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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成长•赏识”做出了研究分析。 

[关键词] “成长•赏识”；缘起；实践；收获 

 

1 “成长•赏识”办学主张的缘起 

笔者于2013年8月调任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当时该校属于厦门市湖

里区教育局所公布的湖里区教师支教的受援“薄弱校”之一,学校存在的

主要问题如下： 

1.1生情 

生源中外来务工子女占了七成多,片内生只占约三成。学校按教育局

要求先后3次接纳湖里区3所民办校关闭后的部分分流学生。这些学生大部

分家长平时忙于生计,疏于对孩子的教育及正确的引导,学生的良好习惯

养成严重缺失。 

1.2师情 

教师整体平均年龄偏大,课堂灌输式教学明显,对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的作用不强,课堂教学效率较为低下。大部分教师团队精神缺失,对参与教

科研活动兴趣不高。 

1.3校情 

学校创办于2001年9月,办学历史短暂,缺少文化积淀,干群关系不和

谐,教师没有建设学校的主人翁意识,学校各项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基于上述问题,经校务成员反复研讨,大家统一了认识：学校教育不能

仅把学业成绩作为衡量学校优质与否的唯一标准,注重“人的成长”才是

根本。学生要在学校中快乐成长；教师要增强教改意识,获得自我成就感；

学校要成为师生成长的乐园,学校才有可能谋求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拟定

“成长学生、成就教师、成功学校”的办学方向。有了方向,就要寻找实

施的途径。2014年12月起,全校全学科推行“赏识教育”,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如学习相关理论,明确实施赏识教育的目的意义；开展班队活动及星级

评比,让赏识与学校德育心手相牵；通过课堂教学、批改作业等途径,让赏

识与学校教学结伴同行。此成果实践一年多,发现师生悄然的变化：通过

赏识,唤起了部分教师的教学热情,他们开始慢慢尝试改进教学方式,为学

生成长找方法；通过赏识,唤醒学生本我意识,激发内在潜力,提高了自尊

心和自信心。 

从2015年5月开始,学校有幸跟进以余文森教授为核心的福建师范大

学专家团队(以下简称福师大团队),成为厦门市湖里区首批高校指导教改

校。专家肯定了我校实践赏识教育的成绩,也明确指出学校办学目标的顶

层设计建构不明晰。在福师大团队的介入下,我们明确了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拓展升华,梳理出办学主张。围绕这一

核心问题,学校决定“以课题为载体,以实践为途径”进行课题研究实践。

2015年12月学校申报了《“倡导赏识教育构建成长校园”》课题,经区教育

规划办批准,正式列入湖里区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区级重点课题。在

研究与实践中,经余教授一次次的剖析和指导,我们不断明晰“成长”与“赏

识”要如何相互融合,要如何解读两者的深刻内涵……在不断的磨合中,

我校提出办学主张——“借赏识力量,办一所让每个学生成长的新型优质

学校”。学校全体教师全学科实践“成长·赏识”教育,教育教学过程中做

到“三不放弃”——不放弃一个班级、不放弃一门学科、不放弃一个学生。

学校办学秉持“成长比成功重要,习惯比分数重要,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理

念,以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立德树人。 

2 “成长•赏识”办学主张的实践 

遵循“成长·赏识”这一办学主张要求,围绕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我校从实施到保障,多措并举扎实推进。 

2.1实施体系建构 

学校从“成长型德育”、“成长型课程”、“成长型课堂”三方面构建“成

长·赏识”教育实施体系。 

2.1.1德育活动展“成长•赏识”之韵。“成长型德育”重点放在培养

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上,以赏识为手段,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

载体,让学生“长习惯”、“长品格”。例如,我校举行的眼保健操评比活动,

从“预备姿势”、“个人卫生”、“闭眼”、“做操动作”等四个方面进行。通

过评比活动增强了学生爱眼护眼意识,促进学生养成保护视力、预防近视

的良好行为习惯。再如,开展“倡导雷锋精神、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绿色

未来”主题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发扬雷锋精神,强化文明意识,懂得

共创绿色和谐环境,要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品格。 

2.1.2多样课程保“成长•赏识”之需。我校的“成长型课程”(图1)

