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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之五

学习拼的是方法

在八中，有一实验虽不独特，但能说
明问题。老师准备好 20 个词，比如信
封、纽扣、杯子、碗、邮票、衣服、火柴、酒
杯等词汇，让学生用3分钟时间识记、默
写。实验显示，凡是记忆效果好的同学，
都是按照分类法记忆，即按照用途把词
汇分成 4 组分类记忆。由于找到了 20
个词的内在联系，记忆效果就非常好。
比较而言，只是靠强制记忆的同学，默写
的结果明显有差距。

实验的结果让学生明白，学习要讲
究方法，记忆主要靠意义识记，一定要
先理解后记忆。教师重视学习方法，学
生也就潜移默化地重视，不断强化科学
的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在学习上开动脑
筋，营造“学习比方法而不是拼时间”的
氛围。

一碗心灵“鸡汤”

健康的身心离不开健康的心理。
而多为独生子女的现代中学生的心理
问题越来越突出。八中对此认为“防重
于治”，并成功地建起了“心理健康服务
中心”。

在八中“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下设
70 余位专兼职辅导员；拥有开心屋、心
理辅导室等专业教室；为高一、高二学生
开设心理辅导选修课；给孩子以各种形
式的专业性心理辅导咨询；校园有咨询
信箱，有心灵海报，有给家长的一封信，
有咨询热线……

学校教科研室建有学生的心理档
案。新入学的学生要经过初测，即有
目的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量、亲子关系
测量、问题行为测量、学生适应性测
量、提高学习能力测量，并记录在案。
一段时间后进行复测考察效果，反馈
给班主任。

到大自然去上体育课

在八中实验班，除了常规的体育课
外，学校着力加强和改革体育课教学，每
周半天开展自然体育课，把学生带到大
自然中去，开展爬山、远足、游泳、滑冰、骑
行等自然体育活动，真正做到了“到阳光
下，到操场上，到大自然中去陶冶身
心”。并且，每一次集体行动出游，都不
是纯粹的体育运动，而是综合教育的表
现，使学生在体魄、意志、集体主义精神
和爱国主义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全面
锻炼。许多同学因此学会了独立，培养
出了互助意识，也认识到了许多在课本
上无法学到的东西……

“教”是为了“不教”

学习，本质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因
此，八中实验班教学中心在于正视学生
的主体地位，“教”是为了“不教”，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是教学的根本目标。

实验班开设有自主学习研究性课
程 ，研 究 课 题 由 学 生 和 教 师 共 同 确
定，教学时间集中与分散结合，平时
各学科教师开展课内外学科兴趣辅
导，向学生介绍本学科有研究价值和
有研究条件的问题。通常这也是启
发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
的训练。每学期集中一周时间进行
学习研究，每次集中学习研究都要有
可以检查的结果（文字或实物）。4 年
学习期间，每个学生参加这样的研究
性学习 7 周，产生的研究成果包括论
文、研究报告、实物或设计方案等不
少于 4 项。

此外，实验班 4 年课程中都安排了
阅读课。教师可向学生推荐阅读书
目。但各科教师不能将其用于学科教
学。阅读辅导一般也不采取集体上课
的办法。

眼下正值高考放榜时，2014年美国大
学本科招生也于日前告一段落。在分析

“美国大学的录取难度更胜以往”这一问
题时，6月13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值得
中国学生注意的是，SAT（美国高考）和托
福分数并非直通美国名校的唯一标准，在
此基础上，申请人所展示出的领导力、性
格特点、主动性、坚韧、创造力、责任感、对
他人的关爱、对社区的关爱仍然是非常重
要的考核方面。哈佛、耶鲁招生官也曾表

示：“我们不在乎孩子的分数有多高，我们
更看重他是不是一个诚实、有良知、有人
类意义的人。”

中美教育人才选拔模式有别，人才评价
标准不同，但“求异存同”，学校教育都应该
也必须发掘每位学生的优点与特长，提升每
位学生的素质与能力，使其全面成长为对家
庭、对社会都能发光发热、负责任有担当的
健康成熟的个体。以此而言，从北京八中、
集美中学不断开拓的探索，到郑州二中“创

新班”课堂转型的创新，秉承的都是这一理
念。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要解
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
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
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哈
钦斯也曾说：“教育的目的在于能让青
年人毕生进行自我教育。”当下的问题
是，尽管理念众所周知，共识也已达成，
包括郑州二中在内的一些学校，立足素

质，着眼未来，积极尝试，大胆探索，取
得了不俗成绩，但探索之艰辛、转变之
艰难，有目共睹。更让人感叹的是，一
方面，大多数学校仍在因循守旧、抱残
守缺、等待观望；另一方面，在迈向素质
教育的道路上，简单、重复的探索多有
发生。如何改变僵局，将“立足素质，着
眼未来”的学校教育观、人才培养观真
正照进现实，无疑仍需我们共同思考、
共同关注。

“尊重孩子个性就是尊重未来的人才”

刘卫平是集美中学曾经的“掌门人”，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些话，足以表达
集美中学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做出的努力。

