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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成长丛书》序

务实求真　引领成长
伴随新世纪前进的脚步，为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奠基的教育

革命———新课程改革，正以令世人瞩目的态势在全国推进。这
次改革，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
一位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
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是新课程改
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都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有
机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整体，分别为广大
中小学生的发展和我国社会发展承担着各自的不可替代的责任”。

“校本课程是以学校教师为主体，在具体实施国家课程和地
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的评估，充分
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课程资源，根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而
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
计划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新课程改革中的新鲜事物，开发校本课
程，引领师生成长是教育发展的新态势，是学校应该认真探索的
新问题。

新课程改革的重点在课堂，关键在教师。教师个人素养的
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教育改革的成败。发展中的田家炳中学，

办学条件的不断优化，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对高质量教育的现
实要求，明显地凸现出教师素养的不足。努力提升教师素养，以
教师的发展促进办学的质量，是学校发展的重要策略。为此，

２００７年学校承担了重庆市普教科研课题《新课改下中学语文教
师专业化发展研究》的一级子课题《语文教师读写及教学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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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与评价研究》，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课题活动开展一年来，教师的风貌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各项业绩
也逐一显现出来，学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巩固成绩、加速发展，将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发展推上
更高一级台阶；为了办出更高质量的特色教育，学校决定探索编
辑《引领成长丛书》，既是学校科研课题的物化成果，又是引领师
生成长的“校本”教材。丛书分为《杏坛求真》《尝试成功》《感悟
人生》三卷，分别指向教师和初中、高中学生三个层面。

田家炳中学拟定了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规划，站在历史的高
度，将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作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平台。

学校组建了由莫光荣校长任总编，特级教师、研究员刘晓白
任副总编，彭期荣、陈礼峰、周仲科、唐勇、范勇锋任成员的校本
课程编辑部，我受聘担任顾问。

以“科学性、实践性、教育性、可读性”为编写原则，以“务实求真，

育人创新”为编写指导思想，制订方案，落实任务，展开了工作。
《引领成长丛书》的编纂，是教育改革的创新探索，是一项艰

巨的科学育人系统工程。工程涉及面广，对理论与实践的要求，

对材料选择和文字表述的要求均很高。参加工程的同志们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协同合作，努力创新，获得了可
喜的成效。

但丛书的陆续出版，还只是教育改革的第一步。用好这套
丛书，不断深化探究，以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促进学生的成长，推
动学校腾飞，任重而道远。还望大家以“行百里路半九十”的精
神，继续奋发有为。

未来的田家炳中学，一定会光耀史册。对它的发展，对它的
师资建设和学生成长作出贡献的人，也将彪炳田家炳中学的史
册，光荣永存。

陈中举
中共大足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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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用科学人文之光照亮前程

重庆市大足田家炳中学，建于１９４７年，原名大足县第二中
学，俗称万古中学。２００７年３月，高中部从万古校区迁入县城新
校区。在新校区建设中，香港著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先
生热心资助，向学校捐赠２００万港元，经重庆市教委批准，更为
现名。

多年来，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高考成绩一年一个新
台阶，累计已为国家培养了２００００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其中高
中占８０％），６０００余名学生升入大中专院校。为国家和地方培
养了大批的人才。学校多次受到市、县嘉奖。

学校要发展，办学条件是基础，办学理念是根本，教师建设
是关键。

２００７年，学校迁入新校园后，办学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为
学校的长足发展垫下了良好的基础。

发展学校，办学理念是根本，学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教育
的本质是育人，育人首先是“心”的教育，而不是知识、文化或政
治、法律的传授和灌输。因而，“教育的任务首先不在于教会受
教育者多少知识和本领，它最基本的任务是教他们如何去发现
生活世界中的真诚，善良和魅力，教他们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融入
社会，理解他人，关爱生命”。

“良好的教育一定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
手带来力量，给蒙昧的双眼带来清明，给孱弱的身躯带来强健，

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直，给卑琐的人们带来自信”。相信教育的
正义与高尚，也就是相信人类精神锋利的光芒。

