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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师大二附中从内驱力出发，培养核心素养

创创新新回回归归课课堂堂，，探探索索““11++NN””课课程程模模式式

本报记者 徐洁

从问题出发：

内驱力启动按钮在哪？

11月23日下午第三节课，
是山东师大二附中初一(1)班

“群文阅读”课时间，王惠兰老
师与他们一起阅读了“追忆童
年”这一单元，阅读材料来自该
校老师的自编教材《阳光的味
道》。语文是该校“1+N”课程探
索中“第一个吃螃蟹”的学科，

“群文阅读”就是语文科目“1+
N”中的“1”。

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语文
老师，王惠兰深知阅读对于语
文学习的重要，如果能读整部
的经典图书，对学生语文成绩
和个人成长都再好不过，但对
于初中生来说，升学压力和课
业负担是现实，读大量整部经
典的笼统要求相当于形同虚
设，如何见缝插针、化整为零地
带领学生阅读，王惠兰与同事
们颇费一番功夫。

王惠兰与四位文学修养深
厚的老师一起编写了群文阅读
系列教材，以《阳光的味道》、

《花开的声音》、《时光村落》、
《心灵牧歌》等诗意名字命名，
精选名家、大家的文章。每星
期，孩子们用一节校本课阅读，
每学期，孩子们完成一册的阅
读并批注，到初二年级结束，可
以读完192篇经典文章。

众所周知，课程是一所学
校提供给学生的最核心的产
品，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
样的学生。然而，一直以来，无
论地方和校本课程再创新、丰
富，作为国家课程的语数外三
科，就像一块铁板难有突破。

山师大二附中校长荆兆晶
观察，从早上入校开始，一位主
课老师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
备课、编写学案、批改作业、编
写试卷、批阅试卷，见缝插针地
给学生讲课、听写、检查背诵，
上了班就如同旋转的陀螺，一
刻也不停息，疲惫不堪。老师如
此辛苦，遗憾的是，许多学生却
不“领情”，好像学习与他们自

己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为了
完成老师的任务而学。

校长和老师们都在思考，
为什么有的学生一点学习主动
性都没有，内驱力的启动按钮
究竟在哪里？

荆兆晶说，老师们不断总
结后得出结论，之前讲授的内
容、采取的教学方式对考试和
生活无疑是有用的，否则学生
不会在学业成绩上
不断提升，但
对 学 生 的
吸 引 力

上 是 不
够的，学生
对知识的兴趣不
足，导致学习后劲不能
很好地持续，“因此我们研究，
教与学如何才能不仅有意义，
还要有意思。”他说。

荆兆晶向老师们提出了
“做学生喜欢的人，上学生喜欢
的课，做学生精神的引领者”的
要求，制定了引领学生做“健康
的人、懂得爱的人、对社会有益
的人”的基本培养目标。

课程体系中的“1”：

给能力培养打牢基础

以这样的初心，该校师大、
建大两个校区同时开始了新课
程模式的探索，同时提出了“三
有课堂”以及“1+N”课程模式。
师大校区执行校长王乐军说，

“三有”即有内驱力、有效率、有
成长，这应当成为每堂课的目
标，“有内驱力”意在激发学生

学 习
的 兴 趣

和动力，实
现学生的主动学

习；“有效率”力求让所
有学生都能在参与学习中实现
知识的生成与理解、整合与深
化、迁移与应用的最大化；“有
成长”则是把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三观，培养良好的习惯和
良好的个性品质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真正发挥课堂是德育的
主渠道作用。

副校长毛利新介绍“1+N”
课程模式说，N是国家规定的
课时数、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N是基础；

“1”从形式上讲，是学校给这门
课程增加的授课时间，可以是
一节课，也可以是每节课的一
段时间，也是老师们采取的新
的教学方式，比如小组合作学
习等，教与学方式灵活，应当让
学生感觉到既实用又有趣；从
内容上讲，“1”是对国家课程的
拓展，解决的是能力问题。

现在，经过不断探索和完

善，山师大二附中师大、建大两
个校区，“1+N”课程已在语、
数、外以及物理学科开展。除了
语文“群文阅读”课程，英语学
科也在进行国家规定的教材教
学和课时之外，开设英文阅读
选修课。建大校区副校长房静
介绍，英语阅读教材选取了难
度适宜的高质量英文文章，以

