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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农村中学掀起的课改“后浪”
——记木洞中学初中行知课改

6月20日，是重庆市木洞中学的校园开放日。今年与以往有些不同，九点刚过，200多名准新生家长便早早在接待处排起了长龙。
“要是放在3年前，参加开放日的家长少得很，能有几十位就不得了，至于准新生家长，更是难见踪影。”学校负责招生的王主任又欣

喜又感叹，“成绩好一点的，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想方设法送孩子到外地。学校的新生名单里，通常找不到本地前50名学生的名字。小升
初、初升高，每次都是净流出。连学校正常维持都吃力。”

然而，从去年起，学校开始扩招。今年，学校有400人的招生名额，比3年前翻了一番多，看样子还不够。
喜人景象，还得从木洞中学这所农村边远学校，在课改潮流中掀起的“后浪”说起。

内外交困
逼出的课改之路

5年前的木洞中学，是摆在刚
组建的新班子面前的一个烫手的山
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
入发展和招生的激烈竞争，学校教
学质量不断下滑，初中在小小的木
洞片区落到中后，高中在巴南区就
是垫底。

面对“生源比不赢名校，师资比
不赢强校，体制比不赢私立校，规模
急速萎缩弱化”的现实，学校生路只
有一条，那就是突出重围。

“改变不了现实，就改变自己；
教法不适应，就改变学法；没有精
英，就服务普通群众。让课改把质
量搞上去，筑巢引凤壮大木洞中
学。”经过反复讨论，全体教职员工
统一了思想。

木洞中学迈开了探索之路,人
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理念，
因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木洞中
学所推崇，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时俱
进地提炼出具有未来思维的教育理
念：“平民情怀，公能致远。”

如何找到契合木洞中学学情的
课改样本？衡水中学、杜朗口中学、
洋思中学……前前后后30多所，足
迹遍布全国各地，学校负责人亲自
或派人逐一拜访、求教。

踏破铁鞋，一年后之后苏派教
育终于浮出水面。论证苏派“知能
课堂”模式，教师团队分为两派。反
对者担心，凭学生的基础和老师的
现状，做不下来。坚持者认为，凡事
要看到发展，做了来看。两派相持
不下，一开始谁也说不服谁。

对未来，管理团队也拿不定；但
有几个肯定。苏派课改面向全体学
生，采用小组合作制特点，对于体现
平民教育的思想、落实平民情怀公
能致远的教育理念、达成多元智能
发展的目标,具有优越条件，课改不
但要搞，而且主张立马搞。

一年来的寻寻觅觅，披沙拣金，
让校领导感触多多：“……改变是
大，但不伤筋动骨，就走不出困境。
木洞中学不能再弱，也弱不起！改
革，有可能翻身；不改革，连可能都
没有。”一席话语，把管理团队的认
识统一起来，干部、教师深受鼓舞，
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

转变观念
卯足干劲蓄够势

苏派课改同任何课改一样，从
改变老师的观念起步。但木洞中学
一起步，阻力就来了。

学校领导用报告引领，作了一
轮又一轮，老师们虽然神往渴望但
总半信半疑。转到课改小组介绍四
大体系，参加课改的24位老师开始
抵触，像苏派课改这么复杂的程式，
这么大的动作，没有经历过；由前台
教变为后台导，把讲台让给学生，这
个坎翻不过。

“啥！学生上课？老师这么辛
辛苦苦讲都办不到，十几岁的娃儿
难道比老师还行？”“苏派联盟是在
作秀，现在假的多得很！”学校作了
大量的工作，收效不大，教师们认为
苏派是忽悠，是炒作，是天方夜谭。

闭门羹吃得不浅，后面怎能齐
心协力推进？管理团队和课改小组
更是在苦苦求索中渐渐弄明白，老
师们不信，不是缘于理论，而是有悖
于他们的经验，有逆于他们亲历的
事实。既然这样，那何尝不用事实
来逆转他们呢？

