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逐渐流行的概念，“创课”可
能会引领课堂新象。 从创课出发，也必将
催生一个群体现象，这个现象叫“创课型
教师现象”。

5 月 28 日 29 日，本报“创课进校园”
公益活动第二站走进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
校，主题锁定“批判性思维在课堂”。 一天
半的活动结束，“今天，你创课了吗？ ”成为
与会教师的一句流行语。

活动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教育
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谢小庆和语文
特级教师、深圳市福田区教研中心教研员
孙建锋分别带来了关于批判性思维和创
课的主题讲座。

究竟什么是创课？ 如果说仿课是从 1
到 N，创课则是从 0 到 1。 在孙建锋看来，
简而言之，创课就是把一种新的教学想法
转化为现实。创课包括“六创”，即“创想法、
创教材、创设计、创教学、创反思、创发表”
等。 近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创课的孙建锋
丰富了自己对这 6 个方面的解读，比如，创
教材追求“做”，创设计追求“好”，创教学追
求“美”……此外，他还向与会者强调，创课
的主体来自学生。

在公开课展示中，孙建锋也将创课进
行到底。 他将许多社会话题串联起来，为
学生上了一节《行动，才是最伟大的》全新
课程。 面对视频中一个孩子总是把“黄”读
成“红”的问题，他让全班学生当这个孩子
的老师，张开思考的翅膀，想想究竟有哪些
方式才能帮助这个孩子。 孙建锋还特别关
注学生的闪光点，比如学生说出“时间能买
来钟表，但买不来时间”这样的经典名句
时， 他会让学生站到凳子上向全班同学复
述这句话。

孙建锋的这节课不是单纯的语文课，
更像一节综合性的课。 其信息容量远远超
出了几十分钟课堂所能容纳的范围。 这对
他自己提出了挑战，也向学生提出了挑战。
令人欣喜的是，下课时，仍有许多学生感觉
意犹未尽。

作为创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成为创课型教师亟待
思考的问题，也是谢小庆此次讲座的主要
内容。

在谢小庆看来，我国学生与发达国家学
生相比，最缺少的是批判性思维。 如何提升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谢小庆的建
议是，让学生尝试对一些想当然的问题进行
合理质疑，让学生思考和讨论一些没有唯一
标准答案的问题， 鼓励学生自己作出选择，
教师要避免代替学生作出选择。

会议中，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校、海南
海口山高学校、湖南长沙金海学校等 4 所学
校的 5位教师也分别带来了创意纷呈的课。

这是 “创课进校园” 活动的一个缩影。
“创课进校园”是今年 3 月《中国教师报·现
代课堂周刊》 发起的一项公益性教研活动，
活动不定期举行，每期走进一所学校，每期
锁定一个主题或方向进行创课、晒课、说课、
议课。 此前，“创课进校园”第一站走进河北
省邢台市追光小学，主题是“为思维而教”，
吸引了诸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首届全国好老师先进事迹报
告会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陈建锋 ） 5 月 28
日，由中国人生科学学会等单位主办的
首届全国好老师先进事迹报告会暨“六
好”展示活动在京举办，通过学校推荐、
公众投票、专业评审等方式，本次活动
共推选出 “好老师”、“好校长”、“好学
生”、“好家长” 各 10 名，“好社团”、“好
学校”各 10 个。 会上，“全国最美乡村教
师”、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汉东乡下麻
尔村小学教师马复兴 ， “全国模范教
师”、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思源实验学
校教师谭兰霞作了专题报告。 据悉，该
公益推选活动历时 9 个月， 共有北京、
广东等 12 个省份的近百所学校、 社团
和上千名个人申报。

北师大搭建中芬基础教育与
课程改革交流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马朝宏） 5 月 24 至
2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对外合
作办学部主办的中芬基础教育与课程改
革创新论坛举行。为期两天的论坛上，来
自中芬两国著名高校的教育专家和一线
教师，通过专题讲座、同课异构、工作坊、
圆桌会等多样化形式， 围绕两国基础教
育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 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维基教师培训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芬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概况， 以及如
何重构校长及教师的课程领导力； 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从立新、 北京教
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中心主任朱传世
分别就中小学课程改革与继承、 国家课
程地方化与校本化有效途径做了分享。
此次论坛为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合作
办学平台和北京师范大学各合作区域搭
建了中芬两国交流和协同创新的多层次
平台和广阔空间。

