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猛，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山东
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部地区教育顾
问。先后荣获“山东省科研创新校长”、“全国
教育科研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教师教育
学会优秀校长”、“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教育
科研先进工作者”。2009年被聊城市政府授
予“水城名校长”称号。课题《新课改与中考命
题改革》获山东省科研成果二等奖、课题《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整合实验研究》获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分课题一等
奖、课题《实施教学艺术创新，提升学生素质》
被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评为教育科研
优秀成果。主编的《别样的教育，别样的情怀》
一书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一所建校仅 15年的中学，为什
么敢于从课改难点中的难点———考试改革入
手来提升素质教育水平？为什么这里的综合
评价机制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什么这
里的毕业典礼让孩子们铭记心间？又是什么
原因使这所年轻的学校声名鹊起、声誉卓著？
近日，陶继新先生走进“山东省规范化学校”、

“ 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国家级语言文字示
范学校”———聊城市实验中学，与李志猛校长
深度对话，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

考试改革：我的考试我做主
【李志猛】考试本身是好的，但是现在却

变成了学生、老师、家长的一种负担。怎样还
考试以应有的地位，使其充分地发挥教育功
能，提高教学效率，让学生的生命更好地发
展？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定
位，尝试着进行了改革。

【陶继新】考试改革可谓难中之难，而在
这方面探索且取得明显效果者可谓“几希
矣”。你们从为学生生命成长考虑，知难而进，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上次在你们学校采访中，
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一般教师，谈起考试改
革，个个兴奋不已。因为付出努力，付出艰辛，
而收获了硕果的感觉，是非常值得回味的，是
特别美好的。这令我想到，再大的困难，只要
从学生视角考虑，从学校发展思考，矢志不移
地走下去，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你们还享
受了破解困难的特殊喜悦，让成功又变成了
你们继续前行的生命动力。所以，这是一次考
试改革，也让老师们更有信心地去做“更上一
层楼”的探索。

【李志猛】在考试改革之前没有预想到会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思考着，现在的考试成
为了一个“劳民伤财”的事情，教师出题，印
题，监考，考试，阅卷，统计分数，排出名次，开
班会，开学生家长会，分数高的表扬，分数低
的批评，甚至出现体罚和变相体罚的一些现
象，把师生关系、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变得
非常不和谐，让学生对学习更加没有兴趣，更
加讨厌，害怕考试。甚至出现一些弄虚作假的
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尝试着进行了
考场的改革，就是取消教师监场，让学生自己
自主的完成考试。前期，年级组和教师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让每位学生在“诚信承诺书”
上签字：“我承诺本次考试不作弊。”为了给学
生充分的自由空间，教师允许学生可以不签
字，但是没有一个学生不签的。教师在考试之
前巡视一遍考场，只是看一看试题有无差错，
其余的工作全部由科代表完成。

【陶继新】“取消教师监场”需要勇气，更
需要信任。如果没有对学生的真正信任，没有
进行充分的准备，是不可能做出如此决定的。
其实，每一个学生都希望做一个诚信的孩子，
之所以出现不诚信的现象，原因是多种多样
的，而教师对他们的不信任，也是造成他们不
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学生感受到来自校
长与教师特殊信任的时候，他们也就会自然
生成向真向善的心理向往。再说，当今社会诚
信指数不断下降，除了社会原因之外，难道学
校也没有一点儿责任吗？你们不正是努力在
学校里构建一个诚信系统吗？当每个学生都
自觉自愿地讲诚信且形成习惯之后，当他们
走向社会后，不就为社会诚信增添了一份诚
信指数吗？看来，你们考试改革的意义，还不
止于学校教育，还为学生的未来发展起到了
推助作用。

【李志猛】感谢您的肯定和鼓励，并为我
们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考试之后，我们也想
到，学生在无人监场的考试中不作弊，将来在
社会这个大考场中，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
不会做不利于社会的事情。

诚信考场于 2009年下半年在当时的八

年级试行，刚开始推行诚信考场的时候，不少
老师都不放心，有的老师还在监控上看本班
学生的考试情况。我就对这些老师说，要相信
自己的学生，勇敢地试一试。结果，试行的效
果异常地好，很多学生在考后的感想中说，这
样的考试让他们感受到了信任，感受到了尊
重。随后，这一无人监考的考试形式在学校被
推广开来。

