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魂为核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先贤精神千载传承，海右泉
城文脉深厚。济南的东部，坐落着
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的美丽
校园。

走进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
校贤文校区的教学楼，一楼大厅
中“风乎舞雩”的篆刻画面引人入
胜，在无声中传达着学校的教育
理念。

“今年不仅是学校‘教学模式
建构’的实施之年，也是全面推进
学校三年发展规划的落地实施的
收官之年。”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
学校校长侯彬告诉记者，秉承“为
人生精彩奠基，为民族复兴育才”
的办学使命，以“尚贤、弘文、明
理、维新”为育人目标，高新第一
实验通过名校战略，全面提高办
学质量，建设师生都出彩的高品
质学校。

锚定目标，才能全速启航。对
于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来说，
学校师资建设有基础、文化发展有
底蕴，但是面临的压力却依然迫在
眉睫：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日益扩
大，近年来学校师资需求激增，每
年都有大量的新教师加入到学校
的队伍中来，如何全面培育学生核
心素养，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
量，将学校的名校战略理想化为具
体实践，实现学校高品质高质量发
展，是摆在学校面前亟待思考和解
决的现实问题。

“这几年学生规模迅速扩大，
入职的新教师特别多，这就对我
们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侯彬看来，想要最快提高
教师的整体素养水平，首先要唤
醒教师自己的能动性，让教师去
总结、提炼自己的教学经验，在此
基础上融会贯通，让所有教师都
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提升。

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中，“三
生”课堂应运而生。“三生课堂的
核心理念是打造生活化、生机化、
生态化课堂，培养‘尚贤弘文明理
维新’的现代贤士，为人生精彩奠
基，为民族复兴育才。”侯彬介绍，
学校“三生”课堂既是教学理念，也
是一种“教学操作系统”，它赋予课
堂以使命价值，构建师生都出彩的
生命互动场域，让学生以多样化的
学习方式主动参与，学会解决生活

情境中的真实问题，从而体验到课
堂学习的快乐，成为“全面发展的
人”。

丰富内涵
“三生”课堂彰显办学活力

怎样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
来呢？在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
校，课程设计团队想了许多办法：
教师要有引领作用，以课堂为核
心，主次不能“跑偏”；每个同学都
要参与，不能只有一小部分发言；
教学模式既要前沿又要“通俗”，
要让每个教师都能熟练掌握这种
方法，不能从教师这一关，就让模
式“卡住”。

一次次讨论、一遍遍磨课、一
场场探索，在济南高新区第一实
验学校的“三生”课堂上，“学生
学、学生探、师生结、学生用”四个
环节最大化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
动性。

“课堂完成四个转变，即变组
织教学为动机激发，从‘让学生知
道’‘到学生想知道’；变讲授知识
为主动求知，从‘理论灌输’到‘合
作探究’；变巩固知识为自我展

示，从‘教师归纳’到‘学生总结’；
变检测知识为迁移应用，从‘单纯
做题’到‘思维提升’。”济南高新
区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桑镇介
绍，“三生”课堂的打造，不仅是基
于课堂的实际研讨，也是来自于
对教育理论的精华汲取———

生活化的课堂，源于杜威的
“教育即生活”和陶行知的“生活
即教育”，学习目标叙写依据布鲁
姆的教学目标分类理论；生机是
课堂教学的组织样态，尊重、激发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源于皮亚杰
的认知发展理论和布鲁纳的发现
学习理论，即学习的本质不是被
动地形成刺激—反应的联结，而
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生态的
课堂，目的是创设民主平等、尊重
差异、自然和谐的乐学、会学、可
持续学的课堂过程和氛围，形成
自绿色生态的师生关系和学习场
域，依据了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和
需求层次理论、孔子的有教无类
和因材施教思想、佛瑞斯特的学
习型组织建设，以及爱普斯坦的
交叠影响域理论。

理论和实践结合，再融入校
地制宜的教学传统，让济南高新

区第一实验学校的教学发展有了
新突破。学校立足于“三生”课堂
教学模式所研发的课题《基于三
生课堂创设真实情景的初中数学
教学探索》《基于三生课堂理念渗
透本土红色文化于初中道法教学
探究》《思维导图在初中数学大单
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等在智库
专家的指导下纷纷开题立项，将
学校教研发展带上新高度。