就是创造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尊重学生的选择,给

予他们更多自主选择和自由成长的空间。首先,我们设置特色课程,让学生

“长爱好”。我校在每周三下午开设13门拓展型课程,让学生在自主选择的

课程中“长爱好”、“长特长”。其次,我校打造品牌课程,让学生“长身体”。

体育文化是我校的特色,“三球(篮球、足球、羽毛球)”课程是我校的品

牌课程。 

 

图1  “成长型”课程体系 

2.1.3课堂教学行“成长•赏识”之意。我校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成长·赏

识”课堂,凸显“成长比成功重要、习惯比分数重要”的理念,教师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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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赏识学生,尊重学生成长,陪伴学生成长,引导学生成长,让学生把

课堂当成展示自我的舞台。为此,学校教科研团队引领全体教师展开研究。

首先,梳理“长什么”？教研组的任务是从课程到单元,从学情到文本等进

行梳理,分工进行文本解读,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紧扣三力(阅读力、思考

力、表达力)分年级梳理“长什么”, 终形成一个体系。其次,明确“怎

么长”。(1)长在课堂实践中。我校为教备组教研活动所设计的课堂观察表

(表1、表2),其一关注学生的“成长”,其二关注教师如何“赏识”。教师

通过表扬、奖励等外在形式及通过对学生的学习状态、思考能力、情感品

质等内在形式进行观察与评价,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各学科的教学活动。教

师从以教为主走向以学为主,提倡小组合作学习,引导学生主动、自觉地学

习。不同年级采用不同的学的方式和教的方式,因材施教。(2)长在学科活

动中。各学科还要以备课组为单位,开展学科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

我技能的平台,让学生在赏识的氛围中,生长“核心素养”。 后,分析“长

怎样”。运用课例研究,每个备课组依学校的“成长·赏识”课堂观察和评

价表制成观课表,教师执教时,先提供上课简案和观课表,听课教师认真观

课并做好记录。课后教备成员积极参与交流研讨,研课内容如下：“长什么”

这一目标是否合理；“怎么长”的策略可否更优化？“长怎样”是否达成

目标,学有所获等等。研课后,教师进行深刻的反思,再次修改教学案,进行

一课多上的重建。通过这样的课例研究,教师能不断地关注学生的成长,

养成对自己的教学与教育活动进行评价与反思的习惯,更好地为助力学生

成长提供保证。 

表1  “成长型”课堂学生观察表 

观察点 维度 视角

学生学习

“成长”

情况

预习 是否自主完成(预习作业),准确率如何。预习是否有深度,能否提出有一定价值的问题

成长

过程

人

状

态

参与(精神是否饱满、兴趣是否浓厚,学习投入状态怎么样)；思维(是否善于思考质

疑,能否提成个人观点,简介独到)；自主(是否善于倾听,探究问题有主见,能否总结

提炼学习所得)；展示(是否大胆自信、表达简洁、征求意见谦虚)

作

状

态

低年级侧重观察“三互”：1.互学；2.互查；3.互比；中间级侧重观察“三会”：1.

小组长会组织。2.会同伴协作、按时完成学习任务。3.会根据学习内容进行讨论、

交流、倾听；高年级侧重观察“三善”：1善表达。2.善合作。在合作中发展提高。

3.善探究。有问题的意识和进去的精神

成长

效果

知识掌握(是否快速掌握当堂知识、知识目标达成如何)；方法运用(是否学会解决问题的

方法并学以致用)；能力形成(是否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问题意识、有竞争和合作意

识)；情感发展(学习过程是否愉悦快乐,具备良好的学习意志品质和道德品质)
 

