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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理想。有理想，教育才有自荐;有理想，教育才有方向;有理

想，教育才有高度;有理想，教育才有动力。

然商要圈教育之梦，得先明教育之本。

教育的摄本宗旨在于晓德树人。"大学之道，在明明穗。"教育应当

弘杨光葫正犬的品德，使人弃自圈新，达到更完善的境界。胡德中学始终以

"皇苦真诚"为校训，致力于培养高品盾、高素庚的人才。

教育的根本追求在于经世致用。教育不应制造考试札器，也不直培养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应该培养有道义担当，有昌家、民族历史责任感的人。

明德教育成功之处挂在于培养了一大挺有男史担当的杰出人物，从黄兴、露

天华、禹之漠、宁谓元等 18 民主主义革命志士，到任商时、周小舟等无产所

级革命家，还有费庶华、彭允彝、彭国钧等教育家……他信出自明穗，受湖

潮文化浸染"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教育的模本方式在于文化涵珠。大道至筒，润物无声，这是胡德教育的

特点 c 明德萌元使老校长说过"学校里只要教员齐整，学生便乐于受教，

进步于无形。"这种无形的进步就是文化涵珠。静水流深，潜移默化，教育

的提本方式就是用深岸的文化思想把学生养出来。

教育的根本态度在于"磨血育人"。教育是未来的事业，教育是难辛的

事韭，教育是清贫的事业。胡无侠曾跟黄兴说"君倡革命，是流血杀人，

蹬哥易:我办教育，乃磨血育人，稳商难。"平淡、持久、艰辛，这就是教

育的本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长远的事业，教育者要守得住

清贫，露得住寂寞，舍得花心血。

正是凭着这样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明建中学走过 1110年风风雨商，创

造了她烂辉煌的历史。它甜建于1903年，是湖南省第一房新式私立中学堂。

晚清之际， 00 弱民贫，私立学堂，竿路蓝缕。晓德人以"磨血育人"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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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理难的环境中书写着教育的传奇。上个世纪，它引领海南乃至全国基

础教育发展的潮流。 1919年，青年毛泽东在《潜江评论》创刊号上，高度

评价胡德学子，称"时务虽倒，苟明德方兴" 0 1932年，蒋介石视察明德、中

学，题蹭"立于至善" 0 1937年，自是入侵，明德中学被追先后迁往湘乡霞

w令、衡 w 晓岚港、安化蓝自光明 w 、安生棒梅乡等地。即使在战火势飞中辗

转搬迁，胡德办学却从未中毒斤，明德学子人才辈出，誉满全菌。

2008年，胡德新技在喔起于长沙雷域，不仅沿袭了老校典雅厚重的建

筑风格，办学精神更是一廓梧承。学校以"晓德树人"为核心，以"文化

立枝、特色弃学"为方略，以"安安静静办学、平平淡淡办学、真真诚诫办

学、堂堂王正岸学"为原则，培养"全萄发展、个娃张挠、铸炼思想、凸显

人文"的人才"为孩子的终身发晨与幸福奠基"始终挺高品质教育作为

学校的追求与自标，取得了令人嘱嚣的成绩。

110年里，明德中学先后铸就了 5个厚重的历史文化符号"辛亥革命

策草草地"、 "泰安球王"、 "北有南开，甫有明德"、 "院士摇篮"和"海

潮气萄，半出晓德"O 得号背后黯戴的是深璋的文先底蕴、丰富的办学经验

和统良的教育传统。整理这些一定能够给我的今天的教育带来许多有益的启

示，国毡，在明德、中学 110理年校庆之际，学校编辑出版了这套"纪念晓德、

中学建校110周年丛书"。

丛书共8本，其中《胡元钱集》是对胡德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 <晓德

学校史》、《明德物华》是对明德茄史发展廓络的按理， <明德人轶事》、

《明建岁月》是对阴德、人及其生活前恙结与国腰， <文化立校一一明德中学

办学方略》、 《三生课堂一一-胡德中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和《秋水

明心一一范秩晓教育讲崖录》是封胡德当前存学理念与办学方略的陪释。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关系着国家、民族的未来。教育之路，

