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自觉教育的践行者
金坛市华罗庚实验学校

　 　 一、概况：自觉教育的文化起缘

华罗庚实验学校是由省华罗庚中学初中部与原金坛市实验小学合并而成。自２００３
年组建以来，我们就畅想华罗庚实验学校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在这所学校里我
们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怎样地学习生活？
２０１４年年初的教科研大会上，我们提出了“自觉教育”的理念。而任何一种理念的

产生都有其一定的文化渊源，自觉教育就是在大师引领和学校传承中产生的。
　 　 （一）大师引领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训诂学大师段玉裁，是金坛人民的骄傲。段玉裁“不耕砚田无
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家训，和华罗庚“精勤不倦，自强不息”的精神，启迪并滋润着
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二）学校传承

在办学过程中，我们致力于学生“自尊、自律、自理、自主、自强”的五自能力培养，一
直影响着学校的每位师生；而作为以“华罗庚”命名的学校，理应秉承华老“自觉”精神，
踏着大师们的足迹，做“自觉教育”的践行者。

自觉就是自己认识到应该如此而心甘情愿地去做。
自觉教育是一种心的教育，就是通过自我要求、自我促进、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和自

我发展，继而懂得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教育。自觉教育的核心，就是以自我为对象而展开
的一系列教育活动的总和。

　 　 二、内容：自觉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年来，我们主要从学校管理自觉、教师专业自觉、课程开发自觉、课堂教学自觉、
学生成长自觉五个方面作了一些实践探索。
　 　 （一）学校管理自觉
１． 氛围营造，形成“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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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文化图文并茂，分三大主题：中轴线呈现华罗庚奋斗经历，东轴线展示段玉裁
说文解字；西轴线介绍金坛历代文化名人。

班级文化建设丰富多彩，由学生自主设计，有主题活动、阅读之星、体艺魅影、书法
园地等，充分彰显班级个性。
２． 精兵简政，管理“扁平化”
我校在校学生有４５００多名，教职工２８７人，但校行政只有３名，中层１０名。为更好

发挥管理的实效性，我们推行“扁平化”管理，一名校级和一位中层负责一个条块，蹲点
一到两个年级，参与年级组发展规划，与年级组捆绑考核。
３． 行政带头，牢记“责任区”
学校要求行政人员牢记“五个责任区”：管好一个年级，扫好一个卫生区，带好一支

队伍，上好一堂课，参与一个课题。党员干部发挥先锋作用，自觉参与学校“义工”活动。
通过自觉管理，校园就像一个“磁场”，聚集、同化着每一个人，“自觉、自育”已成为

全校师生的共同愿景与追求！学校先后荣获江苏省文明单位、平安校园、和谐校园荣誉
称号等。

管理的自觉不仅让校园氛围变得浓郁、教师自主参与管理意识增强，也带动了教师
专业的自觉发展。
　 　 （二）教师专业自觉
１． 梯队教师建设
用“梯队发展”来激活每个群体，每学期评选一次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教师，采用

“分类要求、分层递进”的方法，来激活教师内驱力，使每位教师找到自己上升的阶梯。
２． 课题研究引领
作为连续三届常州市教科研基地和教科研先进集体，我们以省首批精品课题培育

对象、省重点课题《实施促进式教学，提升学生学习力的研究》为主课题，协同四项省规
划办立项课题和数十项市级课题，形成了学校的课题群，每个课题有自己的独立网站，
学校教科室用网络动态跟踪各课题的推行情况，以此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３． 名师帮带提携
充分发挥名教师的引领作用，通过９位名师领衔的常州和金坛市名师工作室，携带

青年教师共同研究项目或课题，以浓郁的学术氛围，来促进教师群体互助双赢，共同成
长。

在自觉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教师专业成长速度加快，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同时促进了课程的开发自觉。
　 　 （三）课程开发自觉
１． 精神引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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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华罗庚精神”为文化符号，开发了《踏着大师的足迹》和《生命教育》等校本
课程，让学生在形式多样的精神活动中，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关键节点。
２． 活动拓展课程
结合学科拓展，我们开发了《华罗庚实验学校数学课本》；开设了系列化的活动课

程，如羽毛球课、古筝乐团、小小摄影师、我们的剧场等，孩子们在精彩纷呈的活动课程
中，搜集资源，假设探究，思考前行。
３． 立体阅读课程
“立体阅读”课程是我校的一项特色课程。它是根据我校九年一贯制的办学模式而

提出的适切师生共同发展的一门课程。它是指在不同年级、多维空间、多个时段内，融
文本阅读、电子阅读、展览讲座、影视演出等多种形式于一体，全方位、多层次地传承优
秀文化的系列读书教学项目。旨在使学生对相异的文本从点、线、面的懂到立体的懂，
最终真正学会阅读，学会学习，成为求真、向善、至美的人。

我们通过系列活动不断细化、实化、优化“立体阅读”课程。２０１３年“立体阅读”被
立项为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２０１４年被确立为“常州市立体阅读课程基地”。

