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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个性学”
成为教学新常态

2023年初，济南高新教育“教学模式建设
年”正式启动。启动会上，济南市高新区教育
文体部教研室主任李继冶从“教学为什么需
要模式”“教学模式定义和历史沿革”“当代国
内借鉴的几种模式”“教学模式年建设设想”
四个方面，对“教学模式建设”作了专题报告。

一年来，高新教育人在拼搏与奉献的积
累中注入智慧和创新，全区各个学校形成了
一个又一个教学模式新范例，开出了独具特
色的“高效处方”。

“教学模式的建构不是锁住课堂创造性
的锁链。相反，这是教学的抓手，是对老师提
高的要求，是激活课堂行之有效的手段。”高
一鸣说。

济南市高新区的课堂上，正在发生着悄然
改变。马萌悦是济南市高新区海川教育集团金
谷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这是她成为老师的第
三年。和有十年以上教龄沉淀的老教师相比，
在讲台上的新老师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以前讲课抓不住重点，生怕漏了一个
知识点，所有的内容都想讲，而且一遍遍给
孩子讲，我很累，学生学得也累。”马萌悦说，
现在课堂改革后，自己放弃了“灌输所有知
识点”的执念，通过应用“GAP教学范式”，一
堂语文课，有互动，有交流，还有反馈，自己轻
松了很多，孩子学的效果也好。

在2023年10月开展的“教学模式建构年”
验收活动会上，金谷小学校长毕英春对“指
向深度学习的CAP教学范式”进行了解读。
她提到：“我们把这种方法叫‘魔法帽’教学模
式。它是一种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以学生已
有经验和生活为基础，以真实性情境活动为
载体，以体验式学习为路径，以教学评一致
性为原则，聚焦目标、结果导向、逆向设计而
构建的课堂教学新范式。”毕英春认为，这种
教学新范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让新老师有
了教学上的“抓手”，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成长、
成熟，适应课堂节奏。

实际上，在济南高新区，每一所学校都
有自己最独特的课堂教学模式。在到金谷小
学执教之前，毕英春曾经在北京进行教学模
式的深入研究。在她看来，教学模式不是一
个困住老师特色和手脚的“笼子”，而是一种
经过研磨提炼出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
让老师的教学更科学、更系统；尤其是对于
金谷小学这种新学校，新老师占比大，教学
模式建构让新老教师一起教研、磨课，共同
成长。

其实，让新教师有抓手，只是教学模式
建构的第一重意义。

教学模式落地过程中，尤其打动老师们
的是“智慧共享”，老师们在集体备课的氛围

中，相互交流研讨、取长补短,在今后的教学
中会更有办法、更有效率。“在教研的过程中，
教师集思广益，寻找出教学模式的最优化方
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提升整体、优化整体
的过程。”李继冶说。

“以往在不提倡教学模式的情况下，老
师上课可以说是‘各唱各的调’。实际上，优秀
教师和一般教师在认知上是有差距的，怎样
让老师们实现‘智慧共享’？解决的途径就是
形成统一的教学模式。”高一鸣告诉记者，高
新实验、海川中学制定的“轮流主备、借鉴复
备、集体研讨、反思修改、形成通案、年级共
用”集体备课流程，将教师的集体智慧最大
化，让教学趋于一种最优化的行为，使得每
一堂课都是高效的。

重课堂、尊个性
推进教学模式重构

如果说教学模式的建构，对于老师是
“做减法”，更好地利用课堂时间，抓住教学重
点，那对学生来说就是“做加法”，为学生延展
出课本之外更大的世界。

在济南高新区东城逸家初级中学的课
堂上，学生是绝对的主角，小组之间的讨论
一度热烈到白热化。碰到一个有挑战的难
题，小组成员和小组之间会提出不同的解题
思路，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不仅需要解出
答案，还要旁征博引，找出相似的案例，证明
自己正确。有时候，两个同学之间不同方法
的争执，还得邀请老师去当“评委”。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上，每个人都可
以成为主角。“有挑战、有动力，最重要的是还
挺好玩。”孩子们常常这样说。

这种课堂上的热闹，来源于东城逸家中
学以素养为导向的自主学习型高效课堂建
设。

“我们学校的教学模式建构，重点在于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东城逸家中学校长
王晶觉得，正确的教学关系应该是基于学生
学习的教学，也是学生形成学科核心素养的
必然要求。

“我们通过课前的学案引领、任务驱动
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课堂教师
的导学，生生的互学和巩固展学，充分体现
学生是知识意义的建构者。课后我们是周期
范畴应用提升，实现学生自我发展的突破。”
王晶说，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打造高效课
堂，也启迪了学生，让他们的个性和特性都
得到发挥。

“让教师动起来，才能让学生动起来。”在
李继冶看来，很多教师授课年限长，有经验，
就很容易放松对于教研的研究，“吃老本、靠
经验”，而教学模式建构的第二重意义，就是
把他们“赶出舒适区”，重新教研，钻研新课
标，寻找新方法，通过激活教师教研的“一池
春水”，达到真正能够互动的高效课堂。

老师们用一节节好课吸引学生。课堂有

“亮点”，有思想的碰撞，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有“笑点”，既严肃，也活泼，贴近学生，贴近生
活；课堂还有“辩点”，让学生动脑，学会质疑
和举一反三；课堂有“热点”，知识常教常新，
体现时代特征，符合时代潮流。

同样是指向高效课堂，在高新区的所有
中小学，教学模式的建构让每个学校都挖掘
出适合自己学校特色的教学路子——— 在济
南市高新区科航路学校，老师根据自身特
点，形成极具“科航烙印”的“三助六环”教学
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由外部刺
激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
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让教师由知识的传授
者、灌输者变为学生主动意义建构的帮助
者、促进者。

