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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新教育

                                        ——为《桥西新教育十年》序

2014年，新教育实验的探索之路行进了十四个年头，桥西新教育也走过了十个春秋。

还清楚地记得，2005年，时任石家庄市桥西区副区长的邓小梅带着十位小学校长，冒着江南

的绵绵细雨，来到苏州考察新教育学校，从此与新教育结缘。回到石家庄，他们就以区域推动的方

式开始了新教育的探索。

也还清楚地记得，2009 年苍南年会时，时任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小学教研室主任的杨建

与时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卢志文签署新教育实验区协议时的场景。杨建说了这样一段让人难忘

的话：

“有梦想的人生不会偏于枯寂。因为我们怀揣梦想，所以生命变得丰盈、绚丽而快乐！在这片

53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有一批教育追梦人，凭着对教育事业的一份厚重的责任，一种浪漫的情怀，

点燃了新教育实验在河北的第一粒火种！今天，我们正在以新教育课题研究为龙头，以组建研究

共同体的方式，继续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服务，为构建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成就每一位师生的

精彩生命而执着前行！似那只犟龟，沿着梦想的足迹快乐攀爬！”

因此，桥西区不仅是第一个以行政的力量区域推进新教育的实验区，也是名符其实的正式签

约的第一个新教育实验区。十年追梦，十年探索。十年耕耘，十年收获。当2010年以“文化，为学校

立魂”为主题的全国新教育年会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召开时，桥西区以她的精彩向全国的新教育人

绽放。

正如桥西新教育人自己介绍的那样，十年来，他们始终坚定地走在追寻理想教育的路上。十

年来，他们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十年间，我先后五次到过石家庄市桥西区，那些人，那些事，感动于心。从“十五”期间打造的

七所骨干学校，到今天“十二五”承担新教育实验课题的三十六所实验学校，桥西区本着“成熟一

个，发展一个；发展一个，做优一个”的原则将新教育的行动研究播洒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十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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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区教育局新教育从无到有，由小变大，由点到面，从蓬勃的校园活动项目开展走向丰厚的核心

课程实验研究。十年间，桥西区不论人员如何更替，始终坚持新教育为素质教育开道，新教育和新

课程改革同路。

这些天，为了给这部《桥西新教育十年》写序，我多次拿起书稿翻阅，心潮难平。看着教师专业

发展和缔造完美教室项目建设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突然感觉其实自己对桥西区的了解还很不

够，心中不禁感叹：桥西区这样的新教育实验区实在难得！新教育的理念和课程，已经成为桥西区

教育的精神底色，成为桥西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再也不需要担心桥西区会成为全国新教育

的一个彩色浮沫，因为他们始终在沉淀，在积累，在丰富，在完善，始终朝向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在这部书稿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由衷感谢邓小梅副区长、教育局原局长李英辉让新教育与石

家庄市桥西区结缘，感谢赵月芬副区长、张治军局长对新教育实验的深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感谢张

继科副局长、杨建副局长对新教育实验的执着坚守和强力推进，感谢桥西新教育工作室这支卓越

团队的积极探索和有效行动，感谢每一所实验学校和每一位实验教师的大胆实践和辛勤付出……

我曾经想过新教育的彼岸是什么模样。我想，彼岸是一群又一群长大的孩子，从他们身上能

清晰地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人性的，享乐是有道德的。

桥西新教育，也就是这样一座通往彼岸的桥。在这座连接东方与西方，连接教师与学生，连

接学校和家庭，通向未来的新教育之桥上，我期待桥西区的下一个十年，能够更全面践行已有的

新教育项目，更深入探索新教育的新精彩，成为全国新教育实验区的排头兵。我相信，在继续搭

建新教育之桥的过程中，桥西区的新教育人自身将会打磨出更为绚丽的色彩，成为一道夺目的彩

虹之桥！

                                                                                                             朱永新

                                                                                                              2015年3月14日

                                                                                                             写于北京滴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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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桥西新教育十年》终于问世了。这部书将成为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这十年来积极探索、勇于

创新的最有力见证。

回望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加入新教育实验的历程：2004年6月，桥西区十二所学校的领导

来到昆山进行考察，这是桥西区教育与新教育的初相识。在聆听了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著名教育

家朱永新教授关于“新教育实验”的学术报告后，有着“执着、进取”精神的桥西教育人被唤醒激情，

重拾梦想，毅然决定走上这场中国教育的改良之路，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区域形式加入实验研究的

