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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院

为什么需要“打开”（下）

随着办学条件改善，许多学校建
设了高标准运动场，并拉起两米高的
围栏，除了上体育课，任何人在非上
课时间都不得进入。 这高高的围栏，
不仅把孩子们隔离在操场之外，就是
在围栏里运动的孩子，也仿佛被囚禁
其中。

当然， 设置围栏的理由有许多，
比如把运动区与教学区分开，防止意
外伤害事故出现；比如避免踢出操场
的足球砸到行人；比如防止操场利用
过度， 担心草皮因频繁踩踏被破坏。
这些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但如果
操场设施只是为了满足学校办学条
件的达标 ，应付上级的检查 ，那么要
操场又有何用？

在这些借口背后，还有没有其他

隐晦的原因呢？ 或许学校管理者根本
没有多想，但冷冰冰的围栏确实围住
了太多东西……

围栏围住了孩子们的青春活力。
操场本该是孩子们释放激情的地方，
无论是跑步 、踢球 ，还是各种形式的
体育锻炼，孩子们总能让青春的身影
舞动起来，朝气四溢。

围栏围住了孩子们对外面世界
的渴望。本该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成长
需要的少年， 被强行按在课桌上，所
有对窗外的渴望都被“锁”在教室，考
试和排名已经超越了一切。我们应该
知道 ，考分只是孩子的现在 ，是孩子
人生中一个小小的阶段目标；可分数
却是学校的全部，是学校向上级主管
部门证明自己实力的“招牌”，至于学

生的未来会怎样，是不是有健康的体
魄、健康的人格、幸福的生活，学校并
不关心。

围栏围住了科学的管理理念。 孩
子劳逸结合，更能提高学习效率，增加
有效学习的时间，这才是科学的学习
方法。 疯狂补课，肆意延长孩子在校
时间， 用单一的分数标准评价孩子，
用落后的管理理念奴役孩子，这种管
理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围栏围住了孩子们的发展空间。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个性、 有梦想、
有创新思维的公民 ， 而不是只会考
试、只会做题的高分低能儿。 会考试
不等于高能力，高分数也不能掩盖孩
子缺乏自我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精神
营养不良。

围栏围住了师生的平等关系。和谐
的师生关系，是大家地位平等。 而围栏
是学校修建的，是把学生禁锢在教室读
书考试，远离快乐运动、健康成长的屏
障之一。 想象一下，当孩子们的双手和
双脚被束缚起来时，就失去了自由的空
间、自由的能力，再谈建立平等关系便
是天方夜谭。

教育的使命要求我们要敢于创
新、勤于实践、不断反思，才能陪伴孩
子度过不可逆转的学生时代， 才能让
“立德树人”不停留在文件里。所以，我
们要打开操场的围栏， 这不仅是打开
一扇门，更是敞开封闭的心怀，摒弃守
旧的思想， 迎来的将是教改的曙光和
孩子们幸福的笑脸……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州市双语学校）

“打开”操场的围栏 □张会超

实践证明， 无论是课程因素还是
教学因素， 无论是关乎教材还是关乎
课堂， 教育质量的优劣最终取决于师
生的互动与共进。

然而，教师并非天然卓越，他们需
要成长， 并且他们的成长需要从内部
打开。 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言，对
“狭隘经验”的反思才可能使教师步入
专业发展之路， 经验是教师的财富也
是限制。 可以看到，打开经验系统是教
师实现从内自生的不二法则。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论及教师反
思的条件之一为“开放性”，意即对内
常据客观立场看自己，善于以教育日
常生活中的“回头看”来瞻前；对外则
包容兼蓄 、博览群书 ，在大胆实践中
不断超越。 这与孔子主张的“君子不
器 ”不谋而合 ，即不受已有经验的束
缚与异化，同时还必须养成日日必进
的学习品性和成长特质。 如此，方寸

讲台才能实现教师事业生命无限延
展的可能，为学校变革提供最基础的
现实力量。

然而， 学校变革的阻力和困难不
言而喻，仅凭“单纯的技术观点”显然
行不通。 若教师个人不能从内部打开，
教师群体不能形成学习型组织， 缺乏
理想的教研文化和成长氛围， 便难以
成就一所优质的学校， 这样的学校即
便课程改革“风生水起”，也注定是平
庸的， 仍然无力支撑起学校发生持久
变革的宏伟使命。

学生的全面发展也需要打开自
我， 仅限于知识接受的学习并不能成
就一个心智健康、独立自主的人，学生
需要养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品质，需
要亲历必要的体验， 需要知识内化为
能力和智慧的过程， 需要实践和创新
的平台， 甚至需要接受失败的考验和
磨炼。

