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5月21日 星期一 统筹 安学军 编辑 薛璐 校对 咏梅 版式 杨卫萍

郑州新闻 A05

素质教育的最终效果，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金水区实施新课程改革的12年来，以“一切为了孩子”为出发点，在新课程改革中、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做出了诸多“第一”：率先在全省实施

教师交流、校长轮岗，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率先在全省建立学区化管理体制，建立教育人才梯队，积极探索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管理新制度；率先在全省
完成市区所有中小学校园塑胶场地建设工程，实施薄弱学校的整体改扩建……

金水教育正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从教育资源大区向教育资源强区的跨越。
金水教育改革发展已经走出一条特色之路。“金水教育现象”已经成为“金水教育模式”，在全国教育界声名鹊起。 记者 张勤 通讯员 杨晓琳 文/图

金水区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坚持“全面
评价、全程监控、全员参与”的原则，不单关注
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教师和学校的升学成绩，
还要注重学生、教师综合素质的发展状况和影
响教学质量的各个相关因素和环节。

在金水区，每位学生都有一个神奇的袋
子——成长记录袋，是给孩子一个发展性的评价。

在优胜路小学，几名学生打开了各自的袋
子。

记者看到一名同学在“童年难忘的第一
次”这个条目下，有十多项内容，第一次摇晃站

立、第一次蹒跚学步、第一次考试的试卷和她
自任“主编”创办的第一份拼音报等。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自己的袋子呢？”
同学们乐了：“因为那是我们一学期，或者一学
年，或者从小时候到现在的全部收获呀！”

随便从一个学生成长记录袋中拿出一份
期末综合评价表，你都会看到，学校已经改变
了过去单独由教师评价学生的形式，而是让学
生本人、学生家长等都参与到评价中，形成了
学生自评、互评、家长评价、教师综合评价等多
种形式并存的局面。

2007年，为促进教育均衡化发展，金水区
率先在全省实行了校长轮岗和教师交流制
度。着眼于教师的培育、培训、交流、提升，金
水先试先行，先尝胜果。

自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全区共交流教师
1102人，达全区应交流教师总数的50%，其中
城乡教师交流244名，区属20所中小学的校长
进行了轮岗。

通过 5 年的实践，这项制度已经成为提
高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全区教师借鉴、传
播先进教育教学经验的有效措施。它有效
提升了薄弱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水平，
缩小了校际间差距，有效地缓解了“择校
热”现象，同时也激发了教师工作的积极
性，克服了在教师中长期存在的职业倦怠
现象。

丰富的社团活动是金水区新课程改
革的又一个特色。

金水区已经形成了“以学生自主选
择、实施为主体，以教师的有机引导、服务
为手段，以学校的大力支持、引领为保障，
充分体现队员的主体性和需求”的社团活
动课程管理模式。

沙口路小学的“金色童年”乐团、“春

雨”广播社，文化路一小的“班级博客团”，
文化路二小的“生活剧表演团”、“梨园春
光京剧团”，纬一路小学的“小雏鹰”国旗
社，纬三路小学的“青苹果文学社”，经三
路小学的“科学研究院”，优胜路小学、黄
河路一小、丰产路小学的“少年交警
社”……深受学生的喜爱，并在社会上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

语文课本中，《真想变成大大的荷叶》
一课后有这样一道作业：“夏天来了，你想
变成什么呢？”

看一篇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回答：“我
想变一把雨伞，让雨点到上面游玩；我想
变个太阳，把每个角落照亮。”

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可不只是
表现在写诗上。来猜一猜他们编的字
谜吧。

脚踩水，日晒干。（答案是“踏”）
一个才子住在屋子里。（答案是“团”）
王姑娘穿着白衣服坐在石头上。（答

案是“碧”）
或许，孩子们的字谜对我们来说太小

儿科，可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学习对
他们来说是多么有趣多么快乐的事情！

活泼开朗，想象力丰富，自信心强，有
一定的创造力，学习主动性强，表现欲强，

这是老师们对金水区的孩子们的总体评
价。金水区的每所学校都有特色，每个学
生都有特长，实现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
谐发展、均衡发展。

2011 年，金水区校园剧包揽郑州市
首届中小学生校园戏剧大赛冠亚军、荣获
河南省首届中小学生戏剧节比赛一等
奖。金水区学校合唱团荣获河南省首届
学生合唱节金奖2个，荣获第四届河南省
合唱节金奖、银奖各1个。

纬三路小学舞蹈队受邀赴华盛顿
华人国庆文化交流活动进行表演；艺术
小学作为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第一名，
参加“第五届夏威夷国际青少年艺术节”
文化交流比赛，荣获金杯。黄河路一小
等 5 所小学荣获国家级拉拉操比赛 5 项
冠军。金水一中被河南省体育局授为

