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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教育丛书”总序

成都是我国西部重镇，文化历史名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成都人历

来重视教育，有建于二千一百多年的文翁石室，也有新世纪以来建设的优质

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

率先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率先进入了教育相对均衡发展的行列，教育改革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了记录成都教育改革发展的轨迹，总结成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和

成果，体现成都教育的历史积淀，展示成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实践创新、典

型经验和学术成就，成都教育局正式启动 “成都教育丛书”工程。这是一项

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它不仅留住了成都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取得巨大成就

的足迹，而且丰富了教育学术宝库，为成都教育今后发展奠定可持续的基

础，同时必将在全国教育界产生重大影响。

当前，我国教育正处于由数量发展转变为质量提高的关键时期。国家正

在制定２０３０年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规划。教育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的

全纳性、终身性、个性性、多样性、信息化、科学性、国际性、法治性等多

个方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心，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公民。关键是要树立现代教育的

观念，树立 “儿童第一”“教育第一”的理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和方式。教育要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充

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体系。

我与成都教育有不解之缘。早在２０年前的１９９６年，在我任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之时，就应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之邀，参加了青羊区教育综合改革

的论证会，中国教育学会又在青羊区召开过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现场

会。２００１年我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以后，首先将青羊区作为中国教育学会

的教改实验区，以后又将成华区纳入进来。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几

乎每年都到成都。我到过青羊区、金牛区、锦江区、成华区、双流区、蒲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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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今年又到了青白江区。成都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我可说是真

实的见证人。

“成都教育丛书”邀我作序，我觉得十分荣幸，就写上这几句，是为序。

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

注：顾明远先生系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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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之川＊

记得当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 （现已并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读

研究生时，曾随李运益先生访学到苏州大学古汉语教研室，先生用他那浓重

的四川话说：“我们从 ‘天府’到 ‘天堂’，是来学习的。”那时我就深切地感

受到四川人的那种大气与自豪。后来因为内子的关系，逐渐对四川尤其是成

都有了更多认识与更深理解。这里不仅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气候温润，更

兼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青羊宫等景点，加上

川剧变脸、国宝熊猫、蜀绣、丝绸以及众多美酒美食，愈发让人流连忘返，

乐不思归，享有 “来了就不想走”的美誉。七十年前，国土沦陷，举国同仇

敌忾，天府之国成为大后方，语文界前辈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先生曾

“烽火漫天走巴蜀”，在这里为我们留下了 《精读指导举隅》 《略读指导举隅》

《国文教学》和 《中国文法要略》等语文教育经典名著。如今，四川语文界也

活跃着一大批实干家、创新型语文名师，他们以务实风格低调行事，埋头耕

耘在语文教育的辽阔沃野，又以其雄厚实力与斐然成就而为语文同道所激赏。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特级教师卿平海老师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

我认识平海老师已有多年，感觉他话虽然不多，但能切中肯綮，让人感

受到他为人的真诚与朴厚，他对教师工作的敬业与执着，他对语文教育的挚

爱与深情。每次与他见面，亲切感油然而生，所聊话题总离不开语文，其乐

融融。记得去年四月，在南京十三中的 “写作教学研讨会”上，我曾听他上

过一节写作课。他只用一张 Ａ４白纸作教学素材，就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

感悟，大开 “脑洞”，轻松完成写作任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人民

教育出版社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兰州市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我曾推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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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学员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最近，他与我联系，说他编著的一本专著

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篇序，我也就当仁不让，欣然应允了。

卿老师很快就发来了他们的书稿，这是他所主持的 “卿平海名师工作

室”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为了响应 “教育家办学”的号召，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都在积极想办法，创新教师教育。有的提出 “未来教育家工程”“名师

工程”，有的设立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发展中心、名师发展共同体等，打

造自己的教育家团队，“卿平海名师工作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受成都市

教育局委托创办的。在他的主持下，工作室吸引了一批优秀青年语文教师，

大家分工合作，以 “共建共享，创意语文，诗意生活”为核心理念，以 “语

文课堂创意教学”为主题，以任务驱动开展专业阅读、磨课沙龙、课例研

究、专业写作、专题讲座、送教下乡、访学问道等系列研修活动，聚焦语文

课堂突出问题，进行扎实深入的 “创意心语、创意问道、创意寻道、创意论

道、创意悟道”的专题探索。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就是他们创意研究的成

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打通了小学、初中与高

中不同学段，实现了城市与乡村沟通、公办与民办融通，使得这种独创的研

修方式更具特色，也更有说服力。每个工作室成员创意语文，诗意生活，共

创共享，读文养气，作文育心，语用立言：双流棠湖外语实验学校刘勇被评

为特级教师、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还有的评上了高级教师，有的获得成都

市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四川省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名

师工作室显露出不可低估的孵化、共生、助推作用。走笔至此，不禁为这本

厚重专著的出版感到高兴，更为他们体现 “创意”的自我超越而欣喜无比！

有一位作家曾谈到语文老师的幸福：“抛开考试困扰，我觉得做语文老

师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这份职业就是和孩子一起读书的事业。”“阅读的

是自然，沐浴的是身心，俯仰的是天地。”所谓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在

我来说，阅读本书，就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不仅可以分享作者在语文课堂

上的创意教学，欣赏这些青年才俊生命与智慧绽放的现场直播，而且能探索

语文之道，体悟语文之味，感受语文之美，领略语文人的魅力。他们以饱满

的热情、坚定的意志，倾情语文事业，乐于教书育人，追求知识智慧，演绎

精彩人生，不仅生活得意兴盎然，而且充满幸福尊严，践行着陶行知 “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理念，诠释着滋兰树蕙、甘为人