因此，这就需要教师预设的教学
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逐渐打开。 课程
改革的意义不仅是提高知识教学的
效率和提供选择性教育，而是实现课
程与学生生活的融通。 在“教育就是
生活 ”的指引下 ，让学科教学与学生
生活融合。 “打开” 学生的情感和智
力，让他们带着知识和价值走向真实
的生活，增加学生与学科、与社会、与
生活对话的机会，为学生主动建构自
我搭建平台、提供保障。

如今， 温州部分学校正在尝试田
园课程、游学课程、入学课程，以及各
种学科实践和综合实践类课程， 它们
都在现实层面体现了“打开”的理念。
然而，这些“补丁式课程”仍不足以成
为学生全面成长的根本保证。 毫无疑
问，每一门课程，尤其是主要课程的教
学， 都应该允许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拥
有“打开”自我的机会和条件，依照这

些课程特有的知识和价值诉求， 或走
进社会，或亲身参与，或动手探索，以
使学生的学识和品性发展相互交融。

我们看到，变革中的学校教育需
要 “打开 ”的内容有许多 ，有些 “打
开 ”还停留在形式层面 ，这是教育变
革的阶段性特征 。 放眼教育改革全
局 ，立德树人 、教育优质与均衡 、人
才培养优化等这些重大的综合性问
题 ， 是课改十几年大浪淘沙后显现
的核心问题 。 这些重大问题并非与
某 一 所 学 校 或 某 一 位 教 师 毫 无 瓜
葛 ， 正如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教育
思想的现代化一样 ， 学校变革的核
心不是某一个改革项目的推进和开
展 ，而是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水平 。
“打开 ”教师的自我 ， “打开 ”学生的
自我 ， 我们便拥抱了教育所有的美
好，并将见证其未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教师教育院）

变革始于“打开”自我 □孙有福

在信息化、国际化时代背景下，教
育观念、 教育行为的开放兼容程度决
定了教育的高度和深度。 站在世界的
平台，立足中国的实际，让国际化与本
土化共长共生， 把当代中国学生培养
成为素养与能力比翼、 传统与现代文
化相映、 中国情怀与世界眼光并具的
世界公民， 是当今教育者必须承担的
教育职责。 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人”的
角度，带着未来眼光，抱持世界立场，
打开我们的视野、心灵和胸怀。

”打开”教室边界，西马湿地“立体
课程”成就“立体教育”。 我校位于苏州
工业园湖东地区，建校以来，学校把湿
地资源转化为课程体验资源， 并成立
了湿地文化研究组， 开设融合自然与
人文、学习与研究、学校与社会的跨学
科综合实践课程。

我们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研究
精神。 2008 年底，学生自主结成研究

小组，创立“湿地小气候调查研究”等
26 个湿地研究课题 进 行 探 究 性 学
习。 2010 年底，学校创办了以湿地文
化为主题的 “西马博物馆 ”，1500 平
米的展馆集湿地生态馆、人文馆和考
古馆于一体，与校内的“湿地生态园”
共同成为生动活泼、充满乐趣的立体
课堂。

湿地诗画创作、识谱听琴、史前玉
器鉴别与欣赏、文物修复，以及体验、
探究、实证、实践、合作、互助，打开教
室边界的立体课程， 打开学生研修路
径的多元学习方式， 成就了园区校独
具特色的立体教育。

“打开”年级边界，“寄宿书院制”助
推“全人教育”。作为苏州市唯一一所全
寄宿制公办中学，园区校倡导“生活教
育”理念，用“寄宿书院制”打造校园社
会化环境，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
活”，培育健全人格、全面发展的英才。

书院制是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相
结合、力图达到均衡教育目标的一种学
生教育管理制度，它通过非课程形式教
育，开展学术和文化活动，鼓励不同背
景的学生相互交流学习， 促进全面发
展。 “寄宿学院制”是国外大学教育的传
统，能够有效实现德育、智育、综合素质
的培养。 学生进入“书院”集中住宿，书
院内设有教授工作室、咖啡厅等学生公
共活动场所。 书院定期组织特色活动，
成为学生跨越班级、年级、学段边界成
长、交流、自我管理的重要社区。

寄宿制打开了学生学习的宽度 ，
把生活列入教育的重要内容， 书院制
打开了学生管理的宽度，把自我教育、
朋辈互助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路径，
培养学生的独立个性、利他意识、社会
交往能力，让学生学会独处、学会与他
人共处、与社会共振、与世界共融。

