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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风 景 独 好
———探访龙山县靛房九年制学校

特约撰稿 田芳 杨元崇

这是一方传承历史与土家文化的文明沃土， 这是一块孕育希望与荣光的梦想
之地，这里独创了极具特色的“358”课改经验，这里有气势磅礴的土家艺术大课间，
这里被誉为青年教师成长的“黄埔军校”。

记者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走进了这座大山，走近了这所学校和她的掌舵人，
他就是王维春， 从 1995年走上讲台那天开始，20年来他一直坚守在这里从事教育
工作。 记者问他为什么不选择换个环境，他这样回答：“我是靛房人，对这里爱得深
沉，且早已把心交给了这里。 ”

有人说，王维春是一位很会掌舵的校长。 通过走近这位土家汉子，让我们更真切
地体会这句话：“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掌舵人, 他的思想决定了一所学校的发展方向”的
精髓。 2010年，龙山县靛房中、小学合并为九年制学校，王维春受命履任校长。 他和同
事们经过不断地的实践和探索，靛房九年制学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特色。

龙山县靛房九年制学校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实验
校、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优秀学校”、现
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全国“优秀学校”、“中华土家族咚咚喹
打溜子传承学校”、“湖南省安全文明示范校”、“湖南省学
校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湘西州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校”、“湘西州课改样板校” 、“湘西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习所”。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教学改革、精
细化管理、气势恢弘的“艺术大课间”是该校突出亮点。

学校简介

清晨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王维春校长带领师生晨跑

学生跳起欢快的土家摆手舞

学生表演原生态乐器：土号野喇叭齐鸣

湖湘魅力学校·校长系列报道

课改“358”模式，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记者探访龙山靛房九年制学
校发现，这所学校的课改“358”模式，让课堂实现学生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立、自强、自律。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探究性、参与性；
课堂的开放性和多维互动性。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说起“课改” 这个问题，王维春校长坦诚地向记者道出个
中的原委：“农村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上敢于表达自己想法和见
解的甚少， 更别说质疑了， 大多数学生都是一种被动式的接
受。 教师是满堂灌。 ”我和同事们思考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

“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感受快乐。 ”
王维春和学校班子商量，通过“走出去”观摩学习的方式，

并结合校情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课改。
2011年 3月，王维春和 23位教学骨干前往山东观摩学习

课改。 在王维春看来，“观摩学习是教师为改进自我教学方法
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兼容并蓄过程， 它决定了既能包容他人的
长处而又不失自我。 ”

返校后，结合学校实际，他们创造性地开发使用新模式，
也就是该校现在使用的“358”模式。

这个模式的操作层面是怎样的呢？ 王维春校长向记者介
绍———

“三”：课堂的三个基本点：一是尊重教材而超越教材；二
是尊重教师而超越教师；三是尊重课堂而超越课堂。“五”：课
堂的五个开放：课堂向课前开放；课堂向课后开放；课堂向家
庭开放；课堂向社会开放；课堂向教学问题开放。“八”：课堂突

出的八个环节：即明确目标、自学指导、自学自研、小组研讨、
展示交流、练习达标、拓展提升、归纳总结。

2011年 11月，靛房九年制学校正式实施课改。
他们打破传统的“两人一桌、面向黑板”的座位编排方式，

将每班学生根据学习基础兼顾其他方面的差异进行平均分
组。8人一大组，4人一小组，2人一对组（对面而座），一个大组
组长同时兼任一个小组组长。四面都各装上一块黑板。每个小
组可以根据与黑板距离的远近，选择表达“阵地”。

许多家长听学生讲了学校课堂的情况感到惊讶， 专门跑
到学校看。 看到每个学生都敢主动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有
的或补充或质疑同学提出的观点。 家长们的顾虑打消了。

“实施课改 4 年，得到了社会各界和上级部门的关心，更
得到了相关专家的热忱指导”。

王校长热情地邀请记者一起观摩了他们的教学现场，在
一间普通的教室里，记者和学生们一起，饶有兴趣的听取了一
节数学课。

在课堂上，记者感觉这节课的八个环节环环紧扣，每个
学生都在主动思考问题，特别是第 5 个展示交流环节，学生对
展示过程中不理解的问题可以进行质疑或发表不同的见解，
教师适时点拨。

改变了以往教师在课堂上不遗余力、 诲人不倦地进行讲
解，而是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抢答题可以主动站起来进行
回答， 学生做错了可以随时站起进行补充修正， 并且说明原
因，甚至可以为自己辩论，课堂谁是正确的呢？ 只有真理。

学生口语表达、书写水平提高了。 就连原来上课一直睡觉
的学生现在敢于站在课堂上大胆地写、大胆说了。 因为课堂是
学生的课堂，真正做到了“我的课堂我做主”，所以增加了课
堂教学的吸引力，学生感到上课有意思了，也找回了自信。 班
级平均分上升了。 连续 3年初中学业水平检测考试，靛房九年
制学校是顶呱呱的。 为城区高中输送了近百名优质毕业生。

