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  缪德军

在思考与力行中创新跨越



    白蒲中学是一所农村高中，地处南通如皋白蒲古镇。白蒲镇，风景优美，人杰地灵，距今1600多年历史，东晋

时曾在此建“蒲涛县”。古时白蒲素称“小周庄”，水路通畅，富商云集，渐成白蒲八大家族，其子弟争相读书考

取功名，官至都察院御史、帝师、翰林院庶吉士等职。翰林院庶吉士姜任修辞官返乡建造“白蒲书屋”(又名“三

以园”)，自此，白蒲文风兴盛，文人荟萃，刘墉、郑板桥等都曾寓居白蒲，乾隆皇帝更是为白蒲茶干留字“只此

一家”，传为佳话。



    白蒲中学，1950年建于距今1000多年的唐朝寺院“法宝禅寺”故址，“法宝禅寺”得宋仁宗皇帝赐名，寺院与

白蒲八大望族相生相荣，文风与香火齐盛，郑板桥寓居寺院谈经论道两年，并为寺院题写“藏经楼”匾额。



建校以来，历任校长皆以“白蒲文风”为脉，致力于打造“花园式”校园，校园内亭台楼阁，树绿柳翠，碧水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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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桕、文津，相伴百年，见证历程。



    我们还有一个敦实、厚重、古朴的学校大门，它总是让每一位参访者感到好奇，为什么不做一做现代化的改造

呢？因为，一千多年来，这里一直是法宝禅寺大门原址，对我们而言，它是文脉之源、智慧之源，它代表的不只是

一扇大门，它更是在讲述一段历史，传递一种智慧，传播一种精神。它还有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把熙熙攘攘的社会

喧闹挡在了门外，守住了校园内部的宁静、智慧和力量。



    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传承与创新在这里交汇，贯通古今的人文传统在这里延续，历代蒲中人在这里实践教

育经典，讲述教育故事，创新教育路径，追求卓越发展，逐渐形成了我们“人文、研究、创新”的办学特色。我们

寄望，蒲中校园不只是一个自然的花园，更是一个教育的花园，一个能唤醒人的成长的乐园。



    作为一所农村高中，在寻求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例如教师整体的专业素养较低；教师对新课程、新思想、新观念掌握不够；城镇化加

速发展带来的教师严重流失和生源质量急速下滑等等。面对问题，我们没有太多高大

上的“现代化武器”，更多会从校本的管理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汲取“白蒲文

脉”的精神力量，坚守教育的初心和信仰，“刀刃向内，研究创新”，在最接近学生

生长的地方进行管理创新，不断寻求学校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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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学互助      

       ●构建了一个生动活泼、师生积极参与、突出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学习环境，探索了不同学科，

不同课型的基于活动教学思想的课堂样式，教学生态得以有效改善，学生的学力培育取得积极成果。

       2010年，借着如皋、南通两级市局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之东风，

基于活动教学思想，创新课堂教学方式



       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

学水平三个维度去分析教学任务: 

 “当教师的教学水平越高，教学方

式中的活动式教学占比就会越多，

效果会越好；当教师的教学水平

越低，教学方式中的接受式教学

占比就会越多，效果难以确定。”

       建设活动课堂与提升教学水

平是相辅相成的。   

上海教科院顾泠沅教授的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加坚定



    每个环节有主题、有目标、有要求、有规范、可操作、能落实。校长牵头、骨干引领、全员参与，协

同推进.我们研发了一套完备的适合我们学生学习的校本教程资料，教学效益得以稳步提升。

✔

✔

✔

日常集体备课 
✔小组初备，形成初案

 ✔核心备课，修改定案

 ✔集体备课，试教解读

 ✔二次备课，形成个案

 ✔三次备课，生成资源

一日一研 
✔反思研讨，调整优化

 ✔后继研讨，提升效益

 ✔话题研讨，着眼管理

2013起，为了有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基于系统研究思维，创新校本教研机制



       2014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

见》，提出要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逐步成为高考方向。

       有专家说，核心素养对一个学科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学科的一种思维素养。

       基于此，我们以为“学科思维素养的培育与提升策略研究”应该尽快纳入我们的

日常教学研究中来了！



    单元整体教学策略：根据学科单元或模块知识的特点，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认知心理，以

及活动教学思想为主的教学法相关知识，对原有单元或模块教学内容进行新的细化、补充或重组，

形成更为适合我们学生学习的一种教学操作程式。

    ●在关注知识与方法的同时，它更关注获得知识与方法背后的学科思维与思想。

    ●有利于学生掌握正确的学科学习方法，养成良好习惯。

    ●这是学科学习得以可持续的根本保证，也是学科素养得以积淀的有效途径。

2016年起，为加强学科思维素养的培育策略研究，凸显思维教学：

基于学科思维规律，创新学科教学方式



    ●如我校英语学科的单元整体教学策略

    改变了过去依照单一课文、挨个逐次处理的方式，从单元主题层面进行教学整合与设计，一

个单元4张单子：

    第一张单子——单词、短语及短句教学（以语块教学为抓手的基本知识清单）；

    第二张单子——课文理解教学（以课文结构阅读、长难句分析、推理判读和主旨归纳为形式

的课文理解教学单）；

    第三张单子——单元语法教学（以语境感知和实战训练为主的语法教学单）；

    第四张单子——单元话题的主题教学（以单元话题归纳和运用为主的主题教学单）。

        在比较和联结中整体把握单元知识特点和规律，整体设计，为符合英语学科特点的广泛阅读

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基于活动教学方式，借助校本教研机制，大胆推进单元整体教学，