第六届教师育人能力提升与
职业幸福创造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5 月 28 日，
全国第六届教师育人能力提升与职业
幸福创造论坛暨“2016 学校德育创新与
班主任工作高峰论坛” 在山东潍坊举
行。 来自山东、河南、广东等地的 600 多
位德育校长、大队辅导员、班主任教师
参与此次论坛。 论坛聚焦教育当前热点
和难点，关注学校管理和教师切实问题
和矛盾，通过主题报告和案例分享等方
式，展示和推广全国各地德育创新经验
和优秀班主任典型，探讨德育工作和班
主任工作改革创新之路。

北京朝阳安慧里中心小学举
行更名仪式

本报讯 （记者 白宏太 ） 5 月 25
日， 中国音乐学院与北京市朝阳区教育
委员会共同创办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
实验学校启动仪式暨安慧里中心小学更
名仪式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 朝阳区政
府副区长孙其军、 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
宋飞、朝阳区教委主任肖汶等出席活动。
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校长孟
夏在表示，学校以艺术教育为突破口，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素质教育发展之
路， 更名是学校发展和学区化改革的需
要。更名活动后，中国音乐学院将加快与
朝阳区教委的深度合作， 在教师队伍培
养、 课程建设等方面为中国音乐学院附
属北京实验学校提供支持， 探索高等专
业院校与中小学合作办学新模式。

北京日坛中学：探路项目式学习
本报讯 （记者 崔斌斌 ） 5 月 27

日，以“实践·创新·融合·提升”为主题
的日坛实验项目式学习观摩研讨会在
北京日坛中学实验学校举行，来自北京
市朝阳区教委、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学会、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及朝阳区部分学校
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参加了会议。 研
讨会上， 该校学生展示了创客实践、黑
白版画、烘焙经理等 7 项实践成果。 学
校执行校长闵慧介绍，学校将以“未来
实验室”和项目式学习为途径，探索如
何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科
学素养。

能源基金会推进空气环境教
育实践

本报讯 （记者 崔斌斌） 日前 ，北
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学生为来访者展
示了一堂别具特色的课———《四处逃逸
的霾 》，让来访者体验了 “千校携手—
重现蓝天”项目开发的教材《蓝天小使
者在行动》的推广效果。 “千校携手—
重现蓝天” 项目是由能源基金会 （中
国） 发起的系列环保活动，2015 年，该
基金会联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
心创益传播机构， 共同开发了面向小
学生的空气环境实践教材， 并通过培
训 “种子 ”教师 ，在全国试点学校推进
空气环境教育实践， 引导儿童关注环
境并将这种理念传递给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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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前夕，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各校区的孩子们举行联合文艺会演

一台晚会演绎融合相长
同样的服装，同样的笑脸，同样的自信。
5 月 27 日，一场以“放飞理想”为主

题的“六一”联合文艺会演，在北京大学百
年讲堂举行。 舞台的主角，是来自北京大
学附属小学及其分校的孩子们。

这一天，在这个舞台上，无论教授的
孩子、军人的孩子、农民的孩子、打工者的
孩子……都不分彼此，一样的光彩夺目。

“这是几校合并以来，孩子们的第一
次聚会。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各校区的师
生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实现了真正的融
合。 ”北大附小校长尹超高兴地说。

缘起：一盘教育公平的大棋

当天的演出， 北京市委副书记苟仲文
受邀到场观看。 入场就坐前，他特意回身注
视着全场的孩子们，向他们点头致意。

北大附小各校区的携手，正缘起于北
京市“一盘教育公平的大棋”。

两年前，北京市教委出台了人称“史
上最严”的 15 条禁令，痛下决心治理幼升
小、小升初择校乱象，推行免试就近入学。

在禁令背后，怎样标本兼治，增加优
质教育资源，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
2015 年以来， 北京市相继推出一系列加
大市级教育资源统筹的政策“后手”。 其
中，鼓励知名中小学集团化办学、跨区办
学是重要举措之一。

作为一所百年老校 ，秉承 “自由 、民
主、包容、开放”的文化传统，北大附小当
仁不让地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最先受益的是丰台区，该区的南宫中
心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有 1000 多学生。
2015 年 4 月， 丰台区教委与北大附小签
署托管协议， 将南宫中心小学更名为北

