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齐鲁学堂【闻道】2016年5月9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美编：牛长婧 组版：马秀霞

让学生做什么样的人？

27个育人点，为培养有情有义、和悦共融的现代社会人
2013年10月份，校长梁丽调

到义和小学工作。半年的时间
里，她的心灵一次次受到感动和
震撼。“本村的学生占54%，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占46%。”梁丽说。
面对这群特殊的孩子，梁丽觉得
有必要建构一种合适的学校文
化和整体的育人体系，唤醒孩子
们，让他们对前途充满希望，心
中充满阳光，踏实而温暖地生活
在这个校园里。

为了更加科学地开展改革，
梁丽还邀请了省教科院张斌主
任、山师大教育学院唐汉卫院长
多次到校，帮着做课程整合的顶
层设计，“这是一个很繁琐的过
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改革从构建育人体系开始，
从全校师生大讨论开始。“你想
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现在的需要
是什么？学校要成为什么样的学
校？”经过几轮的讨论，最终，2014

年9月，学校确立了“培养有情有
义、和悦共融的现代社会人”的
育人目标，并构建起了一整套立
体式的适合学生发展的育人目
标体系。体系共两个向度：向内
和向外，每个向度又分两个维
度，分别是身心素质、综合技能、
互动沟通、社会参与，之下又细
分为27个育人点。“每一个育人
点都根据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让学生上什么样的课？

大胆撕开教材，将七门课整合成一门
全新育人目标体系的构建

直接催生了学校课程的变革。
“有了培养目标，需要做的是寻
求一个促进学生向着目标发展
的合理途径。在省教科院张斌
主任的大力倡导下，我们开始
了课程整合。”梁丽说。

2015年整整一个暑假，在尝试
了一年之后，学校开始构建适合
学生的新课程。老师们梳理了除

语文、数学、英语、音体美之外的
其余七门学科的课程标准和学习
目标，打破年级和学科界限，将教
材全部撕开打乱，根据育人目标
体系和学生实际学习需要进行整
理，该舍弃的舍弃，该合并的合
并。参与课程改革的学校课程教
师周小艺说，除了整合删减外，新
课程中还增加了不少新内容。

最终，学校将科学、综合实

践、品生品社、安全教育、环境教
育、传统文化、民族常识这七门课
整合成了一门义和小学新课程：
自我打理课程（一、二年级）和自
我成长课程（三至六年级）。“重构
学校课程体系，整合后的新课程
在课时总量保持不变，学习目标
不降低的前提和基础上，使所有
的课程都能够一致性地为孩子们
的成长服务。”梁丽表示。

让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学习？

内容突出实践性，尝试“学习思路图”、“长短课”
“结合学生的需要，重新打乱

学科之间和年级之间的界限，以
适合学生的学习方式来进行学
习。”梁丽告诉记者，根据低年级
学生自理能力不够的需求，教一
年级学生从认识自己开始到认识
学校、社区、国家、世界，教他们如
何刷牙、洗脸，带他们去校外正确
认识电线杆上的编号；根据中高
年级学生学习方法不科学、眼界
不开阔的现状，教高年级学生如
何搜集资料、自我管理……整合
后的课程更加注重系统性和实践
性，学生的学习由单纯的知识层
面向能力层面转变。

学校的“自我打理课程”和
“自我成长课程”，以“规划学生
学习思路图”的形式，从一年级

开始划分合作小组，运用小组合
作学习的模式，引导学生在研究
中学习，在做中学习，在实践中
培育品德。大队辅导员陈延哲举
例说，三年级的课程中，有一学
习主题是认识传统节日，那么在
三年级这一年，学生们每个节日
都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
习俗，用心、用手去感知节日，感
受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气息。

再比如学校的安全教育
课，整合之前规定三年级才开
设，但学校认为，真正实用的安
全教育，应该从一年级学生一
入校就开始，教给他们怎么认
识回家的路，怎么过马路等等，
年龄越小，了解安全常识、树立
安全意识就越重要。但是，“同

