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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课时安排的
课表出现后，一个环节推动
另一个环节，一系列连锁反
应相继发生。

最直接的一个效果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运转
后，没有铃声的学校反而变
得更加有序了。“一些中小
学存在课间吵闹、学生冲撞
出现安全事故、集中上洗手
间造成拥堵等问题，还有学
校上午一、二节课操场上空
荡荡，三、四节课操场上班
级太多活动场地不够，在我
们学校几乎不存在这些问
题。”重庆谢家湾教育集团
总校长刘希娅告诉记者，推
行长短课时后，“铃声”掌握
在师生手中，课堂上学生可
以根据需求自由上洗手间、

喝水或休息，也可以跟老师
共同商定课间休息的时间
和方式。校园管理的部分
难题迎刃而解，不仅课间十
分钟的安全事故减少了九
成多，操场、专用教室等场
所的利用率也大大提高，学
生的户外活动时间还得到
了充足保证。

同时，另一个变化也悄
然发生。

记者调研发现，长短课
的推行“倒逼”老师们教学
行为的变化、教研意识的提
升，也不断更新着校园里持
续多年的学习观、学生观和
课程观，催生了学校的课程
创新意识。

在谢家湾学校，长短课
的课程管理模式不仅为开展

跨学科学习提供了更为灵活
的时间，还让不同的专题学
习和社团活动在课程设计方
面有了更多自主权。近年
来，该校研发了 517个专题
课程，成立了200多个社团，
给予孩子开放多元的选择，
个性化的校园让个性化的成
长变得真实而生动。

“当学生在校园生活中
拥有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的
充足空间时，其学习的准备
状态、情感状态才能调适到
最佳，教与学的匹配度才能
达到最优，自主性才能被有
效激发。”刘希娅说，“这种学
习方式和形式上的变化，建
立起一种信任型的教学管理
模式，激发了学生自主自律
的学习内驱力，让学生从他

控学习走向自主学习。”
“15 分钟要有 15 分钟

的精彩，90 分钟要有 90 分
钟的意义。短课时如何短
小精悍、高效紧凑，长课时
如何让学生动起来、保持学
习专注力，这些都倒逼老师
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每
堂课前，和平实验小学的教
师们都要集思广益设计学
习单，把更多的课堂时间安
排在学生小组讨论及演讲
表达等方面。

“长短课的推行，可以
让教师从固有的工作惯性
中跳出来研究课型、教材，
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成长。”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课
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赵诗
辉说。

打破“40分钟一堂课”，让学生个性化发展

多地中小学探索长短课

一节课究竟有多长？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这是惯例——小学阶段每节
课40分钟，中学阶段45分钟。

未来，这种惯例或将被打破。一节课，会以15分钟、30分钟，甚至90分
钟，抑或是各种不同时长“面貌”出现。

日前，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建设指导意见，明确学
校要充分发挥课程设置与管理的自主权，处理好规范实施和个性发展的关
系，在保证每周课程总时长不变的情况下，用足国家方案、省级实施办法留给
学校的排课空间，自主确定各科目周课时数、自主确定每节课的具体时长，灵
活开设长短课、大小课。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不少学校打破“40分钟一堂课”的惯例，“试水”长
短课、大小课的课型实践。其中，短课时多用于微班会、书法、英语等需要高
频“输入”的课程，长课时则多用于需要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的课程。

“现代学校教育制度
产生于工业时代，在快速
培养大批量合格人才的背
景下，遵循的是工业社会
的标准化、流程化、大规模
复制的基本逻辑，由此形
成了统一的单一课型，并
逐渐地习惯成自然。但随
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
代，在越来越呼唤个性化
教育的今天，这种运行逻
辑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
代的要求。”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刘坚表示，对于长短课的
讨论，实质上是对教育本
质的再思考：“到底什么是
因材施教、什么是适合孩

子的教育。”
“设计和安排课表是

一门学问，是教育学、心理
学、生理学等诸多方面知
识的综合运用，体现了学
生学习生活的节奏，折射
着学生生命运动的节律。”
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指导组专家，中国教育学
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成尚荣
看来，将课表设计、落实好，
才能体现育人的宗旨：“课
表犹如一个有机体，是学校
的一种文化，其合理性、适
宜性、规律性是可以认知、
发现的。‘尊重课表，就是尊
重规律’‘对课表怀有敬畏
心’的说法并不为过。”

