，了解了教学实录、教育书信、教

育文学等文体的写作特点，对改善课

堂教学有很大促进。在此期间，我开

始每日“千字文”，一年打卡记录 30 多

万字。

2013年，我校开始践行“五步三查”

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当同事们抗拒、不

习惯时，我却看到了课改真正的样子。

从“临帖”到“破帖”再到创新模式，课堂

教学越来越高效，我也获得了成就感。

阅读—反思—实践—分享—学

习，而后我将重心转向实践，结合英语

学科特点，组织学生编排中外经典故

事。在剧本改编、角色扮演以及道具

服装设计过程中，学生体验到不同角

色的立场，也促使他们的学习、生活发

生了改变。我被教育的美好而感动，

也在师生共同成长的经历中获得前进

的力量。

许多教师上课会带着扩音器，目的

是保护嗓子。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因

为讲话太多且音量较高。一言以蔽之，

大多数教师以传统课堂“满堂灌”为主

要授课方式。课改之后，我要求自己

“讲在该讲之时，讲在该讲之处”，不说

一句“正确的废话”——学生会的、学生

可以相互学会的，一定让学生自己解

决。当学生重获学习权，课堂学习效率

大大提高，师生关系也更融洽。

课改 20 年，我从一个普通教师到

备课组长、读书会会长再到担任年级

主任，不仅是角色的改变，还多了引

领、示范的责任。我深知讲座这种学

习方式对教师的影响不足以改变他们

重复多年的授课习惯，所以我从改革

教师会议模式入手，不再做上传下达

的“机器人”，而是会前编辑“会议纪

要”发到教师群，教师在会中自主阅

读、同伴研讨、提出疑惑、分享解决、重

点引申，实现全员参与。当教师体验

到参与“会议”的重要性，他们的课堂

教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向灌输式教

学说再见。

课改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当属让我破除传统思维模式，放下教

师的自我中心，与学生一起探索幸福

和谐的生活，与同事结成成长共同体，

在阅读写作、课堂教学实践中探索教

育的真谛。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滑县英民中学）

十年方识课改路
□ 王辉霞

我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轰轰烈

烈的课改开始了。面对这股洪流，我把

“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

水”奉为职业圭臬，近乎疯狂地往自己

的“桶”里装水，大量阅读古今中外教育

教学专著。在不断蓄“水”的同时，我还

努力把“桶”里的水变成源头活水——

潜心研究每一节语文课，每一个维度、

环节都精心设计。

因为我爱琢磨课堂教学，喜欢基

于学情思考问题，我的语文教学水平

飞速提高，成为专家口中“很会上课的

老师”。这些成绩都归功于课改这一

宏大背景，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观

念革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学生为

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观、教学

观和学生观对我这个新教师的影响非

常大，开始尝试自主、合作、探究等教

学方式，让课堂真正活起来、沉下去、

生长开了。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会

走得更远”。自从成为区级语文教研

员，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每位初中语

文教师上好课。为达成这一目标，我

成立了语文教学工作室，并以此为依

托开展扎实有效的主题教研活动，改

变教师的观念和“教”与“学”的方式，

培养了近 100 名教师。工作室还与高

校合作，由专家引领团队教师发展，以

培代训，坚持在做中学，带领他们到全

国各地送课、支教。

一个人，只能改变一个人的课堂；

一个人，只能影响一个班的学生。要想

让更多学生享受课改的红利，就要思考

如何将“一个人”的影响扩大至“一群

人”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教研活动以

“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展开，人人都可以

是首席。

当教研工作步入深水区，我开始不

满足于手把手地教老师“如何上好一堂

课”，如果能立足语文学科的本质开展

教研，让学科价值得到更深刻的诠释。

围绕这一主题，我潜心思考和研究，陆

续撰写了 100多篇文章，有的谈语文本