聚焦育人
创办师生都出彩的学校

在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的数学教研组组长王凤霞看来，
教学模式的建构，不仅是对自己
教学工作的一次提升，也让整体
的教研有了抓手。

“其实在教学模式建构之前，
我们就发现有些学生初一和初三
的成绩会有大的波动，经过研究，
我们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学
习不够系统。例如，有些初三的知
识点，其实初一就会涉及。如果当
时没有打好基础，那初三往往会
成为难点。”王凤霞说，经过研究，
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学生初一的知识点没有全部贯
通，中间的衔接出现了断层。

“我们联合初一到初三的全
部数学老师，共同开展教研工作，
想让学生能够把知识点都融会贯
通，首先要让老师在教课的时候
能够有全局观念，有教学的侧重
点。”王凤霞说，不同年级的共同
教研也让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有
了新的认识和提升，能够站在更
高的位置上规划整体的教学步
骤。

让经验丰富的教师有提升，
也让新手教师有了“抓手”。济南
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的教务主任
杜寿辉认为，教学模式不是一个

“笼子”，困住老师的特色和手脚，
而是一种经过研磨提炼出来的方
法，这种方法的应用让老师教学
更科学系统。这种教学新范式另
一个优点，就是让新老师有了教
学上的“抓手”，能够在短时间内
成长、成熟，适应课堂节奏。

在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
校，讲实效的校本培训让老师快
速成长。教师每学年至少上交一
份精心设计的教案，上一堂观摩
课，参加一次论坛，点评一节公开
课等。同时加强主题教研，教研组

每周组织教研活动，依托大单元
教学的教研理念，首先由教研组
长牵头制定一册三研的主题教
研，其次每两周开展一次单元三
研和课时三研主题教研，做到每
周都有活动主题、有中心发言人，
每学期每位教师担任活动主讲不
少于一次。大力开展小课题研究，
将教学工作中的问题变为课题，
通过招投标制度解决。

多重措施相结合，也让济南
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老师的培
养，走上了快车道———

作为2021年入职济南高新区
第一实验学校的新老师，杨漫觉
得，教学模式的建构过程，也是自
己加速成长的过程。

“老师们一起教研、备课，根据
学生特点设计出最适合我们的课
程，这个过程不仅让我们快速成
长，也让我们的教学有了抓手。”杨
漫说，自己之前讲课，总是希望“面
面俱到”，生怕漏下一个知识点，现
在通过教学模式的建构，有了侧
重，也知道如何更好引导课堂。对
于新手教师来说，也能有更多余
力，投注到学生身上，更好地抓取
学生对于课堂内容的反馈。

杜寿辉介绍，“三生”课堂教学
模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效
率，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更让老
师们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济南高
新区第一实验学校4位老师参加区
优质课评选，其中3人获得一等奖，
1人获得二等奖。本学期，学校苗雨
晴、刘冠魁和赵琪老师将代表高新
区参加市级优课的评选。有3人参
加济南市学科优秀教学案例的评
选，均获得济南市一等奖。

坚守教育初心，才能更好拥抱
未来。如今的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
学校，教育有特色、发展有品质、校
园有颜值、办学有风格，正如侯彬
所说，2023是学校“教学模式建构
年”的起点，但远远不是学校教学
特色、教学模式探索的终点。

跟随着高新教育的昂扬脚
步，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将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秉承

“为人生精彩奠基，为民族复兴育
才”的办学使命，坚守“人皆可以
为尧舜”的教育理念，探索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区域课堂教学整
体育人模式，锚定名校战略，为创
办“师生都出彩的高品质学校”不
懈努力。

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教学模式建构新成果

建构“三生”模式，创设高品质和谐生态校园

2500多年前，孔子师徒先贤论志，曾皙描
绘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和谐场景，
既是人生理想追求，也是和谐师生关系的一种
场景写照。

历史故事浩荡千年，润泽了济南高新区第
一实验学校。以2023年高新区“教学模式建构
年”的实施为契机，济南高新区第一实验学校
通过创建“生活、生机、生态”的“三生”教学模
式，创设师生、生生、家校之间的生态和谐教育
场景，持续推动育人方式变革，助力学校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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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在济南市的比赛中，学校获集体花球啦啦操自选动作特等奖第一名，并取得“最佳表演奖”。

学校运动会上，同学们生龙活虎。

9月28日，学校举办“强国有我，唱响贤文”班级合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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