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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序

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我国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无论是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杭州市江干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也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年来，我曾几次去江干区，和一些学校有所接触，目睹了

江干区教育发生的变化，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坚持科学规划为核心，合理配置学校教育资源。坚持“科学规划，

统筹兼顾；注重规模，集中办学；立足实际，分步实施；均衡发展，提高质量”

的发展原则，以扩充教育资源总量，扩大教育品牌覆盖为目标，科学合理地调

整学校布局结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推动江

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成效明显。这些年来，新建、改扩建学校、幼儿园 40 余

所，新增班级 600 余个，使全区教育资源总量得到提升，教育资源配置得到优

化，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二是以办学模式创新为抓手，推进区域教育品牌建设。近年来，江干区的

教育坚持“改革创新、联动调整、合作共享”，创新名校集团化战略模式，通过

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培育、引进、合作，形成了“高校＋新校”的杭州师范大

学东城教育集团、“科研机构＋新校”的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以及“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人＋新校”和“教育共同体”等多种办

学模式，整体打造了区域优质教育品牌。

三是以深化内涵发展为重点，切实抓好教师队伍培养。以“需求导向、高

端引领、分层拓展、全员参与”为思路，以“铸造师魂、培育师德、强化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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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有效开展各类别、各层次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工作，打造江干教育师

资培训新格局。目前，已经逐步形成了新教师、骨干教师和全体教师的三级培

养梯队，建立了区级集中培养、基地多元培养、校本自主培养的教师专业发展

三大平台。新教师培训以“双导师、双基地、双平台、双课程”为主要特征，首

创三年 208 课时涵盖四大模块的课程系统；骨干教师培训以“导师引领、集中

研训、小组研讨、自主修炼”为路径，加快提升专业水平。2012 年，与华东师

范大学合作，首次推出为期半个月的骨干教师高端培训，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教师全员培训则以“开设足够的课程，提供足够的选择，确保足够的服务”为

宗旨，全面开展五年一轮的 360 课时培训。同时，优化教师引进机制，继续搭

建好教育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平台，加大优秀新教师招聘力度。特别是开通幼儿

教师进编绿色通道，提升学前教育的师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后，江干区的教育发展又有了新举措，其中之一就是从不同

层面对这些年来江干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进行科学总结和提升，摆在大家

面前的这套丛书便是一个较好的展示。这些源自实践第一线的成功经验和做

法，有效地促进了少年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和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从而在江

干区、杭州市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承蒙江干区教育局的领导热情相邀为这套丛书作序，使我有幸得以先睹书

稿。我深深地钦佩江干区的学校校长、教师锲而不舍的科学探究精神，在繁忙

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余，坚持在实践中学习、研究，通过研究不断改进实践，在

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我相信，随着这套丛书的出版，在江干区教育局领导的带领下，会有更多

的学校、教师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并在区域范围内推广、辐射，使江干区的

教育铸就新的辉煌，成为钱塘江畔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是为序。

仲夏于北京



1序

序

学校教育究竟缺什么？这是需要真正去思考的。对以应试教育为基本特征

的传统教育，社会表达着最大的恚怒，口诛笔伐，不绝于耳；但我以为，传统教

育最大的缺憾是缺乏生机。早在清代，就有人抨击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

书死”，多少年过去了，虽然情况有所改观，但实质问题似乎并没能得到根本解

决。从根本上来说，教育理念仍然陈旧，教育方法仍然刻板，教育内容仍然机

械，学校教育原本应有的那种生机仍然缺乏。也许正基于此，近些年来，学界

强烈呼吁要直面教育机制层面的改革，呼吁教育改革必须趟“深水区”。

杭州市濮家小学坚持十载不懈探索的“阳光教育”，矢志要让教育明亮起

来，生动起来。诚如本书副标题所指，这是育人模式转换的探索。确切地说，

这些年来，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是风生水起，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遵循不