漫长商又难辛，需要我们居心报寻。这套丛书，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

刻地了解明建历史、费德文化与胡德精神，还能使我们认清教育的根本规

律，主人西去领悟教育的真谛。

是为序。

范秋明

2013年8月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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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们扭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并在此曾提下付出了大量的心

血，效果无疑是明显的，教育事业的进步也无疑是亘大的。但民时，我们却往往

忽略了教育也是一门艺术，并困地商常常事倍功半，这无疑是一个E大的缺韬c

如果将科学的严谨与艺术的灵动教为一体，教育的进程必将渐臻完善，教育的功

德也必将渐趋圆满。

幸运的是，对这项命题和使命进仔患考、探索并传诸实践的教育工作者队

伍，正在日益扩大。

2007年，云南苦倡"三生"教育，即对学生前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存教

育。经政蔚有关部门推广后，贵剧、广西、江苏等地纷起响应。

长沙明德中学，作为湖南课堂改革的先行者，从2010年开始，范秩明校长将

"三生"教育引入晓德、中学的理论研讨和课堂实践，经过两年多的呕心药血、摸

爬滚打，在明德教育集匪内"三生课堂"之花，已然紫荒红婿，并初结项果。

课堂的"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已成为明建部生共爵的课堂价值追求、心灵

约定、基本课堂规则、成果显示乎台及教师职业价值家园三生课堂"与学科

文化之翔的联系，成为各学科教学研讨和主导课堂的捂针与准绳，从奇古是学校的

教学管理和教障的教学活动，升华到草念文化、物盾文化、教翔文生的高度。

唯其如是，学校方得以远离江湖与市场的尘嚣，教师方得以摆兢急功近耗

的浅薄、 f量先与浮躁，校自方得以成为真正的精神家匮。这是胡德、教育集居对

我们民族百年树人事韭的终极追求，也应是全体晓德人的共识。为此，我们认

!∞: 



为，有必要对三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作一番自颜与总结，既为历史存档，更

为来吕扬帆。

于是有了这本集子。集子自理论篇、实践第和戒果第构成，从天下兴亡的

中国梦到职业道德的责任感，从"三生课堂"的核心理念、评价标准到相应的学

科文化建设和课堂基本模式，从一步一个掉印的自眸到一花一果的展示，可谓流

光溢彩、萧为大观，充分体现了明德人剑气如虹、静水流深的厚重底蕴和博大靖

怀，充分体现了胡德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经世致用精神，充分体现了明德人

滋养民族情怀、珍惜民族记忆、拓展望际视野的深情和大气。

政愚之际，更有一份虔诚的感恩之情。商年来，师友侣的心血和智慧，时添

锦上之花，时送雪中之炭，玉成了我们的"三生课堂"工程。湖南省教育学会前

高层陈自玉、满汉文、陈达道、刘先'罩、李志宏、詹道佳先生，北京际范大学肖

)JI教袭，省特级教部协会会长王沛清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爵院长刘铁

芳教授，湖南部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肃反元教授，湖南省教育科学规越办公室李f昌

平主任，湖南省教科捷李再湘教授， (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圄站长李伦娥女

士，特级教师刘建琼先生等，多次亲i撞胡穗，深入体验、感受、或察，并加以结

导。他们的意见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令我们或深受震撼，或饱受熏陶，或耐受

启迪。

大患不言诲。最好的感恩与报患，就是挂事情做得更好。

刘林祥

2013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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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德中学"三生课堂"提出的背景

"三生

生生命质量、生活?靖言趣租生存能力的先进教育理念。云南等地的教育同仁己

对"三生"教育进仔了多年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范软明校长将这一理

念引人明德中学的课堂教学，并赔予了它崭新的内涵一一明德中学"三生课

堂"即生命花课堂、生活化课堂和生态化课堂。明德中学"三生澡堂"是

适应新课程要求、 )1员在教育发展规律、总结学校教育实践的产物。

(- )新课程的要求

2007年秋季开始，明德中学高中全面进入新课程，至今已五年有余。新

课程与原课程相比，在课程吕标、课程结构、课程标准、课程评价、课程管

理等方E有很大的变化。在课程实施的主辞地即课堂教学上的不同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点:

