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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核心是育人，这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系
统工程。

尊重个体差异，努力为师生和家长生命价值的实现营造
发展空间和环境，是市实验中学近年的不懈追求。该校的主
体共生教育理念及主体共生课堂实现了学生、教师、家长的
主体共生和共生并长，体现了市实验中学人敢于实验、创新、
分享的智慧担当。

主体共生:辉煌成绩背后的科学教育理念

教育回归原点
三个主体共生并长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家长助力，教师、
学生、家长三个主体在体验主体共生教育理
念的过程中实现了主体共生、共生并长。

在谈课改感悟时，该校张国平老师说：
“在主体共生课堂上，我就像一个长不大的
孩子，对课堂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每天都
能碰到新问题，都有新发现，都有新进步。”
梁玉老师说：“发现学生的优点，培养学生的
自信，展示学生的才华，着眼学生的未来。
在主体共生课堂，我蹲下身来，真正走进孩
子们的世界。”

该校刘浩龙同学说：“课堂上，我举手的
次数多了，回答问题的声音大了，我能看得到
我每天的进步。”陈昱好同学说：“我是一个自
控能力较差的人，上课思想容易抛锚，但是在
主体共生课堂上，我异常专注。”邢星同学说：

“你知道吗？现在上课反应稍慢一点，回答问
题的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必须专心致志。”
赵光普同学说：“我最喜欢课堂上老师让我们
自己讲题的环节，感觉自己就像个小老师。
我很喜欢这个感觉，我要多准备一些‘秘密武
器’，这样我这个小老师才更有权威。”

家长也成为主体共生课堂的积极拥护
者。有个别家长一开始担心课堂翻转后会
耽误孩子的学习，在听了几次课后，他们真
切感受到了新课堂让孩子变得更活泼、更积
极了，从此，质疑者变成了坚定的支持者。

刘桂宾说，为学生的终身负责，为社会勇
于担当。市实验中学课改探索的价值在于，
让素质教育的内涵和课改的理念，实实在在
地转化成了可以操作、能够复制的“技术”。
课堂改革，在改变教育主体群（教师、学生、家
长）生命状态的同时，成就的不仅是对学校命
运的改变，更是破解了困扰初中基础教育课
堂操作的“瓶颈”问题，真正实现教育均衡、公
平、内涵式发展。

（杨寒冰 巴燕昕）

带着办好“三个学校”的期待与愿景，以“实验·创新·分享”为不懈追求，市实验中学走出了一条新路——

主体共生 智慧担当 共生并长

2015年中招，市实验中学再次创造辉煌：孙启睿（没
有系统上过小学、具有围棋职业段位）以678分夺得全市
中招第三名；黄健康以672分夺得全市中招第八名。全校
有61人达到洛一高录取分数线，274人达到省级示范性高
中录取分数线……这是继2013年该校庄静玮、张晓声在
全市中招位居前两名之后的辉煌续写。

市实验中学一校三区，统一管理又各具特色，多年来，
市实验中学在主体共生课堂教学、学校管理、家庭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教体艺结合、教师发展学校建设、数字校园建
设等方面，走在了全市前列。成绩的取得，与学校主体共
生的教育思想，与“以人为本、发展教师、成就学生、幸福家
庭、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密不可分。

市实验中学校长刘桂宾说，多年来，市实验中学努力办
好“三个学校”（教师发展学校、家长发展学校、学生发展学
校），促进主体群（教师、学生、家长）共生并长，帮助学生成
才，提升学生家庭的幸福指数，努力促进社会和谐。主体共
生教育是市实验中学在教育理念上的突破创新，是学校办
学智慧的结晶。基于主体共生教育理念下的主体共生课
堂，更加有效地关注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生命状态与发展
水平，改变的不仅是课堂形式，还有参与个体（教师、学生、
家长）间的教育关系，重构了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使学习过
程前置，课堂效率提升，更加注重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让
教育者“目中有人、心中有人”，不片面追求分数，让教学回
归教育，为育人服务，为未来社会输送优秀人才。

基于对翻转课堂的理念认识和技
术支持，市实验中学通过打造主体共生
课堂，使该校的课堂教学改革与世界同
步，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领跑洛阳市新
课改，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探
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13年、2014年，市实验中学被市
教育局及洛阳日报社评为“智慧教育示范
学校”，主体共生课堂被评为“智慧课堂”。

5月24日上午，由市教育局中小学
教研室主办的市中学课堂教学改革研
讨会暨市实验中学主体共生课堂观摩
活动在市实验中学举行。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270多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到市实验中
学学习观摩。

市实验中学副校长杨宝萍说，课改
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创新。

思考一：