表2  “成长型”课堂教师观察表 

维度 视角

教师“赏

识”教学

情况

导学设计

导学单设计是否实用、知识目标是否具体明确,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知

识目标是否有所体现,能否根据学习内容合理使用教学资源(如白板、微

课的使用)。导学问题知识目标是否有梯度,适合不同层次学生需求。

赏识课堂

是否以“赏识、信任、尊重、关爱”为核心组织课题教学。是否对

学生提出的有价值问题进行赞赏；能否给足学生学习时间,充分信任学

生；对学生的表达能否进行指导,是否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给学生

成长创造机会,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是否承认学生个体的差异,以发展的

眼光,以纵向比较的方式,努力发现学生个体的进步和成长。  

2.2保障体系建构 

学校从“成长型校园”、“成长型教师”两方面构建保障体系。 

2.2.1校园文化蕴“成长•赏识”之美。我校以“厚德求实·和谐进取”

为校训,校园文化建设“厚德”为首,从校园环境、管理制度及精神文明建

设着手。如：沿学校外围墙周边设置宣传展板,喷绘展示学生作品、获奖

情况、个人专版等方式打造“成长•赏识”围墙,在班级门口展示栏和教室

后黑板报中开辟“每周一星”栏目营造“成长•赏识”班级环境,投入资金

在旧楼新建“成长•赏识”书吧等方面营造环境文化；学校管理从“以人

为本”、“开放民主”、“与时俱进”三方面构建制度文化,上下班不实行签

到打卡管理方式,对师生广开言路、民主管理,制度要求及时修订更新；从

“创作校歌,传唱校歌”、“宣传报道,记录成长”、“旗台领奖,Q群祝贺”等

方面建设精神文化,渗透爱校如家价值观,并为获得各级各类赛事奖项的

师生发喜报,在升旗仪式上颁奖,其他教师也及时在在学校办公QQ群中送

上一份衷心的祝福等。 

2.2.2教师团队炼“成长•赏识”之能。我校“成长•赏识”型教师队

伍的建设是让教师围绕三方面进行。在学习中成长——学校在教师专业培

训方面从不吝惜经费,经常从上级单位中争取额外的培训名额创造条件为

更多的老师外出学习提供可能,仅今年暑期外出培训教师达23人次；在研

究中成长——围绕课题研究活动,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实实在在的教育科

研,近四年全校有24项课题获得区级以上立项；在实践中成长——围绕“成

长·赏识”教育教学模式要求,从备课、上课、评价、反思等多渠道开展

实践。通过这些举措实现了教学相长,使教师成为学生成长不可替代的“助

长者”。 

3 “成长•赏识”办学主张的收获 

我校“‘成长•赏识’教育实践”的成果获得“福建省2018年基础教育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8年厦门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全体教师的教改意识日益增强,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以论文发表在CN级刊

物的达七十几篇。截止2018年6月,五年来全校先后有24个课题获得各级单

位立项(其中省级9项)。在“成长•赏识”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借助赏识力

量,学生的精神面貌、思想品质得到明显提高,文明礼仪、友爱互助、拼搏

向上、求知上进的良好校风漾溢着整个校园。2017年12月,福建经视频道

《今日八闽》栏目走进我校,探究我校如何落实办学理念,作了题为“‘成’

健康之美,‘长’教育之情”的专题报道。此外《海西晨报》、《厦门日报》、

《厦门晚报》以及大闽网等多家新闻媒体相继对学校的办学成果进行了诸

如“新风采·新思路·新发展”的成果推广。 

我校开展“‘成长•赏识’教育实践”几年来,无论是学生个体还是

教师团队都在发生着令人欣慰的变化。学生的生源情况虽然没有发生大

的变化,但学生良好的习惯养成、开放的表达交流,多元的评价视野,强

烈的健康意识、全面的体育能力……这些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

学生群体学业成绩的蒸蒸日上。教师团队的变化也十分显著,不仅团队

意识增强了,教学的方式转变了,参与教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得到了

激发,他们更乐于总结实践经验,发表研究成果,提升专业水平。学情和

教风的变化带来的是学校美誉度的不断增加,在湖里区针对学校办学质

量评价考核中,我校连续两届获得湖里区教学研训工作先进校表彰就是

好的印证。 

4 结束语 

成长是目标,赏识是手段,学校教育的功用,是要让学生在教师正确有

效的引导下实现“有德性地生长”。“成长·赏识”教育实践之路,从来都

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路漫漫,我们仍将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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