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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５２岁本该是一个年富力强的岁月，但在潜江，对机关工作人员

来讲，却是一个“下岗”的年龄。很自然，将要进入５２岁的我，也必

须为自己的“下岗”做准备。

准备什么呢？首先想到的便是将我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文字

整理出来。理由有三，其一，是因为下岗后，我可能另谋生路，再也

无暇西顾；即便换个地方还干老本行，但时过境迁，怕也不是现在的

心情了。趁着“热”，建个“文件夹”，来个“阶段小结”吧。其二，是因

为我的教育情结太重。从１９岁走上中学讲台到今天，在教育的这

３４年，是分分秒秒干过来的，一天也不曾懈怠，你说我对教育能没

有感情？其三，是因为我的很多工作跟潜江教育的改革联系在一

起，这是一段十分有意义的经历。我笔力有限，记录这些经历的文

字十分粗糙，只能说勾画出了潜江教育的某些轮廓。

文化革命结束后，潜江教育百废待兴。潜江市教育一下进入了

“大普及”的非常时期，初中、高中都办到了农民家门口，我刚参加工

作便赶上了这一茬。在农村中学的１１年里，我不但了解了潜江教

育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了解了潜江教育发展的困难与希望，这为我

日后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１９８３年以后，我涉足潜江教

学业务研究与管理层，又有幸经历了潜江教育的几个重要发展阶

段，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教育调整提高阶段、８０年代后

期开始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阶段、９０年代初开始的义务教育课程

改革阶段和２１世纪初开始的新一轮课程改革阶段。在这几个阶段

中，我和同事们一道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省内外产生了一

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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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

针对当时中小学语文教学“路子窄，内容旧，方法呆”的弊病，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我提出了“适应时代要求，改革语文教育”的主张，

得到了省内外专家的认同。如《江西教育》就连续发表了我的几篇

关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文章。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研究语文教学现

状，实现五个转变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了实践这些理论，

我把突破口选择在阅读课的思路教学与作文课的内容定位上。《抓

住关键词句　揭示文章思路》、《让学生写自己的生活》就是阶段性

研究成果之一。

　　二、关于小学说话课的实验

１９８５年，在国家尚无统编《说话》教材的情况下，我主持了小学

阶段１～５年级说话教材及教参的编写工作。这套教材具有趣味

性、知识性、实用性的特点，在提高中小学生的口头表述能力方面起

到积极作用。第一轮实验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科研成果。如说

话课的五种类型，即对话模拟型，观察描述型，行为叙述型，复述创

作型，即兴评议型；说话课课堂结构“五步法”，即感知、尝试、定向、

自语和交流，都得到同仁一致认可。说话实验报告《说话教学大有

作为》被评为１９８９年度湖北省小学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由《湖北

教育》全文发表。

　　三、关于小学审美教育的实验

这是１９８７年湖北省教研室下达给潜江市的一项课题。我率领

课题组突破艺术美育的框框，在多学科领域开展审美教育实验，受

到了上级的肯定。《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塑造儿童的审美心理结构》

一文，被评为１９９１年湖北省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并先后被《中国

教育学刊》、《教育论坛》等理论刊物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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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中小学创业能力教育的研究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一个科研项目。它是旨在对不

发达地区儿童少年进行创业意识、创业能力教育的实验。我参与了研

究工作的全过程。由于工作扎实，研究报告质量较高，受到国家和省教

育行政部门的肯定。１９９２年４月，在“提高儿童青年创业能力联合革新

计划”项目评估会上，潜江市课题组受到表彰，本人也受到表彰。

　　五、关于普通中学办学模式的研究

这是原国家教委下达给我市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子课题。

经一轮实验后，《中国教育报》以《变“升学竞争”为“成才竞争”》为题

报道了试点的经验。其典型案例《丁岭模式》发表在《湖北教育》，这

个案例后来以《办学模式转换之路》为题收入原国家教委主任何东

昌主编的《中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伟大实践》一书。

　　六、关于“经科教一体化”的研究

这是国家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又一子课题。旨在建立起教育

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我的研究论文《组建

三支科普大军　促进科技兴农》发表在《湖北教育》；《探索三种教育

办学模式　促进经科教一体化》在江苏国际比较教育改革研讨会上

宣读，后被河南《教育论坛》转载。

　　七、关于农村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实验与研究

这是国家改革课程结构、实施素质教育，面向２１世纪的重点课

题。潜江市重点承担了“农村中小学活动课教学实践与认识”的实

验。我们的工作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的系列化。我

主编的中小学《活动课教程》（１～８册），共５３８课，由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在实验区推广使用。２０００年春，我主编的九年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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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湖北省中小学活动课程《活动课指导》（初中版）共６册，由湖北教