尽管好处多多，但记
者调研发现，上述长短课
等课程改革推行较好的学
校，要么经历了相当长的
改革阵痛期，要么是新建
的实验校，因不用“除旧”
而具有天然的创新优势。
当下，要想在更多的普通
中小学推行长短课改革，
确实如不少受访者所言：
困难不少、道阻且长。

一是部分学校管理
者的固有思维难以改变，
认为以往“40分钟的统一
课堂”更方便管理，不想
改革。二是部分学校因
多校办学、专业教室紧缺
等问题导致长短课排课
落地困难，被迫放弃改
革。三是长短课对教师
教材理解能力、教学设计
能力的要求大幅提升，部
分学校师资无法满足。
四是现行学校的评价体
系，如教师课例展示、评
优评奖等，大部分依然是
针对统一的 40 分钟课堂
展开。评价“指挥棒”不
转向，难以长期支撑教师
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一方面鼓励探索长
短课、大小课，另一方面

各类检查、评比时，对课
程数量、时长设置又有着
刚性规定。”一些学校负
责人建议，不仅要出台鼓
励改革的意见，也要在课
程设置的考核方面进行
相应调整，鼓励一批学校
先行先试，让学校在时间
设置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度和积极性，从而更有针
对性地提升课堂质量、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变革过程中最困难
的阶段，往往也是探索空
间最大的时候。”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
究院院长刘坚则认为，改
革更多地意味着自我挑
战，在呼吁相应支持的同
时，学校管理团队也要多
问自己几个“为什么”：

“是希望按照现有模式跟
在别人身后？是因为一
时冲动改革？还是期待
探索‘什么是更好的教
育’，与师生共同建构学
校课程，继而改变学习方
式、教研方式和教师工作
方式？只有在学校内部
先形成共识，营造好校园
改革微环境，才能迈开重
要的第一步。”

在重庆谢家湾学校，听不
到铃声——没有上下课铃，没
有统一的上下课、放学时间，
也没有全校统一的课间操。

根据不同学科、课型的特
点，不同年段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学校采取“长短课—跨学科
—走班制”的形式，不断优化课
程实施。时间上，长短课相结
合，保障学生每天10小时睡眠，
2小时户外活动。人员上，95%
的语数教师单班跨学科教学，
以更充足的时间了解学生，为
因材施教提供充分条件。组织
上，探索学科动态走班，学生根
据阶段性学习内容、学习效果、
学习节奏，自主选择上课班级。

没有统一的上下课铃声，
但也有着井然有序的上下课
与课间休息，有着一张长短不
一的课程表的，还有深圳市龙
华区和平实验小学。

在这所“一班一课程时间
表”的学校，短课时15或30分
钟，常规课 40分钟，长课时 60
或 90 分钟，三种课型用以适
应不同的学科教学。

“学校制订课表有一个基
本原则，就是要尊重孩子的学习
规律。哪些课上长短课、哪些课
上常规课，按课程、学段特点而
定。比如体育课需要充分热身、

一定强度的运动、放松整理，还
需要自由游戏时间；美术课孩子
需要思考创作，更需要创作后的
展示分享交流，必须是长课时才
能完成。科学课、习作课等需
要小组讨论、实验操作的课程
也适合长课时，否则很容易变
成传授知识的精讲精练，缺少
对过程的充分体验和全体参
与。而写字、诵读等练习课适
合短课，如果一写、一背就是三
四十分钟，学生会很累。每日
15分钟的微班会课，及时高频，
专门用来解决发生在孩子交往
中的微小问题，提升孩子的社
会情感技能，避免校园欺凌事
件。”该校校长宋鹏君说。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最
初在体育课上开始探索长短
课的方式，除了 35 分钟的常
规体育课，还有 70 分钟的长
课，主要用于游泳课及篮球、
足球等项目化走班课程。

宁波鄞州区则鼓励学校
把上课时间剪裁、拼接，使形
式服务于内容。如栎社小学
15分钟的“成长微课堂”旨在
通过游戏教育培养孩子们的
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与集体合
作意识；长达半天的“美栎探
索课程”则鼓励学生围绕一个
主题进行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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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协调、错落有致
小小课表有了新模样

教与学的匹配达到最优，个性化成长变得真实

鼓励先行先试
有针对性地提升课堂质量

对长短课的讨论
是对教育本质的再思考

在重庆建川海疆博物馆展出的海军退役军舰上，重庆一小学师生体验爱国主义教育

广西梧州一小学，老师在课堂上指导学生编织
手工艺品（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浙江长兴县一中学的学生进行射击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