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视角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
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来自农场、山村、工厂、
矿山和军营的考生们，从四面八
方奔进考场，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4年大学之后，就是三十多
年教育生涯。

2017年6月7日，按照惯例，
我去为高三考生送考。然而这
一次却意义非凡，因为这一届考
生是高考新政实施后的首届考
生。

回望着过去的四十多年，说
来也真巧，当年高考，我的考点
就在大同中学。高考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现在，高考依然
重要，却不再是人生的全部。

从一名普通教师到上海市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校长，而且
是在“恢复高考第一人”查全性
的母校，这些年来，我也见证了
一批批的得意门生进入高校深
造，贡献社会。

其实这40年，也是上海基础
教育改革风生水起的40年：从一
期课改到二期课改，再到深化课
改，大同中学始终是课程改革的
排头兵、领头羊。

大同中学矢志不渝三十年
课程改革之路，始终探索着一个
命题——什么是适合学生发展
的课程？

我讲四位大同中学学生的
故事，串起的，就是大同中学30
多年课程改革的历史——

（一）“当前学校每天的主要

功课就是背！背历史、背地理、

背外语、背政治……”1984年，大

同中学高二学生洪光磊在竞赛

作文《幻想？》里这样描述高中学

习的状态。洪光磊的“抱怨”代

表了当时高中学生的普遍痛

处。在一切为了“应付高考”的

僵硬应试教育体制下，学校课程

结构单一、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

高中教育饱受诟病的两点。这

让大同中学时任校长王孟斑深

受触动，开始在学校探索课程改

革的实验。

当时，学校提出一个口号，
“看破红尘，全面裁军”，“全面裁
军”首先是减少语、数、外的必修
课课时，新设48节选修课，课程
门类包括文科、理科及知识技能
类。“选修课就是针对怎么拓展
学生知识，怎么提高学生能力，
满足学生兴趣和爱好这些方面
开设。”选修课采用走班上课的

方式。
三年后，效果喜人：学生成

绩和教学质量并没有担心中的
下降。

现在我再想起这件事来，总
会心生感慨：80年代大同的课程
改革，其实已经具备了之后30多
年课改的雏形，万变不离其宗
——让学生参与选择，学会选
择。

（二）如果说 80 年代的松绑

增加了学生课程选择的空间，那

么进行到 90 年代的课改就重在

发展学生个性了。

我这里要说的，是张思诚同
学的故事。

2001年新学年开学，我们大
同毕业生张思诚成了一名上海
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新生。如
果只按卷面成绩，他录取该专业
还差3分，但由于获计算机“特长
认定”，张思诚坐上了通往高校
的“直通车”。张思诚和“交大直
通车”，就来自于大同的又一次
课程改革：学分制课程管理。

从1995年开始，大同就开始
实行学分制，当时是由单一的课
程结构调整为必修课、选修课和
活动课三类。期末，学生成绩以
学分的形式呈现。基本学分作
为学生升留学的标准。另外评
选先进、自主招生推荐或保送生
的确定都要参考学分。

为了突出学生个性特长，
大同中学还推出了特长认定制
度和五免制度。学校对学生的
特长进行校、区、市三级认定。
在一段时间内，学生为了自己专
注的特长成果，可以提出申请

“五免”：免上课、免作业、免测
验、免考试，有的甚至可以免试
直升。学分制改变了原来单一
的课程管理及评价方式，从多个
维度观察记录学生的学习成长
过程。这为后面指导学生选
课、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价值。

其实，这场20年前进行的学
分制课程管理，就是现在新高考
改革的雏形，也是我们大同办学
的理念：鼓励学生个性化的发
展。

（三）我要讲的第三个故事，

关于学生孙浩东。

2010年3月26日上午，我去
教学楼听课，到了底楼大厅，只
见报栏里竟出现了一张黑底白

字的刺眼海报——《以青春为
名》，作者孙浩东，他发出了“救
救校园诗歌”的呼喊！孙浩东同
学是学校文学社社长，我被他的
热情所感动，回到办公室立即把
这一消息告知其他几位校长，大
家一致认为，学生的想法很好，
要支持，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语文教研组，就这样，大同校园
诗歌开始兴起了。

当时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郭
金华还提议搞个“五月诗会”，一
届届传下去，形成传统。经过语
文组老师们的多年的坚持与发
展，大同中学的“五月诗会”已经
成为学校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孙浩东的大声疾呼，激发了
大同开展“课程统整”实验的决
心，使得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
三类课程得到有效整合。学校
课程改革也好，校园文化建设也
罢，如果都是自上而下的行动，
总归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只有关
注了学生的意愿，尊重了学生的
创造，大胆鼓励，积极推行，才是
良策，而这也正是我们培养人的
重要理念，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

良好的传统和氛围。

（四）我最后要讲的这位学

生，是我们大同的学生王佳鸣。

2012年，第二十七届上海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王佳鸣
同学以“深海勇士号海洋工程母
船设计与实验”一举获得上海交
通大学“思源奖”、上海船舶与海
洋工程学会“郑和奖”和海洋科
学创意竞赛一等奖。

他是大同新课改的代表人
物，如今大同的课改，正向着更
高的目标攀登——由创造能力
（Creative）、创新意识（Innova-
tion）和 创 业 精 神（Entrepre-
neurship）三个英文缩写组合而
成的“CIE”项目，通过“创造空
间”“创新体验”“创业设计”三
个模块，打破传统班级、课时和
教法的局限，为学生提供创意
的孵化平台，将创新精神融入
学科教学。而今，CIE已成为学
校的品牌课程，已开设有中医
药科学、生物工程、定格动画、
数码音乐制作等十余门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学有所乐，学有

所成。
三十年来，大同始终是上海

课改的排头兵，素质教育的弄潮
儿。从课程结构改革到探索研
究型课程，从研究型课程到课程
统整实践研究，大同中学的课程
改革始终紧扣时代脉搏和育人
主旋律，把课程改革作为促进学
生发展的系统工程，铸就了具有
影响力的大同课程改革品牌。

回望这40余年，就是上海基
础教育蓬勃发展，课程改革一路
前行的40年。对于我们一线的
教育工作者而言，基础教育是孩
子成长的基础平台。学会做人、
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有特长，
我在大同这些年来，始终传承这
所百年老校的教育理念，把鲜活
的课程和教学改革穿插其中。
作为校长，我仍然坚守这句话：
我们要为学生的成长奠基，为学
生的发展导航。我们不能只为
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想十几年，
而应该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想几
十年。我们现今的每一次教育
改革，都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好的
发展，更幸福的生活。

文/盛雅萍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教育专刊教育专刊B05
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高彩云 美术编辑翁浩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家的进步离不开教育，教育事业同样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原上海市大同中学校长，现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校长盛雅萍，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亲身经历
了历史巨变，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的时代进程。作为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也
是广受师生爱戴的老校长，今天她将从一位亲历者的视角回顾教育改革这40年间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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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校长眼中的教育改革资深校长眼中的教育改革4040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