在捕捉和等待时机的企盼中，

机会来了——浙江荷叶塘中学举办
现场会。学校决定24位老师全员
参加。出发前的会议上，学校负责
人强调，要求不高但很特别：“把课
改的问题准备好，去广泛接触老师
学生，用最挑剔的目光、最细致的观
察，自己去感受，得出结论。”

荷叶塘中学的三天，每一个老
师都强烈地感知到自己的心理巨
变。从惊讶到惊奇，从惊奇到震撼；
从信服到佩服，从佩服到倾倒。激
动的心情从没有停止过。有位老教
师主动提出来，回校由她代表英语
组上一节试验课，她要在课改中发
挥组长的带头作用。

为了让老师们放下后顾之忧，
一门心思投入，校长办公会决定，模
式熟悉期间，学校不考核教学成绩，
不但如此，还主动把责任揽过来：成
功了，功劳是你们的；万一失败，学
校和校长负责。模式头绪繁多，系
统复杂，为了更有针对性，课改小组
把“班组文化”“导学流程”“评价与
激励”“生训”四大板块的培训分给
不同的四个人。对课改的老师，考
虑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求一步到位，
要求沿着“试水课”“汇报课”“合格
课”“公开课”“观摩课”的顺序，层层
推进，不停步不冒进。

木洞中学这艘曾经忐忑在港湾
的小船，现在鼓帆启航，追赶潮头。

艰苦跋涉
众人划桨开大船

实操培训就是第一个拦路虎。
苏派中心远在南京,他们的专家不
能亲临学校培训，于是学校成立了
由骨干教师王庆、田雪峰、张长勇、
徐静、郑波、李远梅组成的攻关小
组，负责对本校老师进行具体操作
培训。为了达到效果，几位老师不
断在线上请教专家，自主专研学习
课改理念。为了讲好课，他们好多
个夜晚对着摄像头独舞，找自己讲
解的瑕疵，多次彩排后，四大板块培
训师终于上线。

“影响学习的唯一重要的因素，
就是学习者已经知道了什么。这个
知道包含三个知能，旧知、新知和必
知。三种知能的不同比例，就构成
不同情况的学生。”概念多，空洞抽
象，老师们听起来有些生涩，好在激
情还在。

但主讲者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
来，老师们便有些领悟。“第一类学
生，新知和必知都具备，那是学霸，
没有教的价值；第二类学生，必知齐
备，那是尖子生，只需稍加指点；第
三类学生，必知具有但不齐全，有漏
洞要弥补，那是我们手中的优生；第

四类学生，必知是零，需要从零开
始，那是后进生；第五类学生，必知
为零不说，旧知里面还有负能量，思
想观念和行为习惯都有问题，那是
双差生。”老师们觉得课改小组讲的
是大实话，自己曾经也分过等级，就
仅仅按卷面成绩，远远欠缺深刻准
确。

“对第三类学生，重在研究导学
流程；对第四类学生，重在小组合作
制的大力推广；对第五类学生，重在
激励评价来双补。”“我们过去花费
大量功夫，就在后三类学生身上；苏
派课改的着力点，也是这三类学
生。他们创立由四大板块组成的模
式，是成功的典范，”课改小组顺势
切入，“我们需要更新过去的教育观
念，改变过去的教育行为和习惯。”
教师们心里的弯彻底转过来了。

课改实操，木洞中学迈出三大
步。第一步是动起来，依葫芦画瓢，
抓手是日程和活动。生训版块，集
合、跑操、礼仪、清洁、纪律、就餐、就
寝……无所不包，课改办主任、体系
负责人、年级主任、备课组长、学科
老师，学生方面还有部长及以下的
各职能部长、班长及以下的各职能
班长、组长及以下的各职能组长，层
级众多，都统一布置进日程，照单抓
药。班组文化分为班级文化和小组
文化，班名、班徽、班歌、教室布置等
班级文化安排成展览活动，组名、组
徽、组歌等小组文化安排成表演活
动。