(1)教学理念的不同"以人为本"、 "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本"是课

程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注重学习过程，注重"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的培养，强调学生如何学会学习，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与能力。

(2) 课堂结构的不同:开放型的课堂是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注重科学

探究的教学，提倡交流与合作的学习，关注体验'性教学。

(3 )陌生关系的不同:教拥角色的转变是新课程的基本保证。教师不仅

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文化的传播者、潜能的开发者、学习的促进者、成

长的伴槌者。在对待师生关系上，强调尊重、赞赏学生;在对待教与学的关

系上，强调帮助、引导学生:在对待自我上，强谓反思:在对待与其他受教

育者的关系上，强调合作。

(4 )学习过程的不同:由接受式学习向探究式学习的转变是新课程的基

本要求。新的学习方式包捂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新课程强调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提倡学生参与确定学习吕标、学习进度和评阶目标，在学

nL nu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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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中积极患考，在解决;可题中学习，经历探究过程，获得失眠能力与靖哼

体验。

{二}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的要求

( 1) "坚持以人为本，全E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加

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漂强国迈进。

( 2) 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票

的第一资源，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

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妃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关心每个学生， í走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

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票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培养造就数以

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挑拨尖创新人才。

(3) 提高弱量是教育改革发震的核{，\任务。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现，担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J5Ìl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树立以提

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黑观，建立以提高教育民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

抚制，把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工作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贡量

上来。制定教育盾量国家标准，建立教育景量保撞体系。

(4 )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现念，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树立人人或才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或长成才。

属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辱，鼓励个性发展，不局一格培养人才。

(5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遵f居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拨尖创

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O

(6) 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IL\，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站立思考、

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

(7)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i奇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

位势潜能。推进分罢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

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

43 nu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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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三}减兔提质的需要

省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己多次发文要求学校减负提员 c 减负提E竟是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解决前些年教育界普遍存在的学生负担过重和"高

分保莲"等问题目提出的一项举措。其具体含义是:减轻学生负担，提高

教学贯量。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应试教育"的体制，在这种教育制度

下，学生的一切都要听从考试"指挥棒"学生成了做题和考试的机器，

缺乏强立的患想，缺乏创新和实践能力。减负提景，就是要捏学生从繁重

的学习负捏中解脱出来，合理配置学生的课业量，改变过去那种不管学生

喜不喜欢、能不能接受，都采取"一刀切"的"填鸭式"教学方法，而提

{昌一种开放的、启发式的教学。要真正实现减负不减晨，则必须提高课堂

效率与教学盾量。因此，学校重点关注的是课堂，工作的重心罢IJ是提高课

堂效率，向课堂要质量，自课堂要效益。从学生的兴趣人手，充分尊重学

生的令性，因材施教，信{居善i秀，努力培养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摄性，担

"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囚}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十一五"期间，明德中学经历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教育教学弱量

跃上了一个薪的合研。"十二五"期间，学校的发展苗!高新的机遇与挑战。

( 1 )贯量发震:阴德中学"十二五"规揭晓确提出要把明德中学办成

"具有国际程野和办学个性的现代化、数字化、创新型、文化型、开放型的

特色化品，悻名，校，使学校成为新时期湖泊教育文化的亮丽风景，成为区域性

~m 历史文化名域的教育名片"C

(2 )生窃、状况:长沙市名投林立，示范性高中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富

的形势愈加艰巨和紧迫，生源逐年减少，阴德中学的生掠状况难以迅速得到

摄本改善。

(3)耳上台阶"十一五"期目萌德中学跃上了一个台阶，己树立了良

好的外部形象和社会影响。"十二五"期间要再上台阶，必须从内涵管理人

手，强化景量意识，由劳动密集型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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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草除课堂教学军民弊的需要