大附小丰台分校。
签约仪式上，尹超的一番话给家长们

吃了一颗“定心丸”。 她表态说，将派出以
执行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队
伍入驻丰台分校，确保新校与本校在办学
理念、文化体系、管理制度和课程建设上
一脉相承。

同年 7 月，北大附小与石景山区教委
合作，接手该区六一小学，挂牌成立北大
附小石景山分校。

今年 1 月，北大附小承办原海淀区肖
家河小学，更名为北大附小肖家河分校。

肖家河小学是海淀区一所 “山后面”
的学校，98%的学生为打工者子女。 过去
一山之隔，俨然成为优质教育与薄弱教育
的分水岭。

显然，接手这些学校，绝不是优质校
的“攻城略地”，而是意味着一份更大的责
任。 能否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共同发展，是
北大附小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携手：心慢慢地走在一起

2015 年 8 月底，新学期开学前，北大
附小把本校和当时两所分校的教师一起
聚拢到怀柔郊区， 举行了一次联合拓展
训练。

这是 3 个校区教师的第一次相聚。两
天时间，教师们同吃、同住、同学习，有趣
的团队活动打破了校区界限，拉近了人与
人的距离。热情的笑容、阳光的心态，慢慢
融化了彼此间的陌生。

在北大附小，校长尹超一直倡导，让
校园里的“每一个”都快乐成长。 对这些
分校和分校的师生， 她也怀着同样的希
望。为“关爱每个孩子，惠及每个家庭，办

好每所学校”，北大附小在各分校通过改
建基础设施、组建管理团队、完善课程体
系、丰富校园文化，以期迅速实现优质资
源共享。

2015 年 7 月， 北大附小成立了专门
的联合教研机构， 由尹超担任总校长，3
位特级教师全面策划，各校教学干部和骨
干教师共同参与实施。 近一年来，以联动
教研为载体，以课为例，周周研讨，用专题
式、课题式、分学科等方式，共进行有质量
的集体教学研究 28 次。

今年春季开学前，4 个校区领导和教
学干部又坐在一起，共同制定出一份四校
一体的北大附小发展蓝图。 4 个校区每月
举行一次中层干部培训，共谋发展。

同时，依托于大学独特、丰厚的学术
资源， 北大附小为各校区设计了开放式、
个性化教师培训课程，前瞻性思想理念，
实用性很强的项目学习、情境指导、影子
工程等，让分校教师们感受到强烈的成长
幸福感。

“别的不说，这一年，我听过的名家讲
座就不下 10 场。 ”一位分校教师激动地说。

你看，北大中文系教授程郁缀、著名
法理学大师周旺生、 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陈玉宇， 还有中央民族大学数学系教授
孙晓天、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这
些过去教师们很难见到的专家学者 ，现
在都经常走进各分校， 与教师们面对面
交流。

融合：“丑小鸭”变“白天鹅”

“感觉很幸运，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北
大附小的学生。 他们从过去城乡接合部
的丑小鸭，变成了快乐、自信的白天鹅。 ”

“六一”联合文艺会演中，一位打工者面对
镜头，激动地对大家这样说。

“学校有许多精彩活动，教师看到我
们都笑眯眯的。 每天来上学，真是一件开
心的事。”一个学生的话，让现场观众不禁
莞尔。

的确，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变化慢
慢在校园里发生着。 这样一次教研活动，
或许最能真实地体现出教师们的变化。

2016 年 4 月 22 日，一场联合教学展
示活动在石景山校区举行，参加者是 4 个
校区的全体数学教师。每校区推荐一名教
师上展示课，大家现场评点、交流。

4 位授课教师各具特色，肖家河校区
教师张云大胆探索、丰台校区教师李营基
本功扎实、石景山校区教师刘婕很有亲和
力、本部教师王帆善于创新。 课堂上精彩
纷呈，孩子们在经历不同执教风格、思维
方式的同时，也享受着学习的快乐。课后，
孩子们仍意犹未尽，围着老师叽叽喳喳地
问个不停。