“学生自己探索，把思维打开，大胆地去
想去做，鼓励学生提出质疑，氛围完全不一
样。”科航路学校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在启
发式的课堂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会成为内心的一粒种子，让孩子的未来成长
更有动力。

是开始，更是常态
延展课堂外的世界

为了及时分享各校“教学模式建构”的阶
段性成果，交流经验，探讨解决问题，进而助力
各学校将此项活动开展得更快更好，在济南市
高新区，学校之间的教研活动成为常态化。

以去年3月13日济南市高新区第一期教
研论坛活动为例，高新区教育发展智库专
家、高新区各中小学业务副校长、高新区各
中小学教务处主任和副主任积极参会，畅所
欲言，共同进行教学模式的探讨和提升。

“2023年更应该说是教学模式的‘启动
年’。教学模式的建构不是朝夕之功，会成为
一项常态化的研究，在各个学校持续推行，
而且会根据阶段化成果进行验收。”在高一
鸣看来，对于教学模式的建构没有终止，教
学模式是给了各个学校一个“起跳杆”，而不
是“限高杆”，筛掉低效课程，努力进步向更高
处攀登。

而各个学校的实践也证明，教学模式的
建构，并不是把课堂装进“笼子”，而是为教学
插上翅膀。

在进行教学模式建构后，作为从教学一
线成长起来的校长，张宜峰觉得自己对“模
式建构”有了新的想法。

“创建模式是为了形成模式，也是为了
打破模式，模式研究的终点一定是模式的个
性化实施。”济南市高新区凤凰路小学校长
张宜峰认为，教学模式一定是开放性的，个
性化的，创新性的，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更要创造性地运用模式，做到“一模多法”。

围绕学校“润泽教育”的教育理念，温润
而泽的“SEE”课堂教学模式，凤凰路小学构
建“看见”课堂文化，看见基于问题的质疑、基
于合作的争辩、基于认同的赞美，眼里有学

生，打造看得见学生成长的“生动”课堂。
“让教师有学科意识，让学校对于教学

模式建构开始重视，这是教学模式建构的第
三重意义。”李继冶觉得，从2023年一年的实
施来看，“教学模式建构年”的实施已经是“风
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成果就是调动了教
师对于学科研究的积极性、各个学校对于提
升整体教研的积极性。

对于济南市高新区所有的一线教师来
说，2023年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作为高新教
育的“教学模式建构年”，这一年不仅总结和
打造了极具高新教育特色的教学模式，在学
生受益的同时，也是一线教师自己工作的一
次总结和提炼。

当关注的目光投向课堂教学研究，济南
市高新区的各个学校在教学模式建构上迸
发出的创造力让人惊喜和惊叹。

以“教学模式年”活动为切口，全区教育
系统共申报课题58项，其中教学模式建构专
项课题8项，有3项课题确立为区级立项课题，
1项成为市级课题。

这样的课堂，让教师成长。在山东省中
小学音乐基本功大赛中，春晖小学教师孙雪
宁获全能一等奖和教学设计一等奖；组织参
加济南市体育基本功大赛，13名选手获2个一
等奖、9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组织进行全区
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共参赛162人，参与率
占84 . 3%。梳理“两翼多层”省级课题研究成
果，形成《2023年济南高新区“两翼多层”学校
评价方案》，开展系列“非考试学科”评价活
动，探索“考试学科”评价创新。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改变、一个个荣誉
亮出了一年的成绩，向师生、家长、社会交上
了一份满意的教育答卷。通过教学模式的建
构，济南市高新区的课堂呈现出更多色彩，
这种缤纷的色彩将成为学生成长的底色，唤
醒他们对于学习的自主能动力，而这种动力
会化作对未知的勇气和渴望，支撑他们在未
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

“新时代教育发展不仅要解决规模、质
量、公平、效益和效率等共性关键问题，更要
有所创新。”在高一鸣看来，教育创新的核心
是人的发展，教学模式的建构要围绕育人目
标，从学科统筹规划、顶层设计方面下手，以
全面培养学生问题解决和创新等能力为目
的，从教与学组织结构重构、教与学活动优
化和实施等层面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未来，高新区各个学校还要建构丰富
多彩的‘教学模式群’，也就是说，不同学科要
在相同教学理念的引领下形成不同的教学
方式。”高一鸣说，这样做不仅能够满足不同
科目的学习需求，更是在教育均衡发展的路
上开辟出一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路
径，让学生在高质量的课堂里收获成长。

2023年，只是济南市高新区教学模式建
构的一个起点，在未来，济南市高新区教育
将在教学改革创新上书写更绚烂的篇章。

建构教学模式新业态 创新学生成长新篇章
——— 济南市高新区“教学模式建构年”创新综述

33个教学成果展区百花齐放，15
个区级规划课题集中结题鉴定，2023
年12月27日，在济南市高新区年度教
学成果展示活动中，济南市高新区中
小学交出了一份年度教科研答卷。

2023年是济南市高新教育的“教
学模式建构年”，从启动到中期检验，
再到这次的年终展示，精细高效的教
研“闭环”管理体系为教育高质量发展
赋予新的力量，形成了“一校一品”“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育发展生态。

济南市高新区教育文体部部长高
一鸣表示，教学模式的建构旨在激活
教师和学生的内生动力，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从这一年的活动开展情况
来看，全区各个学校初步建立了符合
本校特点的教学模式，达到了我们初
步设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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