虽然新课程改革己推行多年. {B教师的教学仍然存在积弊:

( 1 )教学理念落18: 大部分教师对新课程认识不足O 新课程己实撞多

年，新课程的概念己深入人J忌。但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师对于新课程理念的认

识还停留在机械、跌浅的层面。

( 2 )敦学习摆在改:不少教师尤其是中老年教赔，对老课程的教学方

式、评价方式、教学手段等驾轻就熟，开三成了持合老课程的教学习惯和教学

模式，一时璀;从适应新课程的要求，且积习难改。

(3) 教学方式陈旧:目前相当一部分教师的教学方式陈旧，教学手段单

。

①j商堂讲:受望:部分教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基本上没有学生患考、练

习、自主学习的时间，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那讲解的知识。

②简单讨论望: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与学生有交流、有问答，但细

细一听，都是一些照口而出的、极其简单甚至是毫无意义的问答，程本没有

深入挖掘教材，针对教材要求和学生心理特点而设计问题。

③机械练习型:递过布置大量作业来达到教学效果，让学生在大量机

械、重复练习中来"熟能生巧"加重了学生租教师的负担。

③简单记忆型:通过板书或多媒体罗列出一大堆知识点，要求学生死记

硬背，然后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4 )教学评价单一:基本上还是成文化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价标准。

00对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面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明德中学"三

生课堂"教学改革JiI员势币出。

此外，胡德中学针对"三生"理念(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态教育)

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己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与台。新。人的全面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千基本理点，生是开票"三生"理念的立足点和出

发点。美国教育家始克认为:一切教育的真正自的是人，即人的身体、思慧

和灵魂的和浩发展。 5本近代著名教育家小原因芳提出"塑造健全之人格，

亦&P塑造和谐之人格"的"全人教育"理念，意图使受教育者在学问、道

德、艺术、宗教、身体、生活六个方面t1J据发震，形成完整的人格，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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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追

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美丽世界"。 "三生"理念，就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理

念引领下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教育理念体系。

"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自JIl教搜认为"生命教

育"作为教育的价值追求，作为真正人道的教育，其巨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生命的意义，确立生命尊严的意识，高药生命的价值，使他们能拥有一

个美好的人生。中国古代哲学的核G理念就是以"生命"为中心，将整个宇

吉看成是一个有权联系的整体，人类与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是一个生命的有

机体，且认为每种生命都有其存在的讲道。例如:中国古代的庄子将人与自

然的关系诗意地描述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宋朝的张载提

出"灵吾同跑，物吾与也"的"~脂物与"思想。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把

道德关坏的范围从人扩展到有感觉苦乐能力的动物，再到有生命特征的所有

存在物，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哲学思想。在国外，德国狄尔泰较早提出"生命

体垃论"是对现代教育之生命的大声疾呼:近年来，叶j菌教授在《教育研

究> 1997年第9期上发表《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一一论中小学教学改革的深

化》一文，揭开了屋内研究生命教育的序幕。

在国内，陶行知先生是生活教育程沦与实践的集大成者。陶行知认为: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

是生活之变花。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提出"生

活即教育"的现点。其基本含义为: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

就有的，白人类生活产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市变

化。第二"生活即教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教育

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生活即教育"是一种

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近年来，鲁洁教授还开展了生活德育的研

究。在国外，美国杜威较早提出"教育部生活"的观点，他认为:生活就是

发展，雨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

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

件。在地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百是要使人类与生

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编著的《教

ω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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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育一财富蕴藏其中》提出教育的咽大支柱"可以看作教育生活化坷

的标志。

生态课堂运用生态学原理研究课堂教学现象及其规律，采用生态学的

方法来剖析课堂教学的内外部系统，从百分析课堂教学生态功能并揭示生态

教学基本规律，是课堂教学和生态学相互渗透的结果。 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

师古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生态学"

这一概念，从此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开始掺透到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我国学