“打开”校园边界，“地球学习村”

培育国际化英才。 早在园区校筹建之
初， 苏州中学前任校长张昕就确定了
国际化特色的办学思路。 我校与苏州
德威国际学校合作创办了苏州德威联
合高中，成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两强
联手、三校互动”的“地球学习村”。

多国语言交流、多种活动渗透、多
类课程互融、多种文化碰撞的“地球学
习村”，于学生而言 ，不仅是语言上的
提高，更是一种国际视野、能力锻炼和
对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理解和悦纳，
同时也为学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创
造了机会。

打开是一种气度，是一种眼光，更
是一种智慧，只要眼中有“人”、心中有
“情”、胸中有“未来”，我们的教育就会
用开放的姿态， 让学校成为充满温暖
和自由的家园， 成就每一个学生的幸
福人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

站在“人”的立场“打开” □姜 红

图书馆全方位开放后
□夏玉珍

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正确的 “打开 ”
方式，而“打开”理念，在我校图书馆真正
得到了渗透和延展。 以前， 学校的图书
角、 图书亭几乎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但
并没有被有效利用。 如今，学校图书馆全
天开放，没有图书管理员，一切井然有序，
实现这样的“大动作”我们用了不到两个
月时间。

“打开”的契机是因为图书管理员退
休，没有合适的人选替补这个岗位，我便
想出了“无人管理”的办法：学校每月聘用
一个图书管理员至少需要 2000 元工资，
如果“无人管理”后图书丢失，相对金额不
到 2000 元，学校就“赚”了，而且可以借此
教育学生不乱扔物品。

在得到大家的默许之后，我迈出了第
一步，将一万多册图书分散在一楼的 4 个
教室，方便学生阅读，并对新图书室进行
布置。 我们用一块黑板设计出“图书推荐
栏”， 鼓励学生把看过的好书推荐给其他
同学，推荐信笺挂在黑板旁边，内容包括
“推荐人、推荐书名、推荐理由、日期”，学
生随看、随写、随贴，给其他同学提供有效
选择；图书室门口安装一个摄像头，有 3
个作用：不允许带零食，不允许大声喧哗，
阅读后图书归位。 另外，未阅读完的图书
可以带出图书室，也可以带回家。 两个星
期后，我专门请了一个班级的学生清点图
书，发现少了 60 多本，一个月之后，发现
只少了 30 多本。例会上，我给教师们算了
一笔账，本月我们纯“赚”1000 元，用于购
置新的图书。

一个月里， 我发现不少图书被乱丢、
乱扔在校园各处，但是经过观察，多是因
为学生手不够用，临时放在花坛边或其他
地方而忘记带走，并不是有意乱扔。于是，
我开始了第二步行动， 在学校的闲置角
落，分别安放了 10 个图书亭，在教室放置
了 10 个图书角或墙柜， 学生可以随手翻
看、随手归位，实现了“在有学生驻足的地
方，一定会有随手可得的书籍”。

针对学生归寝时间秩序乱，缺少教师
维持纪律的现状， 我又开始了第三步，在
熄灯前 10 分钟开展读书活动。 睡前阅读
不是硬性规定，允许学生躺着不看书，我
们把寝室的灯由一盏增加到两盏，满足愿
意阅读的学生对灯光亮度的需求。

本学期，我又有了新的构想，鼓励学
生把个人的图书拿到学校共享，凡是“私
书”得到同学广泛喜欢，按同学喜欢的程
度进行奖励，分别设有一、二、三等奖，奖
品为新出版的书籍。 最近，我又请一个班
级的学生清点图书，发现全校的书籍不仅
一本没少，反而多了 100 多本。

一个学期以来，违纪的学生数和学生
之间的纠纷明显减少。 考试中，学生的语
文成绩明显提升，尤其是拓宽了开放题的
解题思路， 比如旁征博引的事例多了，作
文改变了以往的套路，变得自由多了。 更
为重要的是， 学生在学校的生活更充实
了，变得有意义了，以前学生的在校轨迹
是“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
单行道，现在学生可以有新的去处，走进
图书室，他们的精神放松了，思想解放了，
仿佛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打开陈旧的思想，换一种思维，换一
个角度，太多事情的改变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复杂。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磨市镇黄荆庄小学）

许多时候， 我们的教育决策者都需要
正确的“打开”方式，让师生受益。 在学校，
究竟还有哪些地方没有真正“打开”，怎样
做才能让这些地方发挥出育人功能， 突显
学生的主体地位。 本期，我们关注以下几所
学校是如何“打开”的，换一种思维，换一个
角度，做心中有人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