育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供全省教师使用。二是活动课教学

特点的研究。《活动课教学特点浅论》发表在《湖北教育》；《中小学

活动课教学札记》一书，计２５万字，被中央教科所列为农村现代教

育建设研究丛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三是形成制度，区

域整体推进。阶段性实验报告《开设活动课程　加强素质教育》发

表在《中国教育报》；湖北省教研室于１９９８年４月在潜江市召开了

１５００多人的现场会，推广了我们的经验。

　　八、关于课堂教学民主化的研究

学生负担过重，教学效率不高，一直是困扰学校教学的一个难

题。为减负增效，我在１９９５年就提出以课堂教学为突破口，开展

“课堂教学五化”研究，即：教学结构优化、教学活动民主化、教学手

段现代化、教学方法艺术化、教学效果特色化。在大量的教改与实

验之后，潜江市中小学课堂教学出现了起色和生机……为此，《湖北

教育报》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潜江市《深化教

学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近几年，我们又突出开展了“课堂

教学民主化”的研究，我撰写的《课堂教学民主化的实践与认识》、

《漫谈教学民主》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湖北教育科学研究》和《湖北

教育报》。结合新一轮课程改革，注重人文关怀开展的教学民主化

研究在２００３年又有了新的进展，我撰写的《实行教学民主　转换教

师角色》发表在《人民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９期。

　　九、关于新一轮课程改革与实验

潜江市新一轮课程改革与实验是从２００２年秋季开始的。两年来，

我们在转变教育观念、开展教师培训、组织教学实施、研究教学评价等

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湖北教育》先后在２００３年第１３期和２００４年第９

期两次以专页形式报道了我市的实验进展情况，我撰写的《顺应“课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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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调整“教研”思路》和《走进“校本教研”》也随之先后发表。

　　十、关于教学教研管理的研究

１９９２年，我出任潜江市教研室主任，面对当时的现状，我清楚

地认识到，市教研室作为全市教学研究、教学指导和业务管理部门，

在稳定教学秩序、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开展教学研究、指导教师、提

高教学质量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首先抓了教研管理工

作。在深入调研之后，我起草修订了《潜江市乡镇处场教研工作评

估细则》、《潜江市中小学教学常规三十条》等一系列教学管理规程，

对全市教学教研管理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一定作用。

２０年前的潜江，不要说在湖北省，就是在原荆州地区，教学水平也

是很低的，长期处于“老九”的位置。我从小学抓起，按照“研训一体，教

学相长”的工作思路，与有关部门一道，一手抓教师的培养，一手抓教学

质量的提高。目前，潜江市不仅教研、教改为省内外所瞩目，教学质量

也声名远播。学生全面发展，整体素质明显提高。高考，作为检验教学

质量的一个综合指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潜江市的教学质量。１９９２年，

全市本专科上线６２２人，万人比为６．６％，升学率２０％。从１９９３年开

始，我市教学质量稳步上升。到２００４年，全市本科上线达３５５９人，万人

比为３５．６％，上资格线的达９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二十几个百分点，

创历史最好成绩。２００１年以来的４年中，我市共有３８人考入清华大学

和北京大学，这在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市来说，应该说是一个了不

起的数字，体现了潜江基础教育的整体实力。

赘述以上这些，一方面是想陈述我们潜江人所走过的一段历史，另

一方面也是想告诉大家，小地方的人们也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为了这一点，我才斗胆写了所谓自序。

２００４年７月于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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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教学民主　转换教师角色

在中小学课程改革实验区，我们从教师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是，教师角色的转换，即教师要从传统的教师角色中走出来，既要做

知识的传授者，又要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教学的研究者。转换角

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不明白教师角

色为什么要转换，如何去转换。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我国中小学，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学

观念滞后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教学上的三大顽症，即思想

上的专制、形式上的封闭和方法上的灌输，仍如幽灵一般，在一定程

度上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左右着我们的教学行为。在新一轮课程改

革活动中，我们更要解放思想，倡导教学民主，从根本上帮助广大教

师完成“角色”的转换。

我们了解到，由教育部制定的各学科课程标准在贯彻教学民主

思想方面，要求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尊重学生人

格，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引导学生主动

地、富有个性地学习等，都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们试图从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探讨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一、尊重学生的选择

尊重学生是实行教学民主的前提。它包括尊重学生的人格，尊

重学生的劳动，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的选

择。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人们交流的第一原则。教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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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学生只有感觉到你对他的信任与尊重之后，才肯向你敞开

心扉，与你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讲，尊重学生是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的基础。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教师光有尊重

学生的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教学行为之中。教师只

有善于把握时机，尊重学生，真正实现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碰撞，才

能把教学一步一步引向深入。潜江市龙湾小学的尹老师就曾有过

这样的经历。

那是一年级的一节语文课。

我刚在黑板上写下课题《老树的故事》，正准备按常规讲课时，

教室里炸开了锅：

“老师，老师，你看，老树爷爷是双眼皮呢。”