同的路径、构建不同的平台，对传统教育这一堡垒发起攻坚，虽说未能天摇地

动，但的确开启了新的教育风景，催生了对教育新的想象。“阳光教育”，便居

其一。

这里暂且不论理念——当下的学校教育，历经课改的洗礼，已不缺光鲜的

理念。要论的自然是理念如何接上地气，如何让先进的理念能根植于学校教育

的土壤之中，根植于教师的教学行为之中，根植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在这

一方面，濮家小学十年来已做出可喜的同时也是令人尊敬的努力。

濮家小学的“阳光教育”是一项成体系的校本教育改革。倘若要打个比

方，那么阳光课程是这项改革的命脉，阳光课堂是这项改革的心脏，阳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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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项改革的四肢，阳光评价是这项改革的内驱。如此一来，生机便自然会

洋溢于学校教育的躯体，并且持续地洋溢。机制层面的改革，是需要系统性

的。在以往的教育改革中，常常会出现单项改革，以加加减减为手段，以修修

补补为方式，尽管这些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使命，

但由于缺乏一个整体观，缺乏一个顶层设计，所以许多改革就成为只能一现的

昙花，成为过眼烟云。从这个意义上，濮家小学的改革就格外有意义，格外具

有生命力，因为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整体，有一个顶层设计，用他们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努力实现学校教育的四个转变：从追求现实功利转向追求个性化发

展，从注重学科知识的评价转向追求发展性评价，从统一标准的育人模式转向

学生需求为导向，从单纯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转向思想引导及专业引领。

其实，我对于濮家小学的“阳光课堂”改革颇有兴趣。“阳光课堂”的核心

特征是“留白”，是在制度设计上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成长留有空间，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将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这样一种教学改革诉求。为了使

“留白”能落到实处，学校还明确规定了在备课、作业、教学过程这三个环节中

的具体要求，并且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了课堂“留白”的四大策略：减一减、

换一换、等一等、秀一秀，从而使“阳光课堂”的实施具备了可操作性。

物之初生，其形必丑。濮家小学的“阳光教育”探索是一个新的教育改革

尝试，虽然尚未臻于至全至美，但的确孕育着生机，涌动着变革的力量，展示

着教育新的方向。愿濮家小学的这项改革能不断深化，不断完善，不断为我们

带来新的启示。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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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教育献词

生活中，我们离不开阳光；学校中，我们以阳光教育为自豪。阳光教育反

映了我们面向 21 世纪教育的一种追求。教育，既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

类发展的凭借。阳光教育的理念，促使我们在和谐奋进的土地上进行教育变

革，催生出各种创造性的实践。我们致力于这样一种新的教育机制，我们前行

在探索新教育的道路上……阳光有什么品性，阳光教育有什么追求，以下点滴

献词，希冀能够为读者阅读后续各章拨动心弦。

1. 阳光普照大地，阳光教育是一种普惠的教育

阳光普照大地，这是我们赞美阳光、期盼阳光最直接、最生动、最形象的

一种比喻。那么，我们的教育制度呢？有没有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呢？遗憾

真没有！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一种筛选

过滤和淘汰分层的器皿。工业化社会教育一直存在着这种弊端，迄今难以根

除——就是为了选拔而教育，总是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层层筛选，人人把关，

为的是不输在起跑线上，为的是将来能够区分出蓝领、白领甚至金领。然而，

教育对每一个人来说首先是一种普惠。每个人生来平等，每个人生来都有平等

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等世界性潮流的兴起，表明学校

教育要向传统的冷漠和歧视开战，向每一个学生敞开胸怀，接纳和拥抱每一个

学生，为他们的成长鼓与呼。

普惠是一种公平。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一片

天，每一个人都有发展和进步的权利。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发展，面向每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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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长，这是阳光教育的基本主张：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都得到进步与快

乐，都收获与自己的心愿相符合的果实。

2. 阳光直透人心，阳光教育是一种温暖的教育

“给每一个学生以阳光般的温暖”，这既是我们朴实的话语，也是我们一种

坚定的信念。教育不够温暖，这早就不是秘密了。冷漠、隔阂、歧视、疏远、心

罚等，都是司空见惯的学校现象。阳光教育是一种温暖的教育，这是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感受到教师的一种大爱，一种心理上能够自由舒展，在师生之间、生