区域群体。从此，我们开始清晰认同新教育的五大理念，以“书香校园同写共练”行动项目为突破

口，根据学校发展与项目开展情况逐渐拓展六大行动，实践三大课程。我们在教育局内部还成立了

理念认同、专业精湛的桥西新教育工作室，注重“行政参与、本土导航、区域推进”，立足于桥西区各

小学师生，面向家长与社会。我们欣喜地看到，桥西区的校长与教师，尤其是孩子们因为“书香校

园  琅琅书声”，因为“晨诵·午读·暮省”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开始绽放幸福的笑靥。

2010年 7 月，随着全国新教育实验逐步深入的实践研究，桥西区更是审时承办了主题为“学

校文化”的“全国新教育第十届年会”，这次年会的胜利召开离不开新教育研究团队的鼎力相助，朱

永新教授、卢志文院长、李庆明校长、干国祥老师、魏智渊老师……这些执着追梦的新教育人汇聚

桥西区，为桥西区教育发展诊脉、指引，为桥西区教育发展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成为我们岁

月流淌中的一段美好回忆。“文化立校”从此成为桥西区教育发展的一大品牌，一所所桥西区校园

因为“文化”的引领开始散发出自己独特的魅力，红星小学的“要有光”、友谊大街小学的“力求进

步”、维明路小学的“悠然兰草香”……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新教育，是在友谊大街小学参加全国新教育开放周观摩活动，听一线老师

讲述自己的阅读史、成长史和班级故事，翻阅孩子们多年来丰富的读写绘作品，被热情、大方的学

校社团学生围着，接受采访。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鲜活的校园生活，在这里的老师和孩子们该是多

么的幸福啊！这点滴的变化是桥西新教育人十年共同努力的结果。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也许意

味着从少年的懵懂壮志到成年的历经沧桑；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也一定几经磨砺而历久弥坚。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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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区域教育的发展，十年，足以在一片大地上播种理想、默默耕耘，影响并决定着一方热土上

人们的精神气质，因为这十年我们面对教育理想，敢于“做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成为桥

西新教育十年的核心关键。

我们不敢放慢逐梦的脚步，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成绩属于过去，仅仅依靠激情无法持续区域

教育的全面深入改革，只有更加深耕细作，一切从儿童出发，做真正属于桥西区自己的教育，才能

让教育的力量真正关联、影响到区域的每一个人。近几年，我们开始静下心来，研究儿童，在“理想

课堂”“完美教室”“教师专业发展”等项目上深耕细作：召开了石家庄市首届小学教学工作现场会

和全国新教育实验开放周活动，呈现了学校项目、课程建设的深入研究，深获与会领导专家好评，

我们用行动追求“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我总在思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等不得也急不来，那么这十年，

对于一个区域教育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又有哪些真正的认识？未来十年，我

们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样的思考，不断审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理念越来越清晰：

教育，依然需要一群有理想的人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地去做。所以我们还要不断

地呵护那些闪烁的“火种”，不断点燃大家内心对于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存在感。

教育是一种文化行为，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和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环