“才不是呢，这是老树爷爷笑眯了眼，看上去像双眼皮。”

“那老树爷爷为什么笑呢？”

……

望着乱哄哄的教室，我非常生气，手中的教鞭就要狠狠地敲在

讲桌上———是顺着孩子们的思路展开教学，还是将孩子们的学习思

路扭到我原来的教学思路上来？我扫视着一双双表情各异的目光，

寻找着答案———我们学新教材，学生为什么不可以从课文的插图进

入阅读呢？对！我必须尊重学生的选择，调整教学思路。待孩子们

平静后，我说：“这堂课老师和你们一起当学生，听一听你们关于老

树的故事。”

一位胆大的学生举手了。我让他上讲台为大家讲老树的故事，

我坐到了这位学生的座位上。孩子们见我真做起了“学生”，都专心

地听起故事来。

“这棵老树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现在，老了，长满了皱纹。”

“鸟儿是老树的好朋友，老树可喜欢它们了。”

“老树爷爷可爱听歌了，鸟儿们在它身上唱呀，跳呀，老树乐得

笑眯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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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小学生一样专心地听着孩子们心中关于老树的故事。我

惊叹孩子们如此奇妙的想像。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创造一个想像的

自由空间呢？趁势而进，我又向“小老师”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把

学生的思维引向深入。“你们还有没有问题要向老树爷爷请教呢？”

刷！一双双小手迫不及待地举起来，问得也千奇百怪。

“老树爷爷，是谁把你栽下的？”

“老树，老树，小鸟在你头上玩，你痒痒吗？”

“你生病了，谁给你治病呀？”

……

孩子们畅所欲言，自由想像，从他们脸上，我看到了畅快淋漓的

神情。我为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而骄傲！

尹老师在教学后记中写道：是啊，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参与教

学，更要善于调控教学。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体验和想法，才能真

正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使学习成为一种快乐的事。因此，作为教

师，要随时准备与学生“平等对话”，积极引导学生在原有知识和经

验基础上进行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学习的主角。

　　二、从“１”开始的人文关怀

在基础教育中，实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是课程标准向

我们提出的新的目标要求。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属于人文教育的范

畴，在文史类的学科教育中也许并不难做到，但在理科教育中，尤其

是低年级，恐怕就比较难。可深入教学一看，让我们眼前一亮，给了

我们很多启示。

这是小学一年级的一节数学课，课题是《“１”的认识》。

大家知道，数学枯燥无味，更何况是教“１”的数学呢？且看这位

老师的教学。他在形象地使用学具，让孩子们认识了“１”之后，迅速

将孩子们引入了一个精彩的世界。

“同学们，你们能用身边的事物说说你心中的‘１’吗？”老师用期



５　　　　

待的目光扫视着全班同学，小手一个个举起来了。

“我们教室里有‘１’块黑板。”

“我今天穿了‘１’条漂亮的裙子。”

“我买了‘１’块橡皮。”

……

老师巧妙的一问，让学生自然地把数学与身边的事物联系起

来，科学的价值与意义就在生活之中，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

一深奥的道理。课堂教学还在继续……

“报告老师，我们班只有‘１’个同学从来不举手。”

全班哗然。目光一齐投向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小男孩。这是大

家始料不及的发言。老师略有所思，然后，高兴地说：“你真是一个

仔细观察、关心同学的好孩子。”这时，同学们的注意力又集中到刚

才发言的那个同学身上，脸上都露出羡慕的神色。课堂上出现了片

刻的平静。这时，老师走向那个一直低着头的小男孩。也许是受这

种特殊气氛的感染，只见那小男孩缓缓地举起了右手。老师兴奋地

说：“欢迎李力同学发言。”

“我是‘１’个孤儿，我想有‘１’个温暖的家。”

老师带头鼓起了掌：“说得真好，连用了两个‘１’，同学们能帮助

他实现这个愿望吗？”学生们发言更加踊跃了。

“你有‘１’个好朋友，那就是我。”

“你有‘１’个关心你的老师。”

“你有‘１’个团结友爱的班集体。”

……

关于‘１’的认识，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人文关怀。

这里有同学对同学的理解与关怀，有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与关怀。在

这种温馨的交流中，那位“小男孩”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与召

唤；在这种和谐的交流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感

情，得到了融洽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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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励个性化学习

建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人的知识建构是以人们各自不同的知

识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本次课程改革，从教材改革的层面，提出了

“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

展”，“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的观点。这一变化，体现了教

育者对教育对象在学习内容上的理解与尊重，是教学民主思想在更

高层次上的追求。

有这样一个案例：《我是一个大鸡蛋》。

一天，我给一年级二班上游戏课《老鹰抓小鸡》。做着做着，我

忽然发现第四小组有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在远处，身体缩在一起，

趴在地上。“坏了，两个学生受伤了？”这个不祥的想法突然从脑海

中一闪现。我一个箭步冲上去，蹲下来，低着头，关心地问：“你们俩

怎么啦？是不是刚才做游戏摔伤啦？”这时，小女孩忽然抬起头，微

笑着对我说：“老师，我们没摔着。我们是没有变成小鸡的大鸡蛋。”