“我们再也不需要像原来那样进行满堂灌了。 ”学校受访
教师如是说。

“深巷也能溢酒香。 ”王维春倡导的课改是成功的，其课改
的推行让该校成为了明星学校， 湘西州内数十所学校前来学
校观摩，湖北、重庆的数十所学校也纷至沓来。 湘西州教改经
验交流会上，该校作专题发言。

谈及课改体会， 王维春是这样理解的“教育是一份良心
活，只要精心努力，用心做事，创出学校品牌，让学生享受优质
教育，就会体会到事业的幸福。 ”

特色强校，让学校有味更有为
为热爱，他执着地前往。
王维春深知要办好这所学校。 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份庄严的

使命，更是一项智慧的考量。
现在王维春和同事们已作了尝试且成功了，但特色强校、

文化立校又怎么进行呢？ 一个偶然的机遇， 让王维春突发奇
想，这里的土家文化底蕴如此丰富，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些民间
文化融入课堂呢？但如何让学生乐学？ 突破口从哪里打开？ 他
倡导老师们把土家文化艺术引入课堂，如把咚咚喹、土家山歌
等与音乐教学结合起来；摆手舞、土家游戏等与体育教学结合
起来；土家织锦与美术教学结合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合，
让土家文化开始走进了课堂。2012年，该校还建起了校园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现在，该校所有师生都会跳土家族摆手舞，五年级以上男
生会跳土家族毛古斯舞，80%的学生会演奏土家族咚咚喹。 还
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土家打溜子”。 近日，记者走进 129班听
了该校副校长彭仁发执教的一堂土家双语课———《土家族迎
客歌》,40个学生人人能流利地进行双语表达。 如今，龙山县土
家族摆手舞等 4 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该校得到了
有效保护和传承。

靛房九年制学校的文化立校值得圈点。

学校看台周围是土家文化墙，用图片的形式展示出来，这
样学生就可以耳濡目染， 时时受到熏陶及时掌握本民族的文
化。 楼层文化，寝室文化，办公室文化等，各具特色，走进靛房
九年制学校就仿佛走进了文化的海洋。

管理出质量，把学校办成知名学校
“管理出质量，农村学校要办出水平、办出特色，成为知名

学校，必须把管理放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 ”王维春是这样
理解的更是这样做的。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其行。 王维春和班子成员十分注重
自身修养。

全体教师能上能下，根据工作的需要随时进行岗位调整。
并能很快地适应。 对于教师岗位的设置选择， 学校采用评聘
制，校长聘副职，副校长聘中层干部，中层管理人员聘科室人
员；班子聘班主任，班主任聘科任教师。 这样的一个层层任用
制，加强了教师之间的竞争意识，促使教师不断加深自己的业
务水平，不服输，不认输你追我赶的局势。

扎实抓教学管理， 教科室落实集体备课专注于教育教学研
究。教学处坚持课堂“堂堂清”及时公示总结，不定期抽查教育教学
常规，并通过听课、反思、交流学习等环节把教学督查落到实处。

在课堂教学实施中，有好的经验和方法并被学校采用、推
广，每次奖励 100元。

学生成绩由校领导随机抽查的 20％和考试的 80％组成。
每周召开一次业务论坛研讨会， 老师们大胆畅谈课堂中的成
绩和不足，交流经验；政教处每月一次班主任经验交流会，让
年轻的教师互相学习。

科学抓教师队伍建设。 王维春微笑着告诉记者，“有人讲
我们学校是培养青年教师的‘黄埔军校’。 ”

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近几年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但先
后纷纷调往城里了。如今，该校的一线教师都是 86后，其中 90
后有近 30位，一线教师的平均年龄不足 24岁。 工作时间超过
五年的只有 8 位教师， 而工作时间只有一个学期的有 20 位。
基于特殊的年龄结构、教学经历组成的特殊教师团队。

王维春敢于坦诚面对师资队伍的困境。 他毫不忌讳地对
记者说，年轻教师多虽然给学校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在
实际工作中， 学校的各项工作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 于是，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采取的是精细化的常规管理，用
制度约束他们，用理念引领他们，用行动感化他们。

他给年轻教师定的目标是：一年适应，两年达标，三年冒
尖，四年成为骨干。
具体是这样做的：

周二周四早上是老师们的业务学习时间，普通话、三笔字基
本功训练。 同时，增强了各项工作的计划性：教学、管理都实行周
计划制，每周一小结，每月一总结，并且结果将与教师的评价挂
钩。 学校制定了“十二项评价方案”除了评选不同层次的教师外，
学校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领导班子的观摩课， 骨干教师的公开
课、普通老师的达标课、薄弱老师的过关课，刚从教的老师的追踪
课，并且对不达标的老师进行谈话，两次不达标在教师会上要通
报批评，三次不达标要听课两天，到优秀教师的课堂去接受培训，
去学习，去锻炼。有了以上措施，老师们都会自觉自愿地加强自身
专业建设，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我们不仅是师生成长的见证者，更
是师生成长的引路人。 ”王维春坚定地说，“愿意匍匐与同事们
齐心协力把学校办得更好！ ”是的。 在武陵山脉的青山绿水之
间，这所学校仰望蓝天白云，坚守理想之光，克难攻坚，以土家
人的赤诚在教育文明的长河里，塑造最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