境。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我们更要审慎地规划我们的行为。

教育最终是对人的成全，它不是塑造人或改造人，而是帮助儿童不断地认识自己、发挥潜

能，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有理由期待下一个十年。

                                                                                                                                   张治军

                                                                                                                      2015年2月6日

4



追梦新教育       朱永新 /1

十    年       张治军 /3

第一章   完美教室的文化建设 /1

■ 何谓完美教室的文化建设 /2

在一间名叫“教室”的花园里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小学  李  威 /2

■ 教室里的文化言说 /6

相亲相爱“一家人”         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  刘  坤 /6

让每一朵花儿绽放精彩        石家庄市西里小学  王  玲 /10

相约“百鸟巢”       石家庄市中山西路小学  崔晓贺16

第二章   完美教室的课程建设 /23

■ 阅读课程 /24

为每一个孩子编织童话梦想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   周  玉 /24

共育一棵希望树       石家庄市桥西实验小学  张  星 /33

在晨诵的旅途上采撷“美”       石家庄市维明路小学  王玉梅 /36

■ 仪式课程 /40

让仪式课程擦亮每一个孩子成长的日子       石家庄市大谈小学  王亚维 /40

像犟龟一样上路       石家庄市友谊大街小学  陈桂叶 /44

入学的日子       石家庄市曙光小学  耿海萍 /50

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心灯       石家庄市城角街小学  崔晓玲 /56

目  录

1



■ 德育课程 /59

每月一礼  快乐成长       石家庄市中山路小学  王绍艳 /59

行动培养习惯  课程健全人格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小学   李红丽 /63

回味中反思  喜悦中成长       石家庄市南马路小学  李  静 /68   

■ 远足课程 /74

小蚂蚁远足课程实践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小学  刘  娟 /74

带你去远方      石家庄市红星小学   郭   丽 /80

■ 艺术课程 /84

与学生的脉搏一起律动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小学   张玉淑 /84

为了生命的幸福成长       石家庄市桥西实验小学   张  艺 /88

第三章   完美教室的团队建设 /91

■ 一间教室的团队建设 /92

蒲公英教室家校合作课程      石家庄市育英小学  张国欢   辛  莉 /92

■ 美丽言说——来自团队的声音 /  106   

小小豆丁  大大教室——孩子眼中的完美教室 /106

我的田野  春暖花开——老师眼中的完美教室 /109

一间房子  万种牵挂——家长眼中的完美教室 /117

第四章   完美教室的生命叙事 /125

■ 全国十佳教室石家庄市桥西区

            “小蚂蚁教室”“蒲公英教室”“文曲星教室”的故事 /126

小蚂蚁打造“大”教室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小学  刘   娟 /126

在“蒲公英”教室走过的日子       石家庄市育英小学  张国欢 /140

由课程凝聚起来的生活      石家庄市红星小学  秦佳文 /152

邂逅完美       石家庄市草场街小学  王瑞芳 /173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完美教室的文化建设
                        

教室是什么？那里应该有一群热爱教育的老师，一群热爱生命的家长，

一群积极向上的孩子，汇聚在“伟大事物”周围，虔诚地开始一段美好的旅

程，强健体魄，丰富情感，享受艺术，发现知识，体认和践行道德。大家在温

馨、美妙的教室里，共同生活，如切如磋，度过每一个日子，编织一张叫作“卓

越”的网，在岁月里成为最好的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

教室是什么？那里应该是一群有着共同愿景的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有自

己明确的使命、价值观，有自己的班训、班徽、班级标识、图腾等，有丰富的班

级活动、班级节日，有温馨的班级环境、人文的班级制度、积极的班级管理。

他们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在共同的旅程中创造生命的奇迹。

教室是什么？那里应该有一群共同书写生命叙事的主人公，在对物质与

精神的双重叙事中，在与知识、与生活、与世界、与自我的对话中，向世界宣

告生命存在的意义。

文化，必将是这其中的灵魂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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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西新教育十年（上）  

在一间名叫“教室”的花园里
文／李    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小学） 

教室，不应该是一盘散沙。教师和学生，不应该只是各不相干地把知识作为商品的出售者和

消费者。在教室里相聚的一群人，不应该只是偶然原因的随机组合，或者偶尔因一首歌、一个演讲、

一场比赛才聚集在一起，平日里则是一群没有共同思想、共同语言的乌合之众，一群没有共同愿

景、共同价值的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教室，注定是一个生长中的部落和社会；教室，注定是一个

要形成自己文化与规则的地方。

一、完美教室的理念

（一）教室是安全的
在我们的完美教室里，有聪明乖巧的孩子，有调皮贪玩的孩子，也有心智暂时不成熟的孩

子……这些孩子足以挑战我们的耐心和智慧。但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坚信每一个孩子都

是一粒种子，一粒神奇的种子，他们努力成长，都能够开出花来，创造出生命的奇迹。这种对生命

的根本信任是缔造完美教室的根基，这样的教室是安全的，是充满信赖与温馨的。   

在我们的完美教室里，人人平等，所有孩子享受平等、优质的教育。人人都是教室的主人，在

这里，汇聚学生、家长、各学科老师所有的力量，整合学生生活，开发适合学生的课程。完美教室里

的每个孩子，在穿越课程与岁月，朝向有德性、有情感、有知识、有个性、能审美，在各方面训练有素

又和谐发展的生命，他们一天天地丰盈着、成长着。

（二）教室是有目标的
一间教室，一个个生活于同一间教室中的人，应该是一群有着共同梦想，遵守能够实现那个共

同梦想的卓越标准的志同道合者。大家彼此为对方的生命祝福，为生命中偶然的相遇而珍惜珍重，

■ 何谓完美教室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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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作出承诺：共同创造一个完美的教室，共同书写一段生命的传奇。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成