生之间零距离亲近的情感，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等方面都能够展示出学校中

的老师和同学之间是一种亲密无间、无比快乐的和谐关系。

温暖是一种关怀。它能够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充盈着成长的信心、能量和动

力。有了关怀，即使是在长长黑夜中徘徊，即使是遇到风雨交加阻碍，我们都

能依靠能量的贮存和信念的支撑坚持下去，勇往直前，决不放弃。

3. 阳光灿烂辉映，阳光教育是一种伙伴的教育

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学校民主和教育民主的写照。星河灿

烂，日月同辉，这些都是在形容阳光本身不是洁身自好，特立独行，而是同周

遭的生态系统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我们的阳光教育最初是在“阳光伙伴”活

动中得到启示后逐渐凸显的。“阳光伙伴”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不仅是一

项活动，更重要的是它给予了我们莫大的信心。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来自于

伙伴的鼓励常常是催人奋进的号角。伙伴教育是一种集体教育，但是在这种集

体中并没有抹杀彼此的个性，相反，能够包容每一个人的个性，欣赏别人的长

处与优点。

伙伴是一种协同。协同具有整合和互补的力量。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培

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要帮助他们从小树立协同的意识与能力。大家齐

心协力完成任务，大家互相欣赏共同进步，大家众志成城攻克难关。笑脸露出

来，拇指竖起来，掌声响起来，“真棒”说出来……看似为伙伴，何尝不为己！

4. 阳光充满生机，阳光教育是一种生长的教育

有了阳光万物生。阳光不仅给我们普惠的滋润，不仅给我们温暖的关怀，

最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生长的保障。有了阳光，学生才能有智慧和能力，同时也

有发展的动力。生长本身当然是有赖于主体的内部机制，但是生长最重要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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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条件则是阳光和水分。为什么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是将教

师的工作比喻为阳光普照，光辉洒满大地，爱心奉献岗位。

生长是一种朝气。如果我们将阳光教育看成是一种生长的教育，就是指

教师要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养分、遮风挡雨、修枝剪叶、铺路搭桥。生长就是向

上、向上，努力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充实自己，超越自己。这是一种生气勃勃

的教育，奋发向上的教育，催人奋进的教育。

5. 阳光绚丽明媚，阳光教育是一种多彩的教育

阳光是绚烂多彩的，阳光是变化多端的，所以，阳光教育不是灰色的教

育、单一的色彩。阳光教育寄希望于每一个学生各自的发展潜力，积极推动每

一个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在学校和班级的集体教育中坚持多样

性、欣赏独特性、鼓励选择性。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阳光教育给了每一

个学生最大的发展空间和余地。

多彩是一种气度。气度也是一种雅量，就是要容得下别人比自己好。但

是，在学校和课堂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景象是孩子在同伴中不会鼓励

和欣赏别人，甚至还要“使跘子”，对别人的失误或者失意幸灾乐祸。多彩的教

育是一种有气度的教育，就是要在心底里承认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不是用一

把尺子来衡量人，只有这样，每一个学生才会表现出他独特的个性，显示出其

优雅的存在。

6. 阳光变幻折射，阳光教育是一种追梦的教育

阳光普照大地，万物欣欣向荣。但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说“阳光总在风雨

后”呢？这是指风雨消停，阳光再露笑脸；彩虹当空，变幻折射，绚丽无比。阳

光教育不是没有挫折和失意的教育，而是把挫折和失意看成是一种建设性的力

量，教育孩子从失败中站起来，从挫折中锤炼意志，从失意中寻找光亮。正是

这种变幻折射的过程吸引着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种子等

待生根发芽，每一个孩子从小都有一个憧憬和愿望等待实现。这就是追梦。这

是一浪追逐一浪，后浪拍打前浪的壮观景象。追梦引导着孩子们树立憧憬，萌

发愿望，强化动力和砥砺追求。

追梦是一种情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小就有一种情结，我想成为什么样

的人，我长大了要干什么。就是这样朦胧的、不确定的、天真烂漫甚至有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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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际的情结，引导者孩子去实现自己的期待。所以，有梦想就是有期待，就