样属于安全教育的内容，比如
食品安全教育，我们就放在了
四年级进行学习，因为学生有
了一定的生活积累，会看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才更能结合生
活的实际。”陈延哲说。

学生学习方式有了全新的
变化，学生的上课时间也有了变
化。学校打破了中小学一节课固
定35分钟或40分钟的惯例，尝试

“长短课”。“上午是短课，语数英
音体美等都放在上午上课，每节
课35分钟。新课程全都放在下午
上课，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系统学
习，属于长课。”校长梁丽介绍，

“长短课”的尝试是为了让灵活
的课堂时间来适应不同的课程
学习需求。

让学生如何自信阳光？

“义和小镇”、学生和家长的评价手册，

多一把尺子衡量

在济南市义和小学，教育
创举无处不在。2015年秋季新
学期开学前夕，教育部印发了
重新修订的新版《中小学生守
则》。而在义和小学，学校也有
自己“校本化”的学生守则和
课堂约定，内容均由各班学生
讨论完成，每个年级、班级各
不相同，这在省城中小学校尚
属首例。“校本化了的学生守
则，发自学生内心，源自学生
对自己的成长要求，不是学校
强加给他们的，他们会更乐意
遵守，相互间还会有监督。”校
长梁丽表示。

学校的“义和小镇”也声名
在外。每周五下午，义和小学的
校园就变成“小镇”，学生变成

“居民”，校长化身“镇长”。不仅
如此，小镇上的“银行”还发行
钱币，同学们凭自己的努力挣
钱，在“小镇”的各个场所消费。
梁丽告诉记者，在这个“微型社
会”里，让学生感受体验社会百
态和各种职业行为，为将来更
好地生活做准备。六年级学生
李德锋和苏畅，因为在小镇上
包了个剧场说相声而一下子
火了，成了校园明星。“学校提
供场地，让我们每周都能举办
相声专场，我们从中获得了很
大的自信心，会一直合作把相
声说下去。”李德锋说。随后，三
年级林浩开设了榨汁店，五年
级董昊开设了“玩转魔方”教学
点……学校利用有限的空间
支持孩子们自己“创业”，为每
一个孩子实现梦想提供更多
的可能性。

让孩子自信阳光，就需
要多一把尺子衡量。义和小
学的课程改革也催生了评价
方式的变革。在这里，每个孩
子每学期人手一本《学生成
长手册》，涵盖了学生在校的
所有学习生活状态，小到参
加的每一个小镇活动，个人
进行的每一项展示，大到每
年的体质健康检测，统统都
记录在这个手册中。班级里
每个月进行一次总结，“不是
评价优劣，而是评价参与
度。”梁丽说，不仅如此，学校
还为家长量身打造了《家长
发展手册》。手册中每个月都
有对家长的不同要求，分为
帮助孩子成长、亲子交流和
自我提高三个内容，从孩子
的角度对家长提出具体要求
并进行评价，敦促家长能够
关注孩子的教育、与学校共
同助力孩子的成长。

经过系列的教育变革，如
今济南市义和小学的学生无
论精神面貌还是内在气质都
有了很大的变化。从2014年开
始，学校运动队重新站到了区
运动会的舞台上，今年5月份，
120名学生集体进行了武术展
示。学校口风琴队还被推荐在
省级舞台上展演。“每个学生
都不再害怕面对陌生的人和
事，这从他们脸上自信的笑容
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校长
梁丽说。我们真心希望，每一
名义和学子六年后，都能成长
为一个有情有义、和悦共融的
现代社会人。

将教材撕开，把七门课程整合成一门；打破一节课固定时间的惯例，尝试“长短课”；将中小学生守则
“校本化”，内容由学生定，每个年级、班级各不相同；改革评价方式，一人一手册，一月一总结，一人一评价，
人人都能参加技能大赛……位于历下区最东部，有着76年历史的济南市义和小学，全校198名学生，20名老
师。从2014年开始，在校长梁丽的带领下，踏上了一条教育改革之路，逐渐由一所小学校成长为一所好学校。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变变革革学学习习方方式式 重重建建评评价价体体系系
看济南市义和小学的教育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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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梁丽和学生们在一起。

学校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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