两个文化都全由班内或组内学
生合作完成，发挥主动，体现个性，
放飞心灵。最后评价奖励版块上阵
助推，汇聚到“评价超市”，让学生享
受付出与成功的欢乐。学生开始茫
然不适；老师繁杂忙碌，难免畏难，
课改小组勉励他们：“说的多了，学
生就信了；信的多了，学生就做了；

做的多了，效果就来了。”累了半期
时间，虽然有的老师几至神经衰弱，
但终于有了进步。

第二步是实起来，转化形似为
神似，抓手是职责落实和专项训
练。课改办拟定职责（要求和标
准），交给四个板块贯彻实施，组织
达标验收。比如，导学案的时间分
配、内容选定、难易掌控的原则。比
如，已经有了班组文化，怎样进一步
内隐外显，变墙上文化桌上文化为
言行文化心灵文化。而对象合学、
领学、拓展的流程怎么组合这类复
杂又暂无定论的问题，课改办设定
几种情况，指定班级人员分头攻
关。课改办大力组织老师的培训，
不但学校组长进行，各板块负责人
进行，还多次邀请联盟中心的专家
亲自把脉；由初级班升格为中级班，
最后是高级班；由概论到专论，由普
遍技能到专项技能。对老师上课的
要求，提升到合格课、公开课的层
次，要求以学科为单位，推出三五节
观摩课。生训版块，高密度培训学
生：班组文化方面有通识培训，小组
分享诊断，团队建设活动，组长论坛
培训，解说员培训，墙面文化培训，
小组建设培训；导学流程方面又课
堂流程培训，合学培训，课堂巡查培
训，小老师PK培训，导师制培训，传
帮带培训；评价激励方面有学习培
训，行规培训，多元评价培训，家校
共建培训。目的在于全面提高。学
生有了该做什么、怎么做的自觉，老
师有了怎么做、为什么的自审。

第三步是升起来，用“拿来主
义”，打造出木洞中学自己的课改，
建立自己的操作规程。一年多时
间，木洞中学课改的任务基本达
成。正如校领导在总结报告所说，

“传统课堂是老师主动教，学生被动
学；改革后的课堂是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而我们今天的课堂，算
是课改的后浪——学生不但会自主
学习，还会上台当老师教。”

木洞中学以平民思想人本思想
为基础又融进传统、名人、农耕、长
江、科技诸文化的平民文化陶冶学
生，学生的言行更具有深厚的精神
内涵，由落后农村典型的“胆怯、封
闭、自卑、厌学”消极人格，变为“勇
敢、开放、自信，乐学”的积极人格。
小组有特色，班级有灵魂，无形的文
化磁场，立德树人，陶冶着学生。

在多元智能的新质量观引领
下，学校建成“三套四具”的评价激
励体系。学习评价、行规评价、多元
评价等三套体系，分别在年级、班
级、小组三个层面施行；一日一记、
一周一结、一月一评、一期一表彰这
4种工具，从空间和时间上对学习
生活的方方面面监督激励，达到自
主管理。“学生想不进步都难，”有班
主任感叹，“当了20多年班主任，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

准确定位出课堂教学的新样
态。得出导学案有利于培养学习习
惯和自学能力，但“等分时间固定学
科顺序”完成导学案的效率不如“总
包时间不固定学科顺序”的效率的
结论。整合联盟“基础7分钟、要点
25分钟、拓展8分钟，基础和要点各
自分别开展合学和领学”的精神，执
行“基础要点合为一个环节，只开展
一次合学和领学”的结构。合学活
动时间最初照搬，设定为 5～8分
钟，应用中发现假而不实，通过实验
找到木洞学生的恰当值10～12分
钟；领学活动最初是依次序每组开
展，由于没有滤掉前面合学普遍解
决了的内容，又常常挤掉了后面拓
展及其点拨，结果是学生无趣老师
帮不上忙，通过设定四个方案的对
比实践，摸索出领学“不超过三组”
的恰当值。