是有追求，舍此我们就可能陷于无所用心、不知所措的地步。

7. 阳光金碧辉煌，阳光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

阳光普照大地，金碧辉煌，这是一种灿烂的景象。阳光教育追求的是在现

实的土壤上实现全人的教育。全人教育不是平均主义、四平八稳和面面俱到的

教育，全人的教育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给人造成的一种片面效应：只求升

学，不讲是否质量达标；只讲分数，不看真正理解了多少；只要“塑造”，不问

欣然内化如何。全人的教育把孩子内心愉悦和快乐成长放在优先位置，既要做

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在一般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特色发展；又要做到每

一个群体的全面发展，这是在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贯彻差异发展。

全人是一种选择。“全人”不是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人。全人的教育实际

上是一种选择的教育。选择什么呢？选择有利于每一个人自身发展的道路，选

择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和弥补自己不足的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往教育的一

个弊端是总是想方设法在弥补缺漏（即“短板教育”），因为孩子是缺乏经验、

缺乏知识、缺乏能力的人，所以，似乎好的教育就是补救甚至不惜抢救。但

是，未来教育要求我们将其颠倒过来，重在寻找优势（即“优势教育”），让每一

个孩子在肯定自我和欣赏别人的统一中加速发展。先寻找优势，再弥补缺漏，

先扬长避短，后扬长补短，这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教育的真谛。

8. 阳光炽烈如火，阳光教育是一种表现的教育

阳光发挥出巨大的能量，这种发热发光的能量依托于自己，指向于照亮别

人。这对阳光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阳光教育是一种表现的教育。我们经

常说要学以致用，不错，其实对孩子们来说，首先应集中体现为“学以致表”。

“表现”对应的是“摄取”，“外化”对应的是“内化”。以往的教育不仅重在弥补

缺漏，更是将主要的精力（尤其是在学校与课堂中）放在了摄取或者内化上。

表现的教育是一种翻转的教育，在课堂上，在活动中，在家庭内，都追求的是

让孩子掀起盖头、亮出绝招和迸发火花。

表现是一种释放。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孩子是天生的创造家，这是因为他们

都希望释放自己，释放自己的能量，释放自己的情怀，释放自己的天性。许许

多多教育上的弊端，都与不让孩子释放有关。只有尽情释放，才使得表现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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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之地；只有尽情释放，才使得摄取有了依托之门。