课程的开发让我们更有底气去追寻我们的特色课堂，不断践行课堂教学的自觉，实
现课堂教学的有效、高效。
　 　 （四）课堂教学自觉

立足课堂教学，通过对省重点精品课题《实施促进式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力》实践
研究，我们提炼出了促进式教学“一主两翼”的课堂范式：

“一主”就是以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为中心，围绕课堂中的人际关系，整节课或课
的一个部分呈现“师生促进，目标引学；自我促进，先学自研；生生促进，互动探究”三环
节。“两翼”，就是以“媒介促进和评价促进”来对课堂进行补充拓展、矫正激励，从而激
活和提升学生学习力。

课程开发、教师发展、课堂教学在自觉教育的理念下不断完善，同时我们更关注学
生的成长，以“自觉”为核心，以“德育系列活动”为抓手引领学生成长，促进学生成长自
觉。
　 　 （五）学生成长自觉
１． 自主管理
积极推行学生“自主管理”，内容涉及行为自我约束、生活自我管理、学习自我激励、

活动自主组织、人格自我完善五大板块。学校即教育，校园成了学生自我的天地，一花
一草、一墙一角，无不透露出教育的因素。
２． 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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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如学生道德讲堂、微孝行动、祭奠先烈、学生生涯规划、感
恩教育等，弘扬传统美德，提升道德修养，厚实文化积淀，形成良好的自我教育习惯。
３． 社团活动
让学生自主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在适合自己发展的舞台上，尽情地锻炼自

己、展示自己、体验成功，真正实现“全面发展，个性特长”的成长目标。
赵甜鸽主演了《我的同学我的班》《孩奴》等多部影视剧，并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公

益电影《心曲》中与秦怡等老前辈同台演出，成功塑造了一个阳光自信的女孩形象。

　 　 三、特色：多维自觉展特色

如前所述，“自觉教育”成为我校当前教育、管理及科研的主要抓手。它主要依托
“一主两翼”的模式展开。
　 　 （一）一主：自觉教育为主导

在“自觉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全体教师努力把学生培养成这样的人———
１． 智者　 真正的智者，是目标明确、专注于一的人。自觉教育的起步，就是协助新

七年级学生制定学期、学年、三年发展目标，每一个目标的制定，都不是纯粹理想状态
的，而是根据该生在小学六年中的一贯表现、小升初的成绩、自己的生活及学习习惯而
制定的适切的、可行的目标。在目标的制定中，我们看到孩子的聪明与睿智，他们慢慢
学会反观自己、认识自己、教育自己，并朝着适合的目标迈进，成为真正的智者。
２． 勇者　 勇者是意志坚定者的代名词。在我校，在不同的年段，我们会通过体活课

长跑、体操课绳操、羽毛球课比赛等多种运动来锤炼学生的身体耐力；借助口算、背诵、
阅读、写作、辩论等渠道锻炼学生的吃苦精神；搭建社团、剧组、论坛、卫生等小组来砥砺
学生的坚守意识。意志力不是凭空而来的，一日日，一月月，孩子们渐渐成为学习路上
的“勇者”。
３． 达者　 真正的达者，是乐观、谦逊、大度的象征。“自觉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

要紧紧抓住“自觉课堂”“立体阅读”两条线，把孩子们培养成乐观豁达、谦谦和善的君
子或淑女。
　 　 （二）两翼：课堂课程为两翼
１． 特色课堂：做学生学习力的促进者
“学习只能促进，教师只是一个促进者。”这是每位教师的共识。传统教学中的教师

与学生好比是“水壶与茶杯”的关系，教师是个水壶，学生是个空茶杯，教学就是把水壶
的水倒入空茶怀。学生在课堂中完全是被动的，要彻底改变这种不良状况，就需要用
“促进式教学”来弥补传统教学中的缺陷。以下，是我们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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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出了促进式教学课堂范式。

（１）师生促进，目标引学
主要是在导入环节，教者创设问题情境，把教学的目标渗透之中，在师生互动的课

堂行为中引发的教学本质，从而获得了有利于教学目标达成的教学效果。
从教学目标来说，师生促进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通过互动与促进建构认知体系；从

教学过程来说，在师生促进中，学习共同体（包括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智慧得到激发与
共享，从而使整个学习共同体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２）自我促进，先学自研
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探究、归纳，把学习的主动权让给学生，这给学生创造了自

我促进的机会。学生通过自我促进，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优化了自己的思维。学习是一
个自主学习的过程，缺少了学生的自我促进，就不能很好反思学习中的收获与不足。所
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大概包含其中的道理吧！

（３）生生促进，互动探究
小组学习是课堂中生生之间讨论、交流、检验教学结果等方面最直接，最有效的方

法，它摆脱了课堂中教师包办或学生“各自为战”的局面，体现了课堂中学生之间一种互
动的人际关系，充分发挥学习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一种教学形态，
让学生在活泼轻松的气氛中接受知识、掌握知识，同时增加了信息量，扩大的知识面。

（４）媒介促进，补充拓展
在教学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多媒体和使用其他教学用具，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教学媒介，我们还借鉴微课程、翻转课堂、慕课的成功经验，以多种
方式支持学生的协作学习，融入学生的观点、课程文本的资料信息以及其它支持性的材
料，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这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意义建构，促进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自
主学习。