１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呢？”教育诗人肖川认为：“也许我们很
难给与它一个周全的描述，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如果一个
人从来没有感受过人性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过一个丰富
而美好的世界；如果从来没有读到一本令他（她）激动不已，百读
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某一个问题；如果从来没有
一个令他（她）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过一次
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如果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与和谐
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
衷的赞叹……那么他（她）就没有受过真正的，良好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就要为学生终生的发展奠基，就要用人性的光
辉照亮学生的心灵，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提升学生的智慧和能
力，正如“忠信教育思想”创造者高震东先生给“学生”下的概念：
“学生活的知识，学生存的技能，学生命的意义”，就包容了学校
施行良好教育的全部内涵。

基于上述认识，将学校的办学理念概括为：人文立校、科学
育人、和谐发展、创新求真。

要实现上述办学理念，必须依赖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教
师是学校的真正财富，教师的品位决定学校的品质，教师的行为
就是学校的环境，教师的精神组成学校的氛围，教师的素养蕴涵
学校的文化。

建设教师、发展学校，用科学人文之光照亮前程，是田家炳
中学发展的策略。

建设教师队伍，必须做到“用、育、留、引”并举，即善于任用
教师、教育培养教师、留住骨干教师、引进优秀教师，这是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的必由之路。

教师发展是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学校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

学校不仅是培养学生的场所，更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基地。

学校应为教师专业成长营造良好氛围：做到“人人专业发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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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心情舒畅”。要用目标来引领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制定教师
发展目标，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驱力。要为教师专业发展构
建校本培训平台：通过搭建互动研讨、案例学习、专题论坛、课题
研究、自我反思等校本培训平台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要激发
教师自身主动发展：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是教师本身，只有教师
把自己看作是专业发展的主人，才能为自己的专业发展负责。

为激励教师的专业化发展，２００７年９月，学校召开了声势浩
大的科研课题会，我校承担的重庆市普教科研课题《新课改下中
学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一级子课题：《语文教师读写及教
学能力发展与评价研究》，隆重开题，为教师专业化发展，铺开了
康庄大道。学校以此为龙头，掀起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热潮：广
大教师勤奋读书，交流读书心得，写作读书笔记、教学随笔、研究
论文，积极参加课堂教学技能比赛，参加写作能力测查、文本解
读比赛……一项项喜人的成绩接踵而至。语文学科参加重庆市
论文评选，创下了一所学校获奖数量与质量双丰收的新纪录：一
等奖４篇，占全市获奖总数５％；二等奖７篇，占全市获奖总数

２．５％；三等奖９篇，占全市获奖总数１．６％。参加全县高中语文
优质课决赛获得一等奖，参加全国语文教学优质课大赛重庆片
区选拔赛获一等奖。学生参加重庆市中学生作文大赛也获得好
成绩……

教师专业化成长，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２００８年高考取
得了突出成绩，考取本科以上３２９人，总上线８１６人，上线率为

８６．４％。

师德建设是提升教师职业品质的核心。教师职业是一个发
展性的、不断学习的职业，更是与学生结伴成长的职业。能否用
发展、欣赏的目光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是师德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师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一是要
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武装教师。如“学校无差生，人人能成才”，
“只有成名成家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成才成功的学生”。二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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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证，学校正在酝酿相关的教师评价、管理和发展制度，筹
划建立学校教师研修书院，构建教师专业成长的理想平台，促进
教师发展，推进学生成才。

为适应教育的现代化发展，学校作出了加强校本课程建设
的决定，旨在将校本教材建设的过程，变为推进教师理论研究水
平发展的过程。通过近半年的努力，从大量的教育教学研究论
文中，选出６０余篇荟萃成《杏坛求真》文集，展现了我校教师专
业化发展的实绩。

“人文立校，科学育人”。大足田家炳中学正抓住历史机遇，

解放思想，团结奋进，用科学人文之光照亮前程，在２００８年创建
成为市级重点中学的基础上，再力争成为巴蜀名校，为教育大业
作出更大的贡献。

莫光荣
大足田家炳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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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出语文课的语文味　 胡林玲（１７１）……………………………
　　立足课本　跳出课堂

　　　　———语文教学拓展教材探微　 黄佳洁（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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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语文活动激趣探究　 陈仲梅（１７９）……………………

