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校改革压力不小

!年前，随着教师队伍逐渐老
化，海滨二中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我们周边有很好的民办、公办初
中，办学质量在区内属于中间位置，
尽管我们有一定的声誉，但特色不
明显，不足以让老百姓选择这所‘家
门口’的学校。而教师平均年龄 !"

岁，流动性不大，改革创新的推进有
不小的困难。可是，如果不改变教学
方法，从体力消耗到智慧创新实现转
变，学校都将面临危机。”初到海滨
二中，徐谊就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一直以来，海滨二中“重体验、
敢搏浪、要质量、不服输”的办学精
神在推进学校改革，丰富学校内涵
和提升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赢得了同
行的尊敬与社会的认可。但是，“灯
光#月光”“拼搏#拼命”的依靠体力
消耗甚至透支生命的“职业精神”早
已不适应当前的教育大背景。直面
现状，海滨二中如何突破困境？徐谊
想到了三方面的策略：问题化学习，
让孩子们学会、会学和乐学，从被动
接受走向主动参与；智慧实践，让
老师们走出职业倦怠，从“经验
型”走向“专家型”；专业治校，科
学实践加人文关怀，让学校发展从
“追求第一”走向“追求唯一”。

然而，老学校改革阻力不小，压
力很大，老师们的反馈也并不总是
积极的。“在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
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开展‘教材’‘学
程’化的探索，仅仅数学学科就有
$"$个主题和专题，全部要由教师
们利用假日完成，教师承受的压力
非常大。”不过，对于学校的未来徐
谊却很有信心：“我告诉我的教师团
队，老马也能、也会闯出一片新天
地！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念，可以通
过创新实现学校质量再提升，这都
是可以做到的。”

首先别把孩子教!坏"

体力上的压力还不算什么，观
念上的转变更不容易。十几年、几
十年教龄的教师，已经形成了自己
的认知体系与行动方式，但徐谊认
为，对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好教师”，
后面还有“优秀教师”和
“卓越教师”，如

果把教师看作可提升的个体，无论
什么年龄都有可上升的空间。职业
倦怠感不可避免，但是在管理中是
可以突破的。“很多老师觉得自己是
很优秀，但如果已经自认为很优秀，
是不可能走向卓越的，经验是有价
值的，但经验是不可靠的。”
老师要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孩子

教好，首先要想到的是不把孩子教
坏。他说，“经验型老师总是从教的
角度思考课堂，很少从学的角度分
析教育教学规律。每个孩子认知的
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可是老师总是
用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去‘教’
学生。那么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这种
‘教’是不是会蕴含某种‘风险’———
那部分比老师更有天赋或者说在认
知方式、个性特点等方面特殊的孩
子被传统方法教‘坏’了。”

问题化学习的课堂

经验型教师向学科专家转变，
需要“从”课堂、“到”课堂、“在”课
堂。于是，海滨二中有了 %个问题化
学习的课堂实验班，就从中考学科
的“硬骨头”开动，这些课堂的目标
是转变学生学习方式、转型课堂的
结构与形态———学生带着问题才能
进教室，问题是起点却不是终点，教
师以学生的问题为起点引导学生发
现核心问题、自主建构问题系统并
解决问题。在这样的课堂里，自由、
热情、智慧不断迸发火花，教师原本
的预设将毫无作用，死气沉沉的课
堂不复存在。
数学老师张晓刚已有十多年教

龄，他带的班级成绩总是很优秀，他
也因此对新理念有些排斥。但是，试
行新教法一段时间后，张老师发现
学生学习氛围悄然发生了变化，“学
生看到学习材料就拼命想讨论，大
家把数学问题当作兴趣爱好来研
究，自发想解决问题。”不仅如此，张
老师还发现，学生最初的提问，从开
始的只言片语到非常成熟流利的表
达，这种能力甚至比一些重点中学
高三学生的能力更强。
一位教师的课堂里有一名随班