者从80年代开始进行教育生态学的研究， 1990年吴鼎福、语文蔚的《教育生

态学》是我E第一部教育生态学著作。几十年来从简单借用生态学概念到消

化、吸收、发展，逐渐形成了学科雏影，开始能够以教育生态学自身的棋念

和方法与传统教育学如步结合，为课堂教学提供新的教育学研究视角。

2008年，云南省提出"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开设专门的

课程，对受教育者进行生命、生态、生活教育，至今已在24个省市的有关地

区和学校展开。

总之，国内外有关"三生"教育的研究假多， {8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

未把"三生"教育一体化;二是未渗透进学科教学。

因此，阴德中学依据教育的基本规律，在充分考虑自家宏观教育背景、

省市中学实际情况以及学校微观的教育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情鉴国内外关于

生命化教育、生活化教育与生态化教育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打造"生命化课

堂、生活化课堂、生态化课堂"的"三生课堂"教学改革方案，以不断强化

层量意识，打造高效课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 明德中学"三生课堂"的内涵

所谓"三生课堂"是指让课堂具有"生命化、生活化和生态化"。

"三生课堂"以科学发展现和新课程理念为指导，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为出

发点，强化质量意识，关注"生命、生活、生态

堂，开形兰成写萌耳德中学特色的"三生i课果堂，押，\。

三有

?fe nu nu 



『、、

三生课堂一一明德中学课堂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为自我展示 ， 变检测知识为交流应用。

一个核心理念一一打

造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

课堂 ， 为学生终生发展与幸

福奠基。

四个环节一一学、探、

结、用 ( 学生学、学生探、

师生结、学生用) 。

四个转变一一变组织

教学为动机激发 ， 变讲授知

识为主动求知 ， 变巩固知识

(一)生命化课堂

这是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 ， l上课堂焕发出师生生命活力，让课堂成为提

升师生的生命质量的舞台，让课堂教学为孩子的终身发展与幸福奠基 ， 让课

堂成为师生当下能享受 ， 未来常回昧的美豆子生命历程。

培养优秀的人性和有质量的生命是教育的天职。 卢梭认为 : 教育必须顺

着自然一一也就是顺其天性而为 ， 否则必然产生本性断伤的结果。 生命化课

堂教学的实质即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 尊重学生的生命价值 ， 发挥学生的主

动性 ， 赋予课

堂教学以生命

的意义 ， 就是

"让课堂充满

生命的活力" 。

课堂要富有生

命性，充满人

性 ， 呈现出生

气勃勃、张弛

有度的精神

状态 ， 合作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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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探究积极、交流热烈、情理交融、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二)生活化课堂

这是课堂教学的内容选搏 ， 让课堂充满生活情趣 ， 让课堂教学内容与生

活实际紧密相连 ， 让课堂成为学生愉快的生活方式 ， 让课堂成为学生健康成

长的乐园 ， 让学生在课堂中为未来生活积累知识、锻炼思维、学习方法 、 培

养能力。

陶行知先生曾指

出生活即教育 ， 在生

活里找教育 ， 为生活而教

育教育是生活的过

程 ， 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准

备 " 。 新课改后的教材和

考试都体现出了很强的时

代性平日生活性 。 因此 ， 我

们的教学内容必须密切联

系生活、社会以及学生实

际 ， 强调多运用探索、实

践等教学方法 ， 实现课程生活化、社会化和实用化，用生活化的内容充实

课堂教学 ; 教学设计要创设情境 ， 引导学生关注生活 ， 体验生活 ， 在学习

与生活实际中寻找结合点 ， i敖活学生的思维 ; 教学实施必须坚持教学与生

活的有机结合 ， 让学生在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求知 、 思考和

体验 ， 让生活问题走进课堂 ， 让知识走出教室、走进生活、走向社会 ， 以

激发学生持久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课堂要以生活为本 ， 并把生活当作教育

的生命线 ， 关注了解学生生活 ， 理论联系生活 ， 让学生在生活中领悟做人

的道理 ， 在生活中学会学习 ， 并用所学的知识去思考人生 、 社会问题及解

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 ， 从而达到优质高效的

课堂 ， 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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