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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中小学地
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建设与
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的印发，引起
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尤
其是地方课程。这是中国
课程史上第一个关于地方
课程的文件，既体现了课
程的政策性，又体现了课
程的专业性，既符合课程
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又突
出了中华文化语境下地方
课程的中国特性与时代特
点，必将引领地方课程的
建设与管理，推动课程的
高质量发展，《意见》 引
发关注和讨论是必然的。

当下讨论中有个问题
特别重要，那就是究竟怎
么理解、把握“地方”？
其深处的问题是如何处理
好、把握好地方课程建设
中地方文化价值与中华文
化价值的关系，进而充分
发掘地方课程独特的育人
价值，形成课程育人合
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毋庸置疑，地方课程
必须重视并凸显“地方
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
地方课程。看待、对待地
方价值，有不同的视角。
首先，从课程的育人价值
看，《意见》 里说得非常
清楚，“增强义务教育课
程对地方的适应性”。我
们必须坚持国家课程的主
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重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教育，打好共同基
础。与此同时，课程改革
又必须面对地方的差异
性，体现文化的地方特
点，对国家课程作必要的
补充和合理拓展，以增强课程对地方的适应性。这
样，才能更全面、更充分地发挥并实现课程育人的
功能。为此，地方课程必须“挖掘当地自然风貌、
区域经济、优势科技、特色文化以及革命文物、遗
址、纪念场馆等方面资源的育人价值”。在此方
面，地方文化的价值有其独特的优势，“使学生认
识家乡，丰富体验，拓宽视野，增强综合素质”。
其次，从中华文化的突出特点看，中华文化具有包
容性。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姿多彩，
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包括地方的民间民俗文化
等。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
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亘古不衰的重要原因。地方
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中华文
化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地方课程正是地
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再其次，从知识体系看，“地
方性知识”是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地方
性知识”更具乡土性、鲜活性和可亲近性，也充满
着知识产生、发展的生命活力。“地方性知识”应
当是地方课程的知识论基础。最后，从更宽广的视
角来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一定包括各地区的教
育现代化，有些地区将会成为先行区、实验区、示
范区，其地方特点与优势将会得到体现。《意见》
对此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开发实施地方课程有利于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从以上几个视角看，只有突出“地方性”才能
呈现地方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在打好共同基础
的同时，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因此，有些人提出
地方课程应当增强“地方感”，这是有道理的，也
是必要的。但是，《意见》 还着重指出，“地方课程
要体现多元一体的理念，坚持区域特征与共同要求
相统一，强化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关注与世
界的相互关联性”，又非常强调“弘扬具有统一性
和多样性的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涵养学生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这段话规定了地方课程建设与管理的方
向、目标和原则，告诉我们，地方课程只关注“地
方感”、只突出“地方性”是不够的，是不全面
的，也是不准确的，必须关注并突出“国家性”，
坚守多元一体的理念与原则。

我们应紧紧围绕“多元一体”的理念与原则，
从不同的视角深思，加强认知的深刻性。其一，从
中华文化的特性来思考。中华文化既具有包容
性，又具有统一性。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是中
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文化归属于中华文
化，地方文化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统一性，绝
不能止于“地方性”而不映射中华文化的整体
性，不能忽略甚至丢弃“国家性”。文化认同首先
是国家认同。

其二，从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来思考。地方是
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区域的差异性，呈
现出区域的不同特征。地方课程要突出这些特
征，彰显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区域丰富多彩。但
是在关注这些特征的同时，不能忽略区域特点要
与国家的共同要求相统一，否则就会造成地方与
国家的分离甚至分割。若此，就会产生地方课程
开发与实施在方向上的严重偏差，多元一体的原
则就会被破坏。

其三，从地方与世界的关系来思考。我们不仅
不能忽略地方与国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不能忽略
地方与世界的关联性。这样，地方课程才能引导学
生从地方走向全国，也走向世界，视野才更宽，格
局才更大。显然，囿于“地方性”显得狭隘。当今
世界要进一步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地方课程应发
挥应有的作用。