为最好的自己，各美其美，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实现自我。

作为教师而言，教室是教师职业幸福的源泉。在完美教室里，一定有一位以教师为业的老师，

他把教育这一事业作为自己存在的核心，作为自己生存于世的意义所在。他不断地思考：我为什么

存在？我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要把学生领到何处……正是由于这些思考，他更加理解生命，更加

坚定而从容，也更懂得幸福的真正意义。这种强烈的职业认同感是缔造完美教室的最重要的开始。

（三）引领师生的是人格发展，而非分数
完美教室与优秀成绩并不矛盾。我们不把分数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但是好的分数，一直是对

完美教室师生额外的奖赏。我们明白：“缔造完美教室有一个绝对的‘硬指标’——所有孩子在教

室里有可见的进步，无论是在道德上的、情感上的、智力上的。”没有可见的显性的成长，不是真正

的成长，单个的学生个体的成长也不是真正的成长。在德性养成上，孩子们“既质又文，君子堂堂”，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从内至外散发的儒雅气质和宁静之气是显性的。但道德人格以外，我

们同样需要智力上的显性成就——最终的分数是很好的体现。我们把分数的要求放在灵魂的成长

之后，但最终学生的成长一定能用分数来表现。

（四）教室的生活是丰富的，围绕孩子生活
在完美的教室中，孩子们的生活是整合的，是美妙的，是丰富的，整合于各个学科，整合于家

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在艺术中获得美妙的享受，在与经典对话中获得美妙的提升，在社会

的实践中获得美妙的道德体验。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丰富社会情感；走出课本，走进经典，丰富生

命体验；走出封闭，走向自由、开放，丰富人生阅历……

二、完美教室文化

（一）教室独特的精神文化
一个完美的教室，一定有自己独特的班级文化，这也是课程的终极目标，孩子们的价值观在共

同生活中也会慢慢形成。班级文化不是写在纸上的，它体现在共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体现在每

一个孩子身上。一间完美的教室，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所能，让教室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老师、学

生、家长，彼此编织成一张网，彼此成就。

1. 教室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在班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是伴随着班级愿景不断澄清的。它

是教室中“什么重要”优先顺序选择的结果，如：一个教室中分数最重要，还是学生自尊最重要？谁

的顺序在先，就会成为班级生活中所遵守的“方针”。我们每间教室围绕学校愿景，有自己明确的愿



4

桥西新教育十年（上）  

景和目标，有班名、班歌（或班诗）、班徽等，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观。

2. 教室中有学生共同制定的班级规则

一群人相处，总会生成一些特定的“游戏规则”。对一间教室而言，显性的游戏规则就是班规

班约。当我们把班规班约理解为一间教室集体的共同约定时，事实上已经赋予教室民主生活的含

义，要求教师不能够将班规班约当成自己旨意的替代品，而且应该以一种民主的方式进行。它是一

间教室的重大事件，也意味着孩子们的内在道德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

（二）教室环境文化
我们的教室环境是优雅的，能够体现班级文化理念，体现班级生活轨迹。它首先应是美化的

和绿化的，是和谐的美；教室内外应该有统一的风格，但不是一成不变的。教室内外的布置应该围

绕学生生活，体现学生不同时段的多彩生活。

其次，是有一定数量的适合班级阅读的藏书，有班级图书馆或图书角，并设有阅读课，开展阅

读活动。阅读的成果可以上墙，比如读书手抄报、读后感展览，如共读完《一百条裙子》后，把“玛蒂

埃决定”这一共同密码放在墙上等。这样体现了学生的高参与、高生长，教室环境是与学生学习生

活的内容息息相关的，是传播信息的地方，是班级精神生活的体现。

（三）教室的行为文化
1. 教室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

教师和学生能以“晨诵、午读、暮省”为生活方式，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坚持晨诵午读。同时，重

视仪式，要常规化、固定化，让这个时间与众不同，更优美，更崇高。如坚持开学初和学期末的仪式，

慢慢地形成教室特有的仪式文化。同时，教师重视阅读，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推进“毛虫与