体属性，有的谈语文教学内容选择，还

有的谈语文教师培养。

与此同时，我和团队还致力于课题

研究，把问题当作研究的逻辑起点，把

成果辐射开去，以影响更多教师。在教

研的驱动下，全区近3万名初中学生感

受到优质教育的魅力。

“让学生享受优质的语文教育”是

我的教育良心，也是时代赋予我的使

命。课改20年来，进步的不仅是学生，

还有教师。课改，让我们共同走上了成

长之路。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玉龙学校）

走上成长之路
□ 向 浩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主阵地，更是教

师提高能力的修炼场。回首 25年的课

堂教学之路，我深深体会到构建教学相

长的“师生同盟”，方能促进课改之圆形

成闭环。

还记得初上讲台时的惶恐和青涩，

面对一群青春少年，我的眼光无处躲

藏，手足无措，声音不畅，神色慌张。忘

不了第一次执教朱自清的《背影》，我被

深深打动，带着学生连读几篇美文，用

了整整一周的语文课。我基本是不加

选择地全盘托出、毫无章法地照本宣

科，没有顾忌学生的认知程度和思维水

平，不知道寻一个恰当的切入口，站在

学生的角度帮助他们消除与经典的隔

膜，还他们自主思考的乐趣。

时隔 20 多年，我无从知道当时的

学生是否还记得那次经历，但自此以

后，每次执教《背影》我都感到更深的遗

憾和警醒：若为浅薄之师，愈是孜孜不

倦，愈是误人子弟。

教书育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教学相

长、彼此成全是对教师最高的褒奖。

2014年，我开始关注语文特级教师王君

的博客，从而打开视野，意识到语文学

科的浩瀚多元，意识到自己课堂的无聊

和浅薄。于是，我开始锻炼自己解读文

本的能力，通过阅读大量的专业书籍和

人文读物填补自身浅陋，而优秀同行、

教育专家的解读也常常令我脑洞大开。

大量的“输入”促使我不能自已地

“输出”，陆续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

章。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文质兼

美，选文虽不足千字，但读来情深意

长，执教后我写下了 3000 多字的文本

解读《秋的叮咛 生的突围》并得以发

表，得到了众多读者的积极反馈。

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引导学生

与文本发生连接，引发他们的独特感

悟，只是自我陶醉地向学生“兜售”自以

为是的感动，甚至还因学生无动于衷而

苦恼，没有反思自己的课堂教学是否给

足学生深度学习的导入，是否给他们搭

建了必要的“脚手架”，有没有适当地引

领和放手……

如今思来依然冷汗津津，那时那地

的我心里只有自己，哪有满屋子的学

生。这暴露了我在课堂教学中的硬伤

——“目中无人”。

后来，随着课改理念深入我心，我

强烈意识到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

课程，只有建立以核心素养为纲，以学

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将语文活动、文

本内容、语用知识三者有机结合，整合

多种要素设计“任务群驱动式”语文活

动，方能落实课程目标。

为此，我需要重建一个观念——教

材更是学材，更新一种角色——教师只

能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帮助者、呵护

者，指引他们到广阔的语文实践中去。

基于这样的领悟，我开始有意识

地管住嘴，尽可能将课堂还给学生，最

大限度保护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探索“人人发声、多边交流”的

实践性学习，将语文活动、言语文本、

语用知识三者整合，设计出“任务驱动

式”语文活动。比如在教学经典篇目

《春》时设计了“以写促读”的语文写作

实践，号召学生诵读、记忆这篇美文，

直接吸收原汁原味的营养精华。然后

开启仿写之旅，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学

能力。结果是惊喜连连，小到修辞炼

字的品析鉴赏，大到立意构思的布局

谋划，一篇篇神形兼备的仿写文精彩

呈现。这样的学习效果，不正是语文

核心素养的完美呈现吗？

当我们在教学中尝试以学定教、以

生为本，信任、解放学生，大胆地将课堂

还给学生，积极为学生搭建展示分享的

平台，师生教学相长、彼此成全的美好

风景就会在前方等着我们。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云梦县实验初

级中学）

不当浅薄之师
□ 张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