八年级七班的蔡祝海同学说，当最后一
场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漫长的阶段性考试
结束了，交上试卷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诚信考生！”通过这一次

“诚信”考试，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讲诚
信，讲诚信做事，事事讲诚信，诚信做好事。我
希望，每位同学心中的诚信之花开的更灿烂，
让“诚信”永驻我们心间。让“诚信”永远成为
我们人生路上的标杆。让诚信陪伴我们走过
那风雨无阻的人生旅途。让那散发着浓浓香
味的诚信之花开满我们的人生之路……

【陶继新】儒家先师认为诚信是一个人的
极其重要的品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还认为，诚信大于生死，因为“自古皆有
死，民无信不立”。你们的学生则在诚信考试
中感受到了诚信的无穷魅力。来自学校的充
分信任，与来自老师们的特殊尊重融合为一，
便在学生那里凝聚成一种美德。孟子认为，良
知是人生而有之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诚信
也是每一个人本然就有的品质，只不过在生
命行程中，受到这样那样的精神污染而被遮
蔽了而已。而学校教育，就要清除这些遮蔽
物，还其本然的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
的诚信考试，从一开始就有其成功的基础。不
过，很多人没有这种认识，所以，对于诚信考
试非但不敢实施，甚至都不敢想。于是，就有
了学生在考试中被监视的尴尬与无奈。你们
的诚信考试，则让学生走向自信、自尊、自立
的殿堂，从而给他们的中学生活留下了终生
难忘的美好。

【李志猛】我们开始并末将这件事想得多
么伟大，您的厚重和高远让我深受鼓舞，我们
将按您的指导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由诚信考场，我进一步进行反思，考试不
监场了，但是老师们还得出题、印题，怎么让

学生主动、自主地学习，一个
更加大胆的想法被提出来：能
不能让学生自主命题呢？我当
时在老师会上提出了这样一
个想法，然后放手给老师去
做，让老师放手给学生。该测
试了，老师就让学生出一套
题，老师只给学生提基本要
求，比如题量多大，用多长时
间等。学生出题的最大好处就
是学生通过出题能够将所学
知识再梳理一遍，重点难点必
须知道，出什么类型的题也得
了解，能够让学生自主地去学
习，这样让学生学习的目的就
达到了。同时，在出题的过程
中，如果有不会的，学生会想
办法问老师、同学、家长等周
围的人，这样无形中充分利用
了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另
外，因为每个学生出的题都是
让别的同学来做的，这样，为
了给其他同学留个好印象，学
生们在出题时会特别注意认
真书写，这样他的书写水平又
得到了提高。考试结束后，不
排名次，只是通过考试检测学
生有没有学会，让分数回归到
本质。自主命题是一个事半功
倍的事情，必须坚持下来。

【陶继新】学生自主命题，
也是对他们一种特殊信任。信
任的力量是巨大的。它过滤了
被动与无奈，拥有了积极与主
动。在积极与主动状态下的学
习，多能抵达事半功倍的境
地。现在关于高效教学与学习
的研究非常多，可是，如果是
从方法技巧上着手而不从根
本上考虑的话，往往达不到预
期的效果。因为任何的改革，
人的因素都是第一位的。人有
了能动性与没有能动性，方法
一样，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
你们激活了学生的积极能动
性，也就等于开启了学生走向
高效学习的大门。

教师出题与学生自己出
题的差异还在于，前者是学生
不知会出什么题，甚至认为教
师是在为难自己，是消极的，
应付的。后者呢，是学生在研
究出什么样的题，为什么出这
样的题，怎样回答这样的题。
这个过程，就是自主地对学习
内容不断研究与深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单是对所学内容
的考查，还是对已学内容再认
识再深化的过程。于是，考试
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就有了

“温故而知新”的可能。
【李志猛】您说得很深刻：

“考试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就
有了‘温故而知新’的可能”。
考试的意义还在于他对学生
一生的积极影响。我现在试着

给考试做了如下的诠释：考试是一种培养学
生健康的身体和心理，优秀的习惯和能力，渐
次达成全面的素养和能力的动态评价过程。
下面这些学生自主命题的真实感受也让我们
感动。