“一所好学校，首先要有正确、先进的教
育思想或教育理念。”

“评价一个校长要看他的专业素养，更
要看他的教育理想，看他是否有实践素质教
育的自觉性。”

“高考不抓不行，但仅抓高考是害人，教
育要想学生的今天，更要想着学生的未来。”

“教育的难点在后进生，教师必须对后
进生给予特别的关爱，让他们充满信心地走
在我们的队伍中间。”

“尊重孩子个性和兴趣就是尊重未来
的人才。”

开放办学，突破传统的招生地域限制

2001年，集美中学经教育局批准，恢复全
省招生资格，继续向港澳台、东南亚招生，成为
全省为数不多的具有聘请外教资格的学校。

学校同本地区、省内外、国内外的大、中
学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积极推进教育国际交
流与合作。先后承办全国高中新教材培训
会议、全国校园建设艺术研讨会、华东片区
网络教学会议、全国数学新课程课堂教学艺
术研讨会等级别高、规模大的学术会议。

为提高教师的业务功底和学历层次，
学校聘请华东师大、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
全国各地的名教授名专家来校讲学，让全校
教师能与时俱进，及时接受最前沿的现代教
育教学理论；派教师到国内外参观学习等。

学校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越
来越开放，更多的一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
念、做法应该吸纳；我们一些好的东西，也
要让海外知道。因此，这方面的加强交
流、沟通，势在必行。

懂得“怎样学习”比学会更重要

秉持“有知识的学生不如会学习、会
思考的学生；会学习、会思考的学生不如
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的教育理念，集美中
学早在 2001 年 9 月就在初一年级开设了
两个信息技术实验班。

其教育目标是：增强学生现代科学技
术的意识，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适应时代

的发展需要；让学生在新的学习模式下，有
更充分的自由度，有更广泛的学习空间；为
学生提供另一种学习方式，打开另一种思维
通道。

在网络环境下，集美中学的师生成了真正
的朋友，他们一起学习、讨论，共建电子课本；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自然地分层，老师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及时辅导，学生在自主和协作学习方面的
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主动学习，发展学生能力、个性

在网络环境下，教师教会学生如何利
用网络获取信息资源，如何把计算机作为认
知和加工信息的工具来完成三年的初中学
习。教师在历史、生物、地理学科上，将网络
教学与新课程改革进行协调、统一，用新课
程的理念指导网络教学，并充分利用网络教
学更好地为新课程服务；语文、数学、英语、
政治、物理，虽然仍使用旧教材，但教师用全
新的课改理念，全面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自
主学习与网络教学。

广而博的网络知识如何面对应试教育
的窄而深？为了解决学生的应试能力，教师
利用BBS学习社区、趣味性的网上练习系统
等网络学习平台，实现学生自己找题，答题，
自己对答案改考卷；遇到问题，通过求答、讨
论等网络方式解决；问题解决后，学生可以
通过升级闯关。这样既减少做题训练，又确
保了学生的应试能力与心理素质的培养。

学会了“如何学习”，曾经痛苦的“被动
学习”变成了快乐的“主动学习”，同学们在
完成应试任务的同时，能力和个性也得到了
发展和释放。

给学生最大的发展空间

集美中学丰富的社团活动可以与高校
媲美。

学生们组织成立了演讲辩论社、医学
社、动漫协会、网虫协会、武术协会等50多
个校内社团。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
一个社团。各项活动都由学生自己组织。

学校常年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每天学生活动的海报变换着花样吸引大家
的眼球。南薰文学社、福山青少年足球俱乐
部、管弦乐队、艺术团、爱心社以及其他社
团，活动红红火火，丰富了校园文化，活跃了
学生思维，激发了学生潜能。

他山之石

一个人未来发展的高度，往往取决于学生时代所打基础的深度。如何能够帮
助、引导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走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身心和谐的成长之路，国内外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以及教育工作者都
在不断摸索，今起本报开设《他山之石》栏目，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
法，以资学习借鉴。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王红 张竞昳

北京八中：开设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
北京第八中学，是首批北京市示范高中之一。北京八中的前身四存中学建立于
1921年，后在1949年更为现名。2010年，八中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
实验班（简称素质实验班）招生。
八中实验班以实践素质教育的理念为办学宗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着
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培养志向高远、素质全面、基础扎实、特长明显的一代新
人。因此，除了国家规定的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体系，八中素质实验班为学生
们“量身定制”了一些特殊的教学内容，着力引导孩子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
办事、学会健体。

集美中学：
推进素质教育持续发展

好学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今起本报开设《他山之石》栏目，介绍国内外优秀学校的先进经验

1918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了集美中学，这所被尼克松誉为“世界上最
美丽”的学校，早在开办之初，就已经敲响了素质教育持续发展的上课钟。
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为集美制订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反对让学
生“如机械化一样”地死读书，强调“不但要教其识字，思想、品格、能力、实验、体
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知识、其他课外活动，均需要与正课相辅并生”，培育学
生的综合素质，倡导学生要有集体主义精神。
在陈嘉庚先生“不为教育而教育，要用改革来办学”教育观的引领下，集美中学
的素质教育之路越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