又是半年摸爬滚打，《木洞中学
生训规程》《木洞中学班主文化建设
规程》《木洞中学导学案、课堂流程
规程》《木洞中学评价激励规程》四
份文件，整整齐齐摆放在课改组长
的办公桌上。

告别昨天
苦尽甘来开新篇

两易寒暑，时间转到了2019年
10月29号和30号两天。

苏派课改联盟以“经验分享暨
实操培训”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在
木洞中学举行。两年以前浙江荷叶
塘中学现场会的情景，在木洞中学
重现。“但这回‘惊奇’‘震撼’‘信服’

‘佩服’‘倾倒’的不是我们，而是我

们带给别人的。32节原汁原味的
实作课，是我们带给的；8堂令人振
奋的班组文化展示课，是我们提供
的；英语领学培训课，是我们操刀
的；小老师PK赛，是我们导演的；苏
派课堂四大板块的现场交流和答
疑，是我们版块负责人主持的；‘知
能课堂，促我精彩人生’的年度颁奖
典礼，是课改各部门协作展示的；
《平民教育在困境中突围》的报告，
是校领导作出的……一场课改的样
板大餐从容推出，好戏连台，应接不
暇。”木洞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其实，这场课改大餐之前，木洞
中学已经多次烹饪“小鲜”。接受区
内外、市内外、其他省市同行的参
观，提供观摩，举办现场会。老师和
学生一路经历改革过来，自然成竹
在胸。

木洞中学课改的最大收获，是
学生人格造就和综合素质提升。苏
霍姆林斯基说，让每一个人在学校
抬起头走路。学校践行苏派课改，
让学生有应该做的事，有喜欢做的
事，有擅长做的事。给学生营造与
生活学习同等大的空间，海阔凭鱼
跃，天高任鸟飞。崭新的课堂模式，
蕴含着关爱与尊重，保证学生主观
能动性，解放思维禁锢；学生学习能
力、思考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
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与
过去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学生小杨，因为家长工作调动
转离木洞中学，转学后变得沉默寡
言。家长发现，以前没有在一起，孩
子活泼开朗；现在住在一起了，孩子
还像“丢了魂”。疑惑的家长拜托老
师找孩子交流，原来是现在的学校
生活沉闷枯燥，一天只读书。家长
无奈，只好把孩子转回来。孩子重
新欢快起来。

木洞中学课改，还促使一大批
老师成长成熟起来。联盟内部，学
校发展为联盟基地学校、西南地区
窗口学校和示范学校，成为品牌。
教育部门，在第二届教师基本功大
赛上和名校老师同台竞技，分得一
杯羹；六校联盟教学大赛上取得优
先名次。开发出“北京游学”“签约
实习”“长江鱼类资源研究”等教育
教学教研项目。学校被评为“重庆
市普通高中校本教研示范校”，学生
社团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学生和社
团”。足球队荣获重庆市2019校园
足球联赛高中组二等奖，学校荣获

“优秀组织奖”。
回顾木洞中学的课改。课改

前，木洞中学在督导片区只能占三
四位，课改后悄然上升，不知不觉稳
居片区第一，进入巴南区第一梯
队。今年首届课改班毕业，大获丰
收，超额目标三分之一多，700分以
上的尖子生达到20多人。最近，因
为疫情开展网上教学，木洞中学仍
然采用课改模式，结果疫情后的期
末考试，初一总平均成绩居然超过
其他学校20多分。在全面发展和
多元智能的主题下，考试成绩只能
算副产品了。

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
今在木洞中学成为现实。学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木洞中学继承和发扬
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吸收
苏派课改精华；秉持“平民情怀，公
能致远”的办学理念，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和多元智能上发力，闯出了
一所农村普通中学课改发展的新
路。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
得益于巴南教育质量的总体提升，
在全区教育系统“提质量、保平安、
树形象”的行动中，木洞中学必将迈
向新的高度。

何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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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洞中学课改教师代表们

班级文化展演——木洞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