七年级三班张晓宇同学说，当听到老师
说我们三、四班出政治题时，我乐得一蹦三尺
高，乐了我三四天，真的，说实话这个消息真
的能让人乐坏喽！但，同时肩上也担负起重大
的责任，就如政治老师说的：“全年级考试就
用我们三、四班的题，我们出不好，不丢了三、
四班的脸吗？所以要慎重出题，争取让全年级
的班级羡慕我们，不要让他们笑话。”我也知
道，老师选我们班是对我们有更高的希望，所
以我不能辜负老师，我们班不能辜负老师
……这次出题让我当了一次老师，体会了老
师的感受，老师的劳累。

七年级四班的王娜娜同学《在我们是棵
“树”》一文中这样说：在出题时，我们班积极
讨论，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踊跃思考，
为我们出了一份不错的题。经过这次出题，我
获益匪浅，我很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一次实践
能力的机会。也许，这是一次对我们能力的考
验，让我们在春天种下一棵属于我们的“知识
树”吧！让它茁壮成长……

【陶继新】学生所言，情真意切，令人感
动。是的，让学生出考试题，这在他们整个学
习过程中，是想之未想的第一次！兴奋与激
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
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有了一份舍我其谁的
使命感。为其他同学负责，也是为自己负责。
看来，出题的过程，也成了培养学生责任感的
过程。教学与学习，就有了道德意识，就有了
人格培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不是知
识的学习与积累，而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
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境界。

人们常常说，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可是，
不少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成为一道虚假的
风景。你们则不然，学生不但是学习的主人，
还是考试的主人。而且，这种主人意识还会绵
延，还会向其他方面辐射。当学生在更多方面
都有了主人意识的时候，他们也就有了更大
的发展动力，更大的发展前景。

学生说：“既然会出题了，还怕不会答题
吗？”何等的自豪与自信！看来，学生考出好的
成绩，无需着意追求，就已有了“道法自然”的
可能。不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应试考试”。
因为你们的学生的应试不是心力交瘁的一场
苦役，而是变成了一种自主快乐的探索之旅。

【李志猛】在学生自主命题的基础上，也
在尝试让学生阅卷，感觉学生阅卷又是一个
再学习再巩固的过程，同时也是同学之间相
互激励，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过程，让学习
真正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情。

【陶继新】你们的考试改革，不是哪一个小
的支点的改革，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的人也
许会想到自主命题，可是，再行一步，跨越到学
生阅卷者，真的是太少了！看来，你们是系统地
想了，系统地做了，而且是更好地做了。

【李志猛】走过前面的路，现在我又在思
考下一步的问题，尝试着逐步取消学校和年
级组的统一考试，而由学科组，甚至某个老师
自行安排考试的时间和内容。这样考虑的出
发点是因为同学科的每个老师教学的进度不
会完全一样，如果统一进行考试势必造成时
间上的浪费，不知这样的做法是否正确？

【陶继新】当然好啊！“大一统”的考试，消
减了个性差异，不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你
们这样做，不但不会造成时间上的浪费，还会
让考试与教师、学生的教与学真正有机地联
系起来，让考试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的放
矢；不再是听命于上级或统一的无可奈何的
安排，而是变成了每个教师以至于同学们的
自我需求。

【李志猛】现在，我们正在共同探讨如何
进行考后评价：考试分数是干什么用的？怎样
用效果更好？考试分数不能作为学生排名的
依据，而应该作为学生自我检测学习情况和
教师自我检测教学情况的参考，让评价回归
到本质。

【陶继新】考后评价的意义不在于排出考
试分数高下的名次，而在于通过考试如何更
好地促进不同层次学生更好地提升。这个提
升，还不只是考试成绩的提高，还有其学习自
觉性与主动性、学习兴趣与动力的提升等。一
个学生成绩的优劣，是有各种各样缘由的，如
果不从根本上找原因，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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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教 育 充 满 生 命 活 力
———创新求索的山东聊城市实验中学

陶继新 李志猛

林峰海市长在教师节期间视察实验中学

教育专家陶继新教授在实验中学作学

毕业课程—毕业班留给校长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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