（５）评价促进，矫正激励
对课堂中学生的表现，教师能给予积极、适时、恰当的评价。对学习的评价涉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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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面：一是对优等生进行挫折激发，二是对中等生进行鼓励激发，三是对学困生进行
成功体验激发。

评价是为了激发学习情趣、充实学习历程、改进学习方法。要正确把握好评价时间
的度，合理推迟评价，让更多学生拥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应以尊重被评价对象为前提，
评价主体要参与教学活动，并注意主体间的沟通。

课堂是属于学生的，要让学生带着自己的个性在自由愉快的学习中享受着精神的
生活，真正体会到学习的魅力、人文的关怀、对话的激情、生活的乐趣。“促进式教学”就
是学生独特个性张扬的地方，是学生的精神家园！
２． 特色课程：做立体阅读的推进者
为进一步深化“自觉教育”，提高学校办学品位，打造我校特色项目，学校依据九年

一贯制的师生结构而提出“立体阅读”建设项目。
（１）“立体阅读”基本特点

多板块的阅读时间 晨间、午间、晚上、假日。
多维度的阅读空间 教室、家庭、立体书馆、网络。
多渠道的阅读方法 外显阅读、自育阅读、内隐阅读。
多层面的读物标准 经典名著、名人传记、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国学经典、精美诗词等。
多维面的阅读境界 点线阅读、平面阅读、立体阅读。

多形式的阅读操作 阅读方法操作系统、阅读方法教学系统、阅读评价系统（量、质、成
果）。

多元化的阅读评价 教育性评价、有效性评价、批评式评价。

（２）“立体阅读”课程安排
在完成国家课程苏教版初中《语文》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每天１０分

钟晨读或暮读：《晨读暮省》；每天２０分钟午间阅读：整本书阅读（分年级规定书目）；每
天３０分钟课外阅读：系列图书（分年级推荐书目）；每周一节校本课程阅读课（４０分
钟）：经典名著、名人传记、科幻小说、纪实文学、国学经典、精美诗词等。

（３）“立体阅读”建设内容
①开放的文化胸襟
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使学校的每一个场馆、连廊、廊柱、书角、中庭等都成为师生

驻足阅读的场所，心智开发的摇篮，精神成长的园地。在所有的角落，我们都会带给师
生“浸泡”于书海的感觉。

②完善的课程体系
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开发者。初步构建适合我校七至九年级学生阅读的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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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具有我校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
③特色的阅读活动
各年级围绕项目研究计划，设计适合学生心理及学习需求的系列阅读活动，另外每

个秋学期举行为期一周的“玉裁杯”读书节系列活动等，在活动中体验阅读的快乐，在活
动中丰富自我，锤炼自我。

④立体的课堂研究
立骨：大阅读带来大积累（词汇、句式、语感的积累）；
立体：大阅读必有大体系（七至九年级阅读目标、书目内容、教学指导、评价层级体

系）；
立魂：大阅读赢得大胸怀（立语感、立心魂、立言立心）。
⑤数字的阅读平台
“立体阅读”，正是信息与网络时代的产物。它综合了纸质阅读与网络阅读，无声阅

读与有声阅读，有字阅读与无字阅读的优势，让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为阅读服务，构
建一个有机阅读的生态网。

⑥多元的阅读评价
通过教育性与有效性评价，共同标准评价与个人内差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立体

阅读分享论坛，分享经验，碰撞智慧，互相启迪，也推动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促进式课堂是为了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地还给学生，“立体阅读”课程体系是为了

让孩子们主动、全面地体验阅读的神妙。不管是从哪一点出发，我们都是要引导师生共
同走向“自觉教育”的道路。

　 　 四、成效：赤橙黄绿青蓝紫

本年度，省十二五规划课题《实施促进式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力》被评为省重点精
品课题。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人民教育》大篇幅、专题式介绍了我校“促进式教学”的研究成
果，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立体阅读”项目升格为“常州市立体阅读课程基地”，日前又加入了常州市课程基
地共同体。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课程基地向常州市大市３５０名优秀语文教师展示了研
究的阶段成果，金坛电视台报道了该项成果。《小主人报》《初中生世界》各用八个版面
报道并展示了我校“立体阅读”的研究成果。

参与“自觉教育”主体研究的行政及教师发表了３０多篇省级以上论文。教师在专
业发展上也有了新的提升。目前，已有省特级教师４名，常州市特级教师后备人才１
名，常州市学科带头人２５名，常州市骨干教师４６名。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２名。

王思源被评为首届江苏省百名美德少年；李孔悠获江苏省十佳小公民；芮凡茜获江

—９９—



苏省青少年科技标兵；赵予倩同学获江苏省作文大赛特等奖，获得了免费境外学习的机
会；在各类社团活动及省市级作文、体艺比赛中崭露头角。

教育是师生共同经历的一段生命旅程，自觉教育则是这一段旅程中最美的风景线。
“谁持彩练当空舞，赤橙黄绿青蓝紫。”坚持做自觉教育的践行者是全校师生的共同

愿景与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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