总之，多元一体是地方课程开发的理念与原
则，既要增强“地方性”“地方感”，更要从“地方
性”中透射“国家性”，从“地方感”中折射“国
家感”；地方课程要培养乡土情怀，但绝不是培养

“地方人”，而是要在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
力上下功夫，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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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生本··生成生成··生长生长
——关于课堂教学的思考关于课堂教学的思考

邵长思邵长思

在旁人看来，我作为一位
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备
课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嘛！但我自己不这样认为。去
年，在连续教了 8 年高三年级
之后，我终于回到高一年级执
教。拿到统编版高中语文新教
材，我决定趁着假期好好备
课。现在网络上的课程资源十
分丰富，教学设计、课件、练
习、测试题等应有尽有。不到
一天的时间，我就把语文必修
上册的资料收集齐了，每篇课
文都有近百个课程资源。我心
中窃喜，有了这些资源，上课
肯定没问题。但真正开始备课
时，我却犯了愁：这么多资源
都是好材料，但一堂课又能用
多少呢？该如何选择，如何使
用？真是老兵遇到了新问题。

向 谁 求 教 ？ 向 课 标 求 教
吧！我拿出最新版的普通高中
语文课程标准，静下心来仔细
阅读，一边看一边用红笔做标
记，把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
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学
习任务群等一一理解透彻，然
后翻开课本看单元导语和单元
学习任务，这时再回头看手头

收集的材料，有三分之二的材
料我决定舍弃不用了。

还向谁求教？再向班主任
求教吧！我找到班主任，向
他借阅全班的学生基本信息
登 记 表 ， 认 真 分 析 学 生 情
况，根据学情再一次梳理收
集到的材料。我从庞杂的素材
中选出了上课可能要用的材
料，然后再精心设计，一篇课
文的教学设计和课件就基本
成形了。

但我心里依然不踏实。我
设想的教学设计和课件究竟符
不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呢？到
底学生们是怎么想的？课堂上
可能会发生哪些情况？我心里
依然没有底气。按理说，一位
教了30多年书的老教师，不该
如此没有底气。但是新课标、
新教材、新学生、新情况，一
点儿都不容疏忽。我所教的两
个班学生的基础不一样，教学
设计肯定不能完全一样。一旦
课堂上出现状况，没有预案是
不行的。我心想，还是得多准
备几个预案，这样在课堂上可
以根据学生们的现场学习情
况，选用不同的预案。

没想到自认为教学经验
丰富的我，在准备新高一的
第一堂课时会是这样的不自
信。当然，在这几十年的教
学生涯中，我几乎每次备课
和上课都有这种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的感觉，唯恐一时
疏忽会耽误了孩子们。

庞杂的素材如何选择？
教学方案怎样设计？课堂上
该提怎样的问题？面对备课
中的种种困惑，课标是依
据，学情也是依据。教师在
备课时一定要详细了解学
情，以生为本，以目标为导
向设计教学方案。只有翔实
的学情分析，才可能建构高
效的生本课堂。

生本：备课必须备学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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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程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学习者通过不断
学习新知识、挑战潜能实现自我成长。教育可以通过生
本、生成和生长的方式帮助学生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
教育工作者应注重提升教育质量，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和环境，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不断生长的过程中实现自己
的梦想和价值。

优化作业管理是深化“双减”
工作、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
量、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之
一。依据“控量、提质、增效”的
总体要求，优化作业管理应做到

“五化”。
作业管理精细化。“双减”政

策要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要
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必须加强作业
精细化管理。一要健全制度抓规
范。要依据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关于
作业管理的文件要求，及时制定作
业设计、审批、检查、协调等制
度，形成学生作业统筹管理操作细
则，做到有章可循，规范管理。二
要细化流程建机制。要建立“总量
控制、分层负责、学科统筹、内外沟
通”的作业监控机制，从作业设计、

布置、批改、辅导等各个环节设置具
体操作流程，关注细节，精细管理。
三要强化检查抓落实。要围绕作业
管理目标，实现清单式管理、节点化
推进、责任化落实，从作业的各个环
节、各个时段，加强检查，强化考核，
发现问题，及时纠偏。