“随着 4 个校区之间了解和交流的深
入， 一个和而不同的研究共同体正在形
成。 ”一位教学干部感慨道。

而这正是校长尹超所向往的教育生
态。对于几所分校的加入，她心怀感激，看
作是学校发展的新契机。 在她看来，没有
北京市教育工委、市教委在编制、资金上
的大力支持，没有北大、石景山、丰台、海
淀等区委、区教委的鼎力帮助，也很难有
学校的真正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次 “六一 ”联合
文艺会演 ，不仅是一台文艺演出 ，更是
一次文化的传递 、生命的交融 ，是一场
以艺术的方式演绎多校区融合相长的
教育礼赞。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本报记者 白宏太

5 月 22 日清晨，尽管是周末，但浙
江省杭州江南实验学校里却人头攒
动。 校园里近百株“感恩树”列阵排开，
盆栽柏树挂满了几千名学生和家长的
感恩之语，300 多位着装整齐的代表，
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 或分组合影留
念，或互相交流……

这是江南实验学校举行的“二大”
———第二次家长代表大会的现场。 活
动中， 全校近百个班级各自推选 3 位
家长代表参会， 学校辐射的杭州市滨
江区社区党支部书记也尽皆出席。 而
整个会议的组织服务系统， 几乎全部
来自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职能部门和申
报参与的家长义工。

江南实验学校建校 11 年，一直努
力践行幸福教育。 幸福的教育，需要有
幸福的家庭做基础。 幸福的家庭里，一
定有平等有效的亲子沟通。

在家长代表大会现场，学生代表大
胆地表达心声。有的孩子说：爸爸，您经
常下班后还有饭局， 希望您少喝点酒，
早点回家陪我和妈妈； 还有的孩子说：
妈妈，虽然您很辛苦，但是每天在家，能
不能少看手机，多与我交流……孩子们

稚嫩真挚的语言， 引发家长们会心的
笑，更有内心的触动。

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每个星期有
多少父亲能与儿女一起共进晚餐呢 ？
在江南实验学校的现场调查中， 每周
父母子女有三次以上共进晚餐的比
例，并不算低，但这个话题却引发了现
场家长们的一阵“骚动”，与会的爸爸
们开始审视：口口声声爱孩子，而自己
有多少时间在陪伴孩子呢？

为促使父母多陪伴孩子， 江南实
验学校的家委会曾经推出 “爸爸带我
玩”的亲子体验活动，爸爸们带着孩子
上树摘果，下河摸鱼，还要野外露营。
学 校 的 这 项 活 动 一 开 展 就 是 17
期———在家长课堂， 青春期的心理疏
导，育儿的智慧等，家长们一起在学校
学习做父母……家长们不仅积极参加
学校的活动，还“自创”活动引领亲子
成长，无偿无私地与学校同行，承担学
校的许多工作。

因此，在这一场主题为“积聚生命
的力量”大会上，真正彰显了家长作为
学校幸福教育创建者的主体地位。

第二次家长代表大会除了工作总

结和换届外， 还特别设置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六方会谈”，这是由家庭教育
专家、家长代表 、学校管理者、社区管
理者、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六方”
代表团，共同畅谈“建支持系统，为生
命护航”的话题。

初三年级学生代表的大胆表达 ，
成为“六方会谈”的焦点。 他们认为，父
母不能对孩子期望过高， 以此强求孩
子按照自己的标准成长； 学习兴趣更
重要，应该给孩子更多点拨和启发，少
一些重复性作业、机械练习；青少年特
别需要关注和肯定，比如教师的赞赏、
父母的鼓励、同伴的关注等。

校长黄燕明认为， 幸福是一种心
态，一种目标，也是一种动力。 具体到
教育，便是培育一种心态，让师生在校
园内感到身心的愉悦。 “幸福之魂在于
学生，幸福之行在于教师，幸福之根在
于课程，幸福之用在于课堂，幸福之力
在于家校”。

江南实验学校的家校共建系统 ，
正是为了促进孩子幸福成长而建构起
来的，他们正与学校一起，为了建设更
加幸福的江南而努力着……

家长也是办学人
———“幸福江南”的共建尝试

记者在一线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创课”引领课堂新象
———本报“创课进校园”公益活动第二站侧记

□本报记者 崔斌斌

华尔兹点亮校园
穿上华美的礼服，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日前，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校园华尔兹”

活动在微信朋友圈热传。 据悉，本次“校园华尔兹”活动系温州二外第六届艺术节“校园集体舞”比赛项目，也
是该校假期特色作业之一。 朱剑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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