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参考·2015/24

传承行知教育思想 深化学校课程改革

◇陈振华

作者简介：陈振华，上海市行知中学校长（上海，201900）

上海市行知中学的前身，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于 1939 年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陶

行知先生亲自担任首任校长。1946 年，育才学校迁

回上海。1952 年，为纪念陶行知先生，学校更名为行

知中学。学校地处上海北部的宝山区，濒临黄浦江

和长江，环境优美，人杰地灵。
作为行知中学的校长，本人有幸参加了 2015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由中共上海市教育

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举办的

第十二届上海教育博览会“上海教育新起点”高
峰论坛，论坛主题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了每

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通过论坛中的交流和学

习，受益匪浅。

一、“高位均衡”新起点的内涵和制约因素

本届教育博览会高峰论坛的题目是“上海教

育新起点”。意喻着高等学校是在“特色优质”的
新起点上，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基础教育是在“高

位均衡”的新起点上，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总

的目的，是深化综合改革，为了每一位学生的终

身发展。这很好地表达了广大教师、家长和学生

的心声。
要实现上海基础教育的转型发展，在教育结构

上，要由不均衡，发展为比较均衡；内涵上，要由较

低位、重视应试的教育，转型为较高位、重视素质的

教育。能不能站上这个新起点，有两方面的因素。一

是取决于校长和教师的努力；二是取决于体制的改

革，直接的改革是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其背后是

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社会体制决定选拔制度，选

拔制度决定教育模式，古今中外皆然。宝山区的教

育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

二、宝山教育在近现代史上

经历的几个新起点

一是在明清时期的新起点。当时的宝山区还归

属于江苏省太仓州的嘉定县。原嘉定县是全国考中

进士最多的州县之一。比如，最后一科科考殿试

（1905，光绪三十一年）录取 273 位进士，已经分离出

来的宝山县和嘉定县各有一位。嘉定的夫子庙保存

完好，宝山的夫子庙现在临江公园之内。历史上，宝

山就有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新起点。
二是民国时期的新起点。宝山区由于港口地理

与经济的优势，在清末民初，就在教育领域引领风气

之先。1902 年，宝山吴淞（今淞宝地区）就办有新式

学制的学塾和小学。1905 年起，又有中国公学、复旦

公学（今复旦大学）等七校陆续创办或迁入，使宝山

吴淞成为当时高等学府的汇集地。当时宝山教育与

世界教育改革遥相呼应，同时又是国内“教育救国”
的一部分。受传统文化和美国教育思想影响的陶行

知先生，为普及教育，1932 年来到了上海宝山大场

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陶行知先生当时在“山海

工学团”想出一个“小先生”的法子，让学校学会识字

的小孩教给他人识字，他人再教其他人。这反映出当

时教育的新起点。
三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新起点。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同其他区县一样，宝山教育走过“普

及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教学质量提高”“教

育均衡发展”等新起点。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较

高的起点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真正实现基础教

育的升级转型，踏上高位均衡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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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步 选，山 西 省 太 原 市 第 六 十 一 中 学 校 校长，中 学 高 级 教 师，省、市 学 科 带 头 人，中 国 陶 行 知 研 究

会 苏 霍 姆 林 斯 基 研 究 专 业 委 员 会 常 务 理 事，太 原 市 人 民 政 府 督 学 ，太 原 市 中 小 学 教 育 教 学 评 估 评 价

专 家 组 成 员，高 校 客 座 教 授；曾 荣 获 全 国 生 命 教 育 杰 出 校 长、太 原 市 优 秀 青 年 人 才 、太 原 市 优 秀 教 育

工作者、太 原 市 师 德 标 兵 等 多 项 荣 誉 称 号；积 极 开 展 课 题 研 究，其 中《五 环 节 自 主 学 习课 堂 教 学 模 式》

荣 获 太 原 市 新 课 堂 优 秀 成果 一 等 奖，《学 生 评 价 制 度 改 革 初 探》 荣 获 太原 市 优 秀 科 研 课 题 一 等 奖，有

多篇论文在各级报纸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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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承行知教育思想，深化学校课程改革

如何踏上“高位均衡”的新起点，我们的办法是

“传承行知教育思想，深化学校课程改革”。在诸多思

想当中，给宝山留下深刻影响的，是陶行知先生的教

育思想。他的思想是传统的（知行、行知、真人），是西

方的（民主、平等、进步主义），更是时代的。关于陶行

知先生的思想，我们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
一是课程实施。行知中学课程实施中，我们强调

传承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今天我们

的“做”，渗透了师生“研”的含义。
作为学生，不仅要学，要参加学生社团和研究型

课程学习，还要自己做一些小课题、写小论文，通过

一系列的实践活动，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会思

考、会研究、会反思，能表达自己学习和研究成果的

程度。
作为教师，不仅要教，还要学，要研。要博览群

书，走在学科前沿，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还要钻研

教法，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对于教学，要达到有独

立思想的碰撞、有深层次的思维演绎、有情感上的强

烈感染。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行知中学的课堂，成为一

个“四动”（问题驱动、学生主动、教师引动、多元互

动）的课堂。在宝山教育的课堂上，不同层面都有好

的探索实践，比如学校层面有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的“生成性教学”，全区层面有“三三制教学”“问题化

学习”等。只有宝山教育中的每一节课都是有思想、
有思维水平的课，那么，我们才会离高位均衡新起点

的距离更近一些。

二是课程管理。在我们看来，学生、教师在学校

一日生活中体验的总和就是课程。为此，我们着力推

行教师、学生的自主管理。支撑自主管理的是一系列

的制度和诸多教师、学生的组织、社团。
每个学期，行知中学都有 50-60 个学生社团在

活动。在这一点上，我们传承了陶行知先生的民主教

育思想。民主教育就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我们如果能放手让

教师、学生做主，教师、学生就会自己做主。
针对部分师生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问题，我们

采取“晒”的办法。我们有不同层次的平台，在平台

上，教师、学生、社团可以展示自己的思想、成果，供

观众相互比较。每个人都比较在乎他人对自己的评

价，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敢懈怠。由此，用平台“晒”的
做法，成为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可以促使师生发掘

和展示自己的才能，获得认可和成就感。
三是课程追求。对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陶行

知先生有很多提法。其中，“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

共和国民”“民主教育的目标”“追求真理做真人”等，

体现了现代民主思想；“大丈夫精神”“知识品行合

一”“智仁勇合一”等，体现了传统文化精髓。行知中

学的培养目标，同样体现了这两点：我们要培养具有

独立思想，民主能力，智、仁、勇品质的学生。
如果师生在教与学中能体现“教、学、做合一”的

思想，在管理中能充分被相信，进行自主管理，在不

同的舞台上发掘自己的潜能，那么，我们的教育便会

越来越接近高位均衡的新起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心

中的教育理想。
（责任编辑 杨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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