作业设计优质化。减少作业，
就是要减少那些机械训练、枯燥无
味的作业，因此学校要切实提高作
业设计质量。一要紧盯学习目标。
根据单元作业设计思路，采取教师
单元设计、集体研讨、个人修改的
方式，对标课程标准，对接课堂教
学，提高作业设计精准性，让作业
真正为学习目标服务，达到“少而
准”。二要注重系统设计。对每一
课时的作业，要从作业目标、作业

难度、作业形式、作业时间等方面
进行设计，保证目标贴近、难度适
当、形式多样、时间合理，保证作
业“少而全”。三要合理运用资
源。目前，学生作业的资源很多，
如果不加选择、随意选取势必会加
重学业负担，学校要依据学习目标
和学生实际，对作业资源进行精
选、改编、自创，坚决杜绝让学生
不加选择做教辅资料的情况，确保
作业“少而精”。

作业形式多样化。一份好的作
业，不仅内容精准，而且形式灵
活，可以让学生在愉悦的作业完成
过程中达成学习目标。因此，教师
要根据学段、学科特点及学生实际
布置书面作业以及科学探究、体育
锻炼、艺术欣赏、劳动实践等不同

类型的作业。校内、课内以基础性
作业为主，双休日与节假日作业以
拓展性、探究性、实践性、合作性
作业为主。比如，语文作业可以是
录制朗读音频、观察一处景物等，
数学作业可以是学具制作、实物测
量、模拟计算等。

作业布置分层化。教师要注重
作业的层次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层次
学生的实际情况，将作业分为不同
层级，包括基础题、拓展题、挑战
题等类型，让各层次的学生都能消
化。比如，学困生以基础性作业为
主，保证“吃得下”；大多数中等
生以拔高性作业为主，保证“吃得
好”；学优生以拓展性作业为主，
保证“吃得足”。

作业批改个性化。教师批改作
业时应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
学 优 生 ， 不 能 满 足 于 “ 做 得 全
对”，而要促使其举一反三，锻炼
思维；对于中等生，不能满足于

“订正错题”，重点是督促其找到错
因，夯实基础；对于学困生，最好

“面批面改”，指出学生的具体错误，
帮助学生弄清楚自己的问题是概念
性错误、知识性错误，还是解题方法
性错误、答题规范性错误等。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不是一个新
话题，而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
艰巨性的任务。我们必须下大气力
进行改革，才能切实做到减负增
效，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宝鸡市千
阳县教研室）

优化作业管理要做到“五化”
何具征

记得在一堂关于 《故都的
秋》《荷塘月色》《我与地坛》 的
群文阅读课上，我设计了这样一
个问题：同一座北京城，三位作
者看到的景色是不同的，他们的
感受也不一样，请你试着分析景
与人的关系。我当时预设的答案
是：《故都的秋》 中郁达夫与故
都同享悲凉，《荷塘月色》 里朱
自清与荷塘同享宁静，《我与地
坛》 中史铁生与地坛同享孤独。

在几个学生作出回答之后，
我把自己预设的答案与学生们分
享。小张同学站起来说：“我认
为 《我与地坛》 中史铁生与地坛
不 是 同 享 孤 独 ， 而 是 同 享 活
力。”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回答很
有价值，并请全班学生在文本中
找出支持或反驳这一观点的语
句。学生们认真阅读课文并展开
讨论，他们找到了以下语句来支
持小张同学的观点。

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
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
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
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
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
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
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
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
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
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

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
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
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
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
凉。

学生们讨论说，每一个微小
的生命都在努力绽放，他们努力
活出自己的样子，把自己的活力
展现给大自然。这不是孤独，而
是有活力的表现。

还有学生说，文学家冯至在
《山水》 中讲过，“在寂寞中，在
无人告语的境况里，寄情山水，
向大自然倾述内心的独语”。表
面看起来是孤独，实际上是精神
的极度活跃，这何尝不是一种有
活力的表现呢？