就读的轻度自闭症女孩，平时很少
说话，成绩也不好。但一次公开课
上，女孩代表小组汇报学习情况，出
乎意料地说了很长一段话，班主任
老师当场就落泪了。“这些经历让教
师们思考，分数在教育中到底有多

重要，是不是最重要。以往的方式令
教师忽略发现和思考这些问题，而
现在教师的情感体验也发生了变
化。”徐谊说。

&"后期出生的教师苏岚，在新
课堂里感受到了教师角色的转变，
“以往的课堂教师在讲台上指点江
山，现在课堂的主角是孩子们，而且
小组讨论的形式让更多以前不怎么
闪亮的孩子也有了找到自信的机
会。”孩子们在课堂中“学会”知识的
同时，更在学会“学习”，“他们总是
在引导教师如何讲，这令许多老师
都非常吃惊。孩子主动提出的有价
值的问题，能让老师走入文本的更
深处。他们体现的思维品质让来交
流的老师非常艳羡，而我作为授课
老师获得的体验也是非常快乐的。”
“从‘受控的课堂’到看似无序的课
堂十分挑战。但从无序—有序—无
序—有序的持续循环的‘效率训
练’，现在教学的时间少了，但效果
更好了，而且孩子学会了学习，就有
了持续发展的加速度。”徐谊说。

教育伉俪齐心合力

徐谊的爱人是市教书育人楷
模、特级教师王天蓉，夫妻二人在一
大批教师身上看到了教师成长路径
的问题，于是早在 '""'年两人就共
同立项研究“问题化学习”的课题，
多年以来，两人一起经过了很多摸
索，有过共识也有过分歧。

他们的孩子保送清华大学，孩
子总开玩笑说自己是父母问题化研
究的成果———从小，在父母的引导
下，孩子总是思考“为什么”。“的确从
孩子身上获得很多启示：我们很早就
发现孩子的禀赋比我们夫妻高，他养
成了永远思考问题从哪儿来以及如
何解决问题，掌握了方法。”
如今，教师团队的思维方式已

发生了变化，学校一系列管理行动
策略卓有成效，团队给予徐谊很大
的鼓舞。对于未来学校 (至 )年的
规划，他表示海二将建设体现国家
教育方针、学校办学理念与特色的
学生发展目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
的课程体系、管理体系，“一切的努
力都聚焦在孩子身上，遵循他们的
心理与认知发展规律，为了他们的
快乐、健康，为了他们的终身发展，
和他们一起书写大大的‘人’字。”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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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居民小区大门进入!穿
过栋栋住宅楼!上海市海滨第
二中学就坐落在宝山的一片
居民新村里" #如果孩子没了
笑脸! 学校教育的价值何
在$ %为了让学生从#苦&累%

中解放找到学习的兴趣和乐
趣! 让教师克服职业倦怠感
找到成就感!校长徐谊提倡课
程建设! 通过课堂问题化学
习!让这所家门口的学校成为
老百姓口碑中的优质校'

(同题问答)

! ! ! !)*您最喜欢的!校园一角"

是哪里+

**最喜欢的!校园一角"是

学校!每月海二之星"的宣传栏#

因为我看到的是每月一张张不同

的笑脸#看到的是海二孩子们快

乐成长的印迹$

)* 影响您人生的一件作品

是什么+

**苏霍姆林斯基的%给老师

的一百条建议&#从大学到现在#

始终在案头的一本书$他的名言#

!教育的全部技巧只有一个

字'((爱"似灯塔#始终激励并照

亮着我的职业人生$

)* 请您用一种颜色代表自

己,你会选择哪种+ 为什么+

**蓝色$ 它是学校的颜色#

因为我们学校坐落在吴淞口#蓝

色代表海洋# 也体现着海二 !搏

浪"精神$

)* 请您设计一款代表学校

的吉祥物-

**一艘驶向成功彼岸的!帆

船"$我们学校的校标就是由这艘

!帆船"加中英文校名组成的$

徐谊

%+,%年出生

中学高级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硕士

%++%年参加工作

-((.年任海滨二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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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孩子们在课

堂上学知识#更要

学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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