“河南省田径高水平后备人才训练点”。

金水区行至新课程改革的第 12 年，课堂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言堂”变成了“群
言堂”，以前“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被师生一
起合作创新所取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化身和
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在金水区的校园里，上有趣的课已经成了
习惯。

老师拿出圆溜溜的黄豆，挖出一瓶盖：“同
学们，这一瓶盖大约是多少粒呢？”“100 粒。”

“80粒。”……答案相差很多，但老师的目光中
仍充满了微笑，她告诉孩子们：“估计得对错都
没有什么，因为我们这一课学的是估算，它在

我们的生活中要经常用到。”
新课改实施以来，金水区各学校充分发挥

自由展示的空间，围绕教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教研活动。

纬五路一小的教师独创的“智慧锦囊”、
优胜路小学的“一课四上五研”、金桥小学
的“视频反思教研”、文化路二小的“一周一
得”、黄河路二小的在线研讨等有效做法，
教学特色鲜明，尤其是地处乡镇的丰庆路
小学，他们利用网络研修互动性、即时性、
开放性特点，将教师的教研延伸到更广阔
的天地。

课堂改革，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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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素质教育，政策保障是基础。近年
来，金水区委区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
教学基础设施，促使课程改革均衡发展，素质
教育成果显著。

创新一：成立“学区”，实行“学区制”管
理。从 2007年开始，按照“分区合作、优势互
补、整体提高”的原则，根据地域和学校特点成
立了 6个学区，实行了学区化管理制度，形成
了教学共同体。学区定期召开校长联席会议，
共同探讨学区内的教学工作，建立起了一系列
的规章制度。包括：学区教学公开制度、学区
听评课制度、学区“结对子”对口帮扶制度等，

通过这些制度，使均衡教育有了落脚点，有力
地保障了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促进了
各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创新二：2007年，金水区教体局进行机构
整合，成立了金水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负责
全区教学的研究、引领、服务工作。

创新三：开展教育教学视导。从2007年开
始，金水区开展了中小学教学视导工作，变检
查为服务，用交流代替汇报，旨在通过深入的
调研，了解学校的常态教学，发现学校在教学
中的“亮点”，并协助学校分析、诊断问题，提出
改进建议及措施，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创新教学管理机制，课程改革水平“加速度”

实行校长轮岗和教师交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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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所发生的一切教育活动皆是
课程。”金水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珂
说，课程不仅包括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
计划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影响教育活动的
一切因素，诸如环境、教师、学生等。

学校结合自己的办学理念，以综合实
践活动和校本课程为依托，逐步构建起了
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如文化路
一小依据“让生命幸福成长”的办学理念，
将课程分为发展型课程和自主型课程，其

中发展型课程设置了六大类 35 门课程，
自主型课程（社团课程）设置了六大类17
门课程；南阳路三小的课程体系分为四大
模块30门课程，通过中国结、龙蒂花的校
本课程开发，以“结”文化为核心，诠释了

“结飘满园红，花开万里香”的学校精神。
还有金水区实验小学的绘本课、纬五

路二小的对课、文化路二小的《走进京
剧》、纬三路小学的《活力乒乓》等都开展
得有声有色。

特色课程，为学生搭建成长的舞台

社团活动，把自主权交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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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为期4年的“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下的课堂教学实践变化”研究课
题选取金水区作为课程改革实验区代表，
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研究规范,运用问卷、
测试、访谈、大规模课堂录像分析等研究
手段,与另一非课改区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金水区教师在实施新课

程后，“更加倾向于引导学生做数学，经
历猜想、论证与交流的问题解决活动”，

“采用更多开放式答案、同伴互评、实践
操作等方式”,“新课程下学生有更高的
学习兴趣、表达愿望,更能够将数学与现
实生活联系起来”,“学生主动提出问题
的机会明显增多”,“学生在对数学情境
进行抽象思维和推理方面表现出优势”;

“新课程缩小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学生
的发展差异”等。

4月 27日至 28日，郑州市“区域课改
样本”观摩会暨第二届全国教育局长峰会
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纷纷把关注的
目光投向郑州市金水区。

郑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毛杰
说，金水区是郑州最早进入课改的一个区
域，是郑州课改的引领者。“目前，金水区
在实现整个区域的均衡优质方面作出了
很大的探索，体现出教育的‘均衡、优质、
特色’。”毛杰还提到了金水区的学生，“孩
子阅读量非常大，进入中学、高中之后他
们的发展后劲非常足，潜能是非常大的，
这也印证了课改效果非常好。”

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和谐发展、均衡发展

文化路二小的走进豫剧红领巾小社团文化路二小的走进豫剧红领巾小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