蝴蝶”儿童阶梯阅读，开展读写绘、班级共读和亲子共读，评选书香班级、书香小明星等，在阅读中

丰富孩子们的情感，使他们的生命日渐丰盈。

就这样，我们以儿童阅读为根系，以学科教学为枝干，以大大小小的其他课程为绿叶，以生命

展示为隆重庆典（即花朵），生活充满诗意，努力向着世界开出一朵独特的花。

2. 教室的生活是充满智慧的

每个班级的生命都是灵动的、丰富的、变化的，且存在着差异。为了给孩子更为丰富的体验，

带给孩子更为广阔的世界，教师们自己尝试着开发课程、创造课程，让所传授的内容与孩子当下生

命产生共鸣，符合他们的生命特性、生活实际和心理特点。通过这些适合学生的课程，得以实现我

们教室的使命和愿景，真正引领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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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室与教师专业发展

（一）教室为师生共同发展提供了空间
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在教室里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学生需要发展，老师也同样。

很多时候，面对孩子，我们感到无力，我们责怪自己的专业知识不够，没有高深的哲学、心理学、教

育学理论修养，也没有处理棘手问题的技巧乃至艺术。因此，我们需要成长，需要学习，需要在教

室里不断地摸索、实践、创新。

（二）教室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
一个教师的内心世界，与一间教室的生活世界息息相通。缔造完美教室的过程，从教师自己

的成长来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磨砺生命特质、抛却自我缺陷的过程。教师的风格，将成为一间教

室特色的最重要根源。有人在评价雷夫老师的教室时曾经说：“一间教室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取

决于教室桌椅之外的空白处流动着什么。相同面积的教室，有的显得很小，让人感到局促和狭隘；

有的显得很大，让人觉得有无限伸展的可能。是什么东西在决定教室的尺度——教师，尤其是小学

教师。他的面貌，决定了教室的内容；他的气度，决定了教室的容量。”

所以，一个完美教室的教师必须重新认识自己，不断地自省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是什么，可发掘

的资源是什么，如何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给孩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扬自己的优势，

如何矫正自己的缺陷？避免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影响到孩子。这将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三）教室成就了教师职业幸福感
一间平庸的教室并不完全源自一个平庸教师的所为，但一间卓越的教室一定源自一个不甘平

庸的教师的梦想。而且，正是凭借这一梦想，这位教师才可能得以超越自身的局限，自身也抵达卓

越。

教师根据学生的生活，精心做到每一个完美：一节晨诵、一次班会、一场考试……为生命积蓄

一个又一个细小的完美，教室就在这点点滴滴的细节中朝向完美，师生就在这个不断挑战、不断超

越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平静地过好当下的每一个日子。在一间叫教室的花园里，每一颗种子经

由我们的守护，经由我们的浇灌，经由我们的守候，而最终将亭亭地开放于岁月的深处、世界的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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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相爱“一家人”
文 / 刘    坤（石家庄市桥西外国语小学）   

如果有人问我：教室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对于班主任而言，教室就是他的第二个家。我喜欢

做班主任，我爱我的第二个家。平凡的我有着朴实的愿望：让每一个孩子在清晨醒来时，对即将开

始的一天充满期待和向往；让每一个孩子在放学回家时，对共同生活的教室充满留恋和不舍。我要

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到幸福和快乐。

一、构建班级文化，建立温馨的“家”

去年九月，我又有了一个新“家”——二（1）班。新家里只有32个孩子，可这些孩子来源于原

来的四个班，孩子们习惯不一样，还有着对过去班级、班主任的依恋和认同感。如何让这些孩子尽

快地喜欢我，爱上我们的新“家”？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有幸去山东临淄参加了“缔造完美教

室”的年会。在年会上我看到了教育最完美和谐的一面，幸福的教育生活的朝向。我从来没有如此

地感受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会在一个叫“完美教室”的地方缔造教育的神话、人生的奇迹！在临淄

的两天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完美教室带给我的美好的幸福的教育生活中，那一首首吟诵的优美的

童诗，那一个个洋溢着天真灿烂的笑脸，那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活动，至今回味起来还有那种令人向

往的幸福和甜蜜。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我们教室的方向，于是“一家人”班就这样产生了。

朱永新老师说：“一个教室，一个生活于同一个教室中的人，应该是一群有着共同梦想、遵守能

够实现那个共同梦想的卓越标准的同志。他们彼此为对方的生命祝福，彼此为生命中偶然的相遇

而珍惜珍重，彼此作出承诺，共同创造一个完美的教室，共同书写一段生命的传奇。”据此，我开始

■ 教室里的文化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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