听了这话，我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做鸡蛋？”他俩急着说：“老

师，我们当大鸡蛋，老鹰就不能抓我们了。”这时，我左右环顾了一

下，嗨！果然老鹰不来抓他们。我接着说：“你们总不能老当大鸡蛋

呀，一会儿下课了，游戏不做了，总该想个办法呀！”两个小朋友想了

想，小男孩说：“老师，我们马上孵成小鸡，就可以了呀！”“那你们抓

紧呀，不然做不成啦！”我接着说。这时，只见他俩把头摇一摇，晃一

晃，用力一抬腿，像出壳的小鸡一样，肩膀一耸一耸地对我说：“老

师，看，我们变成小鸡啦！”一路小跑欢快地向小鸡队伍奔去。

在这一课例中，学生的学习是很具个性化的。他们没有按老师

的“老鹰抓小鸡———小鸡躲避老鹰”去学习，而是将一些日常生活中

的事物和现象运用到了游戏中。这种不守常规的玩法，无论如何是

教师难以想到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轻教师没有粗暴地训斥那

两位伪装成“大鸡蛋”的学生，而是蹲下身来，与他们平等对话，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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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在这里，教师不仅尊重和理解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个性化选择，

而且还巧妙地帮助学生完成了他们所设计的创造性活动。可以肯

定，教师这种尊重学生生活经验和学习方式的教学行为，无疑在很

大程度上鼓励和培养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教学民主，说到底，就是我们的教师必须尊重学生，关爱学生，

发展学生。只有树立了这种“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的角色

转换才会有不竭的动力。

［原载《人民教育》２００３年第１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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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进 新 课 程
———在潜江市教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课程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教师对新课程的理解和适应，

因此，教研工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帮助教师们走进新课程。

新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

都较之原有课程有了重大创新与突破，对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

式、教学行为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课程改革

对广大教师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每个教师要把握机会，发展自己、提

高自己，教研员更应该先行一步，作好表率。

　　一、关于教育观念的更新

面向２１世纪的新课程，吸收了当今最前沿的教育研究成果，反

映了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新思维，新理念。

１．大众化的教育理念。学生最终要走进社会、走向生活。课程

唯有反映社会及生活的需要，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及生活，使学校成

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才能体现课程的本质功能。为学生准备什

么样的课程？在现代社会，这似乎不用我们操心，国家决定就可以。

其实，课程设置是全社会和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事情。

什么是大众教育的课程？大众教育的课程应该面向每一个儿

童，对每一个儿童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益，具有基础性；它以儿童的经

验和社会背景作为基础；它要让所有的儿童都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课程无论如何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① 获取信息：包括获取、加工、评估、处理、分析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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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② 清晰思考：包括对价值观的思考、逻辑和数学的推理、

解决问题方法的选择和思考，以及预测和预报的能力。③ 有效交

流：包括语言和文字的交流，例如在公众场合掌握讲话的语言和身

体的语言，正确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写、语法，掌握各种文体以及

风格，快速浏览、阅读的能力等。④ 理解人类环境：基本掌握有关

人类环境的各种知识，例如生态学、生物学、自然地理、地质学、人口

学和天文学等。⑤ 知晓人类和社会：基本掌握人类和社会进化、发

展的知识。⑥ 个人生存能力：包括个人为生存和自我保护而必需

的教育和训练，例如安全、卫生、营养和性教育、消费教育和健康教

育等。

２．终身教育理念。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应在培

养目标上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有人形象地将支撑现代人一生发

展的四种基本学习，概括为“四根知识支柱”，即学会认识、学会做

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学会认知，即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

做事，即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即以

便与他人一道参加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合作；学会生存，这是

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

３．教育均衡化理念。教育公平原则，是国际上共同遵循的一个

原则。大家重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让公民教育均等。江泽民在

“七一”讲话中也谈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我们对教育目标的追

求也是分阶段的：１９６２年人口普查文化程度为２．５年，１９８２年为

４．８年，１９９０年为６年，２０００年为８年。２１世纪，我国进入小康社

会，对教育的要求将表现的越来越高。同时，我国教育发展的非均

衡特点又表现得相当充分，譬如：① 供需矛盾始终存在。② 淘汰教

育中，学生智能流失严重。③ “招生方式”、“薄弱初中”、“收费择

校”仍是三大问题。

我国政府在解决教育发展的非均衡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也是

积极的，如：① 制度创新。公共事业经费要向教育倾斜。② 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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