9. 阳光恒久绵长，阳光教育是一种过程的教育

东方不亮西方亮，阳光恒久绵长。这表明，阳光普照不是一时一地，而是

亘古以来的长久过程。阳光教育当然追求心仪的结果（以上论述的许多内容都

可以看成为阳光教育的结果），但是它同样看重的是过程。过程是什么呢？过

程是投入，过程是参与，过程是体验，过程是转变，过程是提升。当然，过程并

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和平坦之路，过程中也有曲折、彷徨甚至一时的退步。重视

过程，意味着要把每一天的教育，每一项活动都作为促进成长催化剂。

过程是一种吸引。如果说我们将作为结果的教育比喻为一种推动力，那

么，作为过程的教育就是一种吸引力。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巨大的吸

引力召唤着孩子，使得他们乐在其中：看到自己每一点每一滴的进步，看到成

功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体会自己是如何战胜困难和羞怯，甩掉包袱和丢弃拐

杖，大踏步地追赶队伍；关注小伙伴们是如何协力同心，共同进步的。

10. 阳光周而复始，阳光教育是一种留白的教育

阳光恒久绵长，但也绝不是天天照在头顶上。阳光周而复始，给人类带来

了光明、温暖和希望。阳光教育是一种留白的教育。留白对应于殷实。留白像

是一种符号，留白还是一种比例，留白体现了一种分寸。留白的教育是一种教

师主体和学生主体协同努力，生本中心和教师指导之间的张力和协调。

留白是一种关系。留白的教育体现了虚与实、多与少、快与慢、白与黑、

长与短、好与差、个人与群体、家庭与学校、合作与竞争、自学与帮教、课堂

与课外、质量与数量，公平与效能等等之间的合理关系。确实，留白是一种艺

术，得失之间在于分寸、比例以及先后。说阳光教育是留白的教育，这是一种

大智慧，是辩证的认识。

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书记 



目录 1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阳光教育理念   

第一节 核心概念和理论支点  

第二节 价值取向和基本理念  

第三节 实施原则和操作策略  

第二章 阳光课程    

第一节 阳光课程的七彩构建  

第二节 阳光课程的内容和实施  

第三节 阳光课程的成效  

第三章 阳光课堂    

第一节 阳光课堂概述  

第二节 阳光课堂的切入口——课堂留白  

第三节 阳光课堂的教学功效  

第四章 阳光活动    

第一节 阳光活动 七彩设计  

第二节 七彩活动 童趣同乐  

第三节 绚丽七色 聚绘彩虹  

〉 2 

〉 11

〉 20

〉 30 

〉 38

〉 73

〉 80 

〉 82

〉 105

〉 116

〉 122

〉 167



2
阳光教育 七彩少年

 ——杭州濮家小学育人模式转换的新探索

第五章 阳光评价    

第一节 阳光评价的七彩构建  

第二节 阳光评价的七彩实施  

第三节 阳光评价的七彩成效  

第六章 阳光校园   

第一节 阳光环境，凸显童真  

第二节 阳光管理，温暖童心  

第三节 阳光教师，呵护童性  

参考文献

后记

〉 178

〉 180

〉 196

   

〉 206

〉 226

〉 231

〉 262

〉 263



第一章 阳光教育理念

“沐浴现代教育理论的光辉”

迎向阳光，

我们感受一种温暖，汲取一份力量；

靠近阳光，

我们历练一种智慧，充盈一份才情；

播撒阳光，

我们践行一种理想，奉献一份行动。

沐浴着灿烂的光辉，

我们采得百花把蜜酿，吐故纳新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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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濮家小学育人模式转换的新探索

阳光教育是一种极具人文精神的教育，其内涵充满着追随现代教育理论旋

律的丰富想象，我们的实践和研究只是从一些侧面来记录和实施阳光教育所做

出的有益探索，它的经验和成果只是源自于我们的实践。在完成本研究后，我

们试图从自己有限的实践中抽象出一些符合我们探索了十年的阳光教育的理

论认识，这样的理论认识也许会十分肤浅和凌乱，但多少也能从理性的层面来

提升我们每个实践者的认识水平和学术修养。本章内容就是对这种努力及其

结果的一个概述。

第一节 核心概念和理论支点

阳光教育是充满力量、充满希望和充满爱的教育，它犹如一道亮丽的彩

虹，划亮了濮家小学的每一个角落。阳光教育以它独特的、绚丽的七色光谱

透射着濮家学子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我们的学生聪颖活泼、思绪飞扬；在这

里，我们的教师热情尽责、满怀爱心；在这里，我们的环境典雅舒适、书香浓

厚。十年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改进，我们渐渐悟出了阳光教育的一些内涵

与特征。

一、 核心概念

（一） 阳光教育

阳光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光明，还给人们带来温暖，给万物带来无限生

机。阳光教育是一种比喻，它可以诠释为一种给我们的校园生活带来光明的教

育，带来温暖的教育，带来生命活力的教育，让我们的教师用爱心来关怀、理

解、激励学生，使他们成为性格活泼、自立自强、合群合作的一代新人。我们

的阳光教育是一种内涵丰富、便于实施，并在不断生成的教育理论的统摄下进

行的教育实践。

阳光教育不能仅理解为上述某一种教育结果，而更应该理解为一个过程，

一个多向互动、多向反馈和多向影响的过程，一个以交流畅通、和谐互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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