梯的教育真谛。

写于２０１６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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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语文课堂教学为什么要崇尚创意

　　　创意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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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百年，无数语文人默默耕耘，“日新谓之盛德”，把语文浇灌成

学科百花园的参天大树；百年语文，无数语文人直面问题， “苟日新，

又日新”，探寻语文科学持续发展的道路。创新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

基因。

作为名词的 “创意”，是具有创造性的意念 （观念）；而作为语文教

学的 “创意”，是师生的创新意念、创新意境、创新意味的互动生成过

程。用有创意地教引导学生有创意地学，这是语文创意教学的基本要

义。

语文创意教学不是随心所欲的刻意求异，也不是故弄玄虚的自我标

榜，而是语文教学创新驱动发展的一种理念、一种策略。它强调语文真

问题倒逼教改的创意问道，着力语文核心问题创造性解决的创意寻道，

重视语文活动经验反思成智慧的创意悟道。此道非彼道，它是学生正确

理解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的有创意的学习之道，也是

教师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特点、充分发挥师生双方主动性创造性的教学之

道，更是教师焕发言语生命活力、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发展之道。这是

语文创意教学的核心价值追求。

始于１９８４年的语文创意教学探索，究竟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三

十多年做了哪些改革试验？语文创意教学的发展理念和基本策略是什

么？这是我们首先想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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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问道

一、没有创意的语文课失魂落魄

语文新课程是百年语文的期待，也是社会发展和语文教改的期待。作为

一线教师，我们更关注学生对语文新课堂的期待。

这令我回想起语文新课程第一节课的情景。那是２００３年９月开学第一

天的第一节课，地点是位于锦江河畔的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南区旧教学楼。同

学们带着期待的目光，聆听着国旗猎猎与 “锦江春水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

今”的应和。一缕缕晨曦，爬着苍老的窗棂，用激动的神色，检阅一排一排

整齐的新书和一个一个新奇的目光。①

“上课！”

“起立！”

“请多多关照！”一个九十度的躬。

讲台下是一泓泓亮闪闪的眸。

“没有老师学生可以自学，卿老师不和你们一起学语文，有其他老师来

上，但没有你们我理想的天空就没有太阳的灿烂和鲜花的芳香，我真诚地再

说一声———同学们，请多多关照！”

“老师……”一片九十度躬中冒出此起彼伏的 “请多多关照”。

“第一次见面，我们都想相互了解。是你们先了解我，还是我……”

“我来！”一个学生举着小手从座位上跳起来，敬了一个军礼，在大家哄

堂大笑后，满脸通红，“报告老师，我与鲁迅同姓，但姓周；当夸某人才貌

双全时，我不嫉妒，因为我是大名鼎鼎的周文婷也！敢问老师尊姓大名？”

有同学为她鼓起掌来。

“回大名鼎鼎的周文婷同学的话，”我模仿古代拜见名士礼仪，“我喜欢

关汉卿的戏剧，虽不屑为 ‘官’，但甘愿做同学们的爱卿；虽然喜欢交友，

但只与爱妻卿卿我我。当人们沉醉于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

夜，江春入旧年’时，我们共同分享诗意的生活，因为我只是沧海一粟的无

名小卒，卿平海是也。”大家欢呼起来。

“卿老师，您因为学习打过您的孩子吗？”一个女生站起来，羞涩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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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会暴露您隐私的话，您能告诉我们，您打孩子时的心情吗？”

“我与某些同学的父母一样不高明，也曾因为学习打过自己的孩子。”我

惭愧得很，不敢正视我的学生， “打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但打前思想痛苦，

打中手痛，打后心疼……从今以后，我保证……”我与一些学生一起低下了

头。

“老师，我是临时班长，叫高芳，‘高’是 ‘高兴’的 ‘高’；‘芳’呢，

不是 ‘病入膏肓’的 ‘肓’，而是 ‘小芳’的 ‘芳’。”一个高个子的女生站

起来，又引发大家畅快的笑声。“老师，不知道您最想了解我们同学什么？”

师 （不断点头后，满含期待地问）：“你们每个同学都是一本正在用青春

和智慧书写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后我会一个个拜读。在小学，我们学了

六年语文；在中学，我们还要读六年语文。语文是什么呢？今天，我最想了

解我们每个同学心中不同的语文，请你用自己的话，说说你对语文的独特感

受或独到见解。”

生１ （手举得高高的，迫不及待地说）： “语文就是不厌其烦地学文字，

‘拖’，ｔｕō，拖拉机的 ‘拖’，念得你眼花舌麻；每字写１００遍，抄得你骂造

字的祖先八代；考试时，‘折’‘拆’‘析’‘柝’就像迷魂阵，让你不得不大

声疾呼，文字王国咋不早抓计划生育！”

（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和紧握拳头挥舞的臂博得稀疏的掌声。）

生２ （黑边镜框内跳跃着一双聪慧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激动歙合，抑扬

顿挫地说）：“读课文就像念 《圣经》，语文课堂确实没劲得慌，真难忘那一

幕幕情景：老师不知疲倦地叨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做诗也会编。偷看课外书者：‘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

来’；十年寒窗无人问，窗外世界真精彩。被突然抽问：‘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同学间互相抽背课文：检察

官气势非凡，‘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背诵者求声连连，‘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考试作弊：‘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公布成

绩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同学们的脸被声情并茂的诗句染成了五颜六色，陷入了深情的回忆。）

生３ （学老师模样，装腔作势地说）：“文安邦，武定国。作文啊，太重

要了。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古有 ‘凤头’‘猪肚’‘豹尾’，今有应试妙招

‘一背’‘二改’‘三拼凑’……”

（那夸张的声调，滑稽的动作，让同学们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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