我顺着大家的思路和话题，
引导学生们抓住文本、仔细分
析，再慢慢引导到 《我与地坛》
这篇课文的主旨上来。我在黑板
上 板 书 ：“ 地 坛 荒 芜 但 并 不 衰
败，‘我’残疾但不颓废。”学生
们纷纷点头认可。

当时正值秋日，校园内的百
年榕树正在落叶，金黄的落叶铺
满了校园。我对学生们说：“今天
的语文作业是下课后去校园的落
叶上走一走、玩一玩，继续体会史
铁生与地坛同享的是孤独还是活
力。”学生们欢呼雀跃，下课之后
马上跑出教室，奔向大榕树。

第二天上课时，大家继续讨

论这个问题。学生们引经据典，
侃侃而谈，他们的回答比上一堂
课深刻多了。

有学生引用哲学家邓晓芒
2018 年 1 月在纪念史铁生的活动
中所讲的“史铁生在中国作家中
是对哲学问题思考得最全面、最
深入的一个，也是以他的文学天
赋表现得最生动、最具震撼力的
一个。他的作品必将逐渐呈现出
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超前
性”，来谈对史铁生作品深度的
认识。

有学生表示，作家曹文轩曾
说过“《我与地坛》像是与整个人
类精神的对话与探寻，字字句句
昭示‘生命偶然，但不能轻视’这
个主题”，这难道不能说明史铁生
与地坛都是具有活力的吗？

这堂课虽然超出了计划的课
时，学生们的回答也不完全在我
的预设答案中，但学生们经过深
入思考，真正读懂了 《我与地
坛》，真正读懂了史铁生。这不
正是教育的初衷吗？预设可以让
教师提前规划好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更加高效地进行教学，但
生成才是更有价值的教育。学生
们将来步入社会会遇到各种问
题，可人生哪里有现成的答案等
着呢？要解决问题，必须靠自
己，靠自己的能力生成答案、攻
克难关。

生成：激发课堂生命力

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是高
中学习的重中之重。但部分学生
对学语文有畏难情绪，认为语文
学科知识点繁多，需要大量记
忆，短期内不容易提高成绩。这
些学生往往困于矛盾之中，似乎
陷入一个怪圈：知道语文重要，
但不想投入时间和精力，却又想
取得好成绩。

既然有这样一个怪圈，教师
就要想办法帮助学生“破圈”。
语文学习虽无捷径可走，却有规
律可循，有简单易行的学习和复
习方法。

以现代文阅读为例，我以命
题者和评卷者的身份告诉学生
们，现代文阅读题有很强的规律
性，我的“破圈”秘诀是三个对

话：与文本对话，与命题者对
话，与评卷者对话。与文本对
话，要求学生关注文本，关注基
础，不要凭空想象、天马行空，
要坚信所有的答案都会在文本中
找到依据。与命题者对话，要求
学生换位思考，从命题者的角度
揣摩命题思路，从而找到解题方
法。与评卷者对话，要求学生掌
握答题规则，提高得分意识，站
在评卷者的角度答题。

针对一些学生语文知识积累
较少的现实，我的“破圈”秘诀
是引导学生多阅读。我所任教的
班级从高一开始每周都有一节阅
读课，一直坚持到高考前夕。阅
读课看起来很耗费时间，似乎与
高考没有直接关联，但阅读可以

提高人文素养、涵养心性、促进
个人成长。同时，阅读还能锤炼
价值观、增强思维的灵活性和深
刻性。这既是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的要求，又是高考语文重点考查
的内容。

语文是一门十分有趣的学
科，只要掌握了规律，用正确的学
习方法去实践，语文并不难学。

教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师
努力追求；教育是一门科学，需
要教师探寻规律；教育是一项事
业，需要教师倾尽全力为之奋
斗。在多年的语文教学生涯中，
我深刻领悟到，要以生为本，不
预设，重生成，掌握规律，运用
正确的方法为之努力，从而帮助
学生实现全面成长。

生长：掌握规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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