　　《成长记录》记录成长

　　　　———高中生写作素材积累活动探究　 谢筱婷（１８４）…………

　　中学作文教学探究　 唐　勇（１９０）………………………………

　　高中作文评改方法　 李定芳（１９５）………………………………

　　入水方知春意暖

　　　　———浅谈高三作文教学　 杨江波（１９８）……………………

　　诗词教学探究　 谭　婧（２０２）…………………………………

　　中学文言文教学探究　 肖晓玲（２０６）……………………………

　　语文教学中创新思维的培养　 胡林玲（２１０）……………………

　　于无声处展精彩

　　　　———成绩统计对高三语文复习的作用　 许华容（２１４）………

　　语文教学，从教材起飞

　　　　———高考语文复习之我见　 杨晋虎（２１７）…………………

　　浅谈高考散文阅读复习策略

　　　　———我对“四步阅读法”的实践　 李定芳（２２４）………………

　　高考后期语文复习的几点做法　 梁　琴（２２８）…………………

　　距高考６０天，你能干什么　 梁　琴（２３０）………………………
四、其他学科教学探究 （２３２）……………………………………

　　略论英语教师的教育机智　 杨华文（２３３）………………………

　　浅谈高中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欧　平（２３９）……………

　　教育优先，社会和谐

　　　　———孔子儒家思想与十七大教育精神　 王洪德（２４２）………

　　浅谈我在历史教学中常用的几种方法　 郑世巧（２４７）……………

　　浅谈英语课堂举例的艺术性　 龚　勇（２５０）……………………

　　有效引导学生提问，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胡　平（２５６）…………

　　中学数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彭先健　胡志华（２６０）……………

　　教学中创新意识培养初探　 谭玉林　彭　俊（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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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英语分层次教学研究报告　 龚　勇（２６８）…………………

　　生物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敢问　 黎中华（２７４）…………………

　　地理教学中的生态环保教育　 袁跃兵（２７８）……………………

　　英语教学中转化“后进生”探微　 谢淑容（２８２）…………………

　　高考政治主观题答题能力培养　 季晓刚（２８５）…………………

第三章　教育感悟篇

　　读书　悟道　育人　 周迪谦（２９０）………………………………

　　学生———教师心中的歌　 钟　睿（２９７）…………………………

　　语文读本———课外阅读的一片蓝天沃土　 邢文志（３０１）…………

　　愿作春泥来护花———关于师爱的行与思　 李廷英（３０４）…………

　　每天进步一点点———教学随笔　 李祥凤（３０９）…………………
　　相同的情怀，不同的艺术境界

　　　　———读苏雪林、刘亮程散文有感　 胥国霞（３１３）……………

　　浅谈《边城》的爱与美　 杨　维（３１９）……………………………

　　做一个多情的语文教师　 李祖凤（３２３）…………………………

　　书写———至关重要的人文素养　 蒋琳赟（３２６）…………………

　　做人当从学书始　 周仲科（３２９）…………………………………
　　自觉、觉他，让生命充满阳光

　　　　———教师的使命与“教育五部曲”　 刘晓白（３３５）……………

　　点亮心灵的明灯　 刘晓白（３４３）…………………………………

　　情寄教育终不悔———《杏坛求真》编后记 刘晓白（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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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大支柱

教育思想、教育智慧、专业精神、专业人格是教师应具备的
四大教育素养，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四大支柱。其中
教育思想决定教师“知不知道教”即教的方向；教育智慧决定教
师“能不能够教”即教的本领；专业精神决定教师“愿不愿意教”

即教的动力；专业人格决定教师“教得多好”即教的背景。

教 育 思 想

教育思想的意义
柏拉图曾说过，奴隶之所以是奴隶，乃是因为他的行为并不

代表自己的思想而是代表别人的思想。骨干教师应该是教育的
主人，而不是奴隶。骨干教师的教育行为应该代表骨干教师自
己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是骨干教师的第一素养。思想形成人
的伟大，“我不能想象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
畜牲了”（帕斯卡尔），教育思想形成教师的伟大，没有教育思想，

教师就成了一台教育机器；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想，没有教育思想，就没有教育尊严可言，教师唯有形成自己的
教育思想才能拥有教育乃至人生的尊严。马克思说得好：“能给
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
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那么，教育思想是什么？我们从教育思想的层次结构来解
剖教育思想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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