“阅读存折”的形式鼓励学生阅
读，同一篇文章，老师设计为难
度不同的A、B两篇，学生可以
根据各自的水平循序渐进地
读，也不妨碍互相探讨。

数学学科在教研组长刁桂
兰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了“拓展
式数学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探
索”的尝试，进行了数学知识、
数学思维、数学文化和教学生
成资源四个模块的拓展；物理
学科则在付晶老师的努力下，
以科学探究的形式，培养学生

“科学思维、实验探究、科学态
度与责任”的核心素养。

量到质的跨越：

从“知识本位”到核心

素养

初中老师同时担负教好与
考好的任务，讲授课程做到既
有用又有趣，有时候并不容易。

数学老师讲授《勾股定理》

时，单调的原理变成了“蚂蚁怎
样走最近”，从有趣的问题情景
出发，学生自主探究，提高了观
察分析能力，渗透了建模思想。

在教学尝试中，王惠兰老
师带领语文教研组将“群文阅
读”教材几次修改，引导学生以
批注的形式精读，让每个人不
带压力地快乐阅读。一名初二
学生在读完三毛的文章《逃学
为读书》后这样写道：

读书是一种修养，更是一
种习惯，字迹总是会在不经意
间改变人们的思想与理念。平
时如若我们可以在闲暇时间拿
起一本书来阅读，那便是人生
最大的快乐！

王惠兰说，在日积月累的
精读和分享中，文学核心素养
也在悄然培养，课程还让部分
孩子发现了对文学的兴趣，这
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之外，教
育于每个人更深层次的意义。

“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意
识到，我们已经在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
房静对老师们说，没有一定的
知识作为基础谈不上素养，但
核心素养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知
识，概括地理解，它是一个人把
考试的知识忘掉后，内心仍然
保留的东西，已经内化为能力，
影响着一个人的终身发展。

一株小树的成长，如果只给予营养液而不让其根植于丰厚的土壤，即使营养液充足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在山东师范大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的老师们看来，以“树木”喻“树人”，道理类同。课程是学生成长的土壤，该校创新“1+N”课程模式，“1”为在教材之外拓展出的选修
课，“N”为国家课程。他们以启动师生教与学的内驱力为出发点，着眼于培养具备核心素养的人，为学生一生发展奠基。

▲每年，青年教师入校第一件事就是拜师“学艺”。

1+N教学探索课堂上，学生们自主分享。

不不吼吼不不叫叫，，用用智智慧慧与与孩孩子子对对话话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徐
洁 通讯员 袁世君) 在教
育孩子的过程中，许多家长难
免会生气、对孩子吼叫，效果却
并不好。如何做一名不吼不叫
的父母，确实是门大学问。近
日，历下区教育局与齐鲁晚报
共同主办的慧爱父母学堂走进
历下区锦屏学校，以《智慧的爱
与好习惯养成》为题，为家长们
带来精彩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慧爱父母学
堂讲师星颖首先问家长：“你爱

自己的孩子吗？”“你觉得你是
合格的父母吗？”“你用什么方
式表达你的爱？”现场的家长在
思索，许多家长表示，第一个问
题是肯定的，但肯定地自认为
是“合格父母”并不容易。一位
家长的话表达出多数人的想
法，他说：“爱是肯定的，但不知
道自己表达爱的方式是否合
理，有时候会忍不住发火、吼
叫、唠叨，把情绪发泄给孩子，
然后又非常后悔。”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
长们有个普遍的感受，与孩子
越来越难沟通了。星颖老师说，
沟通方式很重要，影响着亲子
关系，她总结了亲子沟通的几
个原则，分享给家长：首先，不

随意打扰孩子。与孩子说话时，
要先观察孩子在做什么，尽量
不要随意打扰。其次，在说话的
时候，尽力完整透彻地解决问
题，少唠叨，话太多太密，就容
易变成白色噪音,不适合孩子听
进脑子里。

有的父母并没有觉察，在
要求孩子做事情时，其实“要
求”是带有情绪的，是一种指责。
比如不说“你应该整洁一些”，而
说“现在把桌面收拾下，我们好
做手工”。星颖老师建议，指令要
具体，不带负面情绪；给完指令，
再让他复述一遍；指令不要抱
怨、指责、数落。否则，孩子就算
做了，也是不情愿的。

最后的原则是耐心等待反

馈，生活中谁也不能随时处于
起跑状态，要尽量把事情交给
孩子自己管理，给孩子时间和
机会。

星颖老师说，如今孩子的
发展更趋于多元化，孩子的发

展可能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语
言智能、空间智能、数学逻辑智
能和音乐律动智能等，作为父
母，应当首先用心了解自己的
孩子，再加上合理的沟通方式，
许多问题将渐渐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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