我们似乎找到了更具学科特点的单元教学方式，学生的学科学习方式也

似乎更为科学，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尤其是教学效益的

突破更是意外之喜。



    2017版新课标的发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性、科学性、

时代性、整体性等明显增强，教育观、知识观、学生观、教师观等再次发生了

重大变化，知识、问题、方法背后的态度、思维、素养、能力，越来越成为未

来教育教学的关注点。



    我们基于江苏省前瞻性教改实验项目《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的实践研究》，在立德树人、核

心素养的新要求下，进一步深入探索新课程、研究新教学和展望新高考，期待重建新的学生观、

教师观、知识观和教学育人价值观，并在新认识、新理解中创新教育教学行为，从而构建新模

型，引领学校教育教学新发展。

2019年起，为了践行立德树人教育宗旨：

基于前瞻教改项目，创新培育核心素养



    基于2017新课标的根本转变：学科教学→学科育人。其核心是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变。

    2001版新课标，双基、三基教学→ 2011版新课标，四基教学→ 2017版新课标，核心素养，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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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
知识、问题、方法的掌握

●把握每一个知识点指向育人的教学结构。每一个点的教学结构

必须要包含了学科育人的元问题：

1.为何要学？这是学科素养培育与学科育人价值的问题（知能、

品格、精神）；

2.学什么？这是学科核心概念体系的问题（知识、问题、方法）；

3.怎样学？这是学科思维能力发展的问题（思维、素养、能力）；

4.何谓学会？这是嵌入式教学评价的问题（迁移、运用）。



    十年课改，十年奋进，因系列教改项目的扎实推进与有效落实，教师的教学思想得以转变，

教学行为得以规范（功夫在课堂，课外零作业），教研力（核心竞争力）得到大力提升，学生的

学习力得到充分发展，整体教学质量得到了跨越性提升，学校受到各级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的充分

认可，生源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每一项改革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座孤岛，而是一个系统配套工程。我们在推进教学改革，

寻求教学质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健康发展为前提，以学校文化育人为引领，以各

类德育课程为支撑，以有效“破解工作中痛点和难点”的“点圆工作法”为方式进行全方位

改革创新。

    “点圆工作法”是李希贵校长提出的，在他的《学校如何运转》一书中有详述。它强调，

任何问题解决，都要依据校本实际，依靠底层思维，力求创新突破。



    其中，《发现蒲中美》主题课程设想引导孩子在立志奋发有为、追寻崇高理想的路上不要忽

略了身边的美好。因为，人生需要崇高理想，需要励志进取，需要立志成才，但或许更需要一个

美好心灵，一个美好心灵会让生活更有意义，它会让一个人在拼搏成长的路上感到快乐，快乐才

会让一项工作更加持久。

    《发现蒲中美》主题课程包括主题班会、写作征文、演讲辩论、社团摄影等丰富多彩的主题

活动。课程鼓励孩子们去发现身边的校园美、同学美、老师美、工人师傅之美等等。孩子们看到

了“花园式校园的钟灵毓秀之美，同学的青春梦想、乐于助人之美，老师的高尚人格、学识渊博、

勤勉严谨之美，工人师傅的品质劳动之美等等。



    这种来自身边的、真实的、潜移默化的美的发现与表达，让孩子们看到：美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世界处处有美，处处有爱，敞亮自己的精神世界，美善自己，生活就会更美好！

    其实，无论哪种工作，每一个美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期许。“一个人为了未来和理想

努力的状态才是最迷人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些都能引导孩

子形成正确的人生思考，培育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每一个美的发现与宣扬，让和谐校园的人格魅力因子在这里得到张扬，积极、

向上、乐观的能量场得以形成，无论是同学、老师，还是一个工人，他都能感受到一种自我价值存

在的幸福感。一个维修工人曾很自豪地跟我说:“我帮学校做事可比我家里都要认真哦！”他自豪，

他也可以是一个教育人！更何谈生活工作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师呢？习总书记说：“要给学生心灵埋

下真善美的种子”“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或许正是这个道理。



    持而久之，这会形成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弥散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生活在这

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信仰，亦或是一种情怀，但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在去年新学年开学工作会议上，我不自觉地跟全体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到白蒲中

学工作十年了，从没有感到厌倦，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隐隐中总感觉有股很特殊、很

神秘的力量，在有力地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



●优美的校园，有故事的校园，令人发呆的校园（深意、情趣、韵味、诗意）！

●一个让学生能够看得到“萤火虫”的校园！

校园品质提升工程





    各位领导，《江苏省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意见》、《新时代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

意见》相继出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不忘初心，牢守使命，恪守“对党忠诚为本，实干担当为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要”的理想

信念，以校本的办学实践为支点，遵循教育规律，坚持问题导向，依靠底层思维，进一步深化

教学改革，不断提升前瞻理念，不断创新管理思维，不断完善管理实践，让学校的办学目标更

加清晰，办学特色更加鲜明，办学路径更加明确，进而构建独特的学校办学文化，力求为每个

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其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实现一所农村高中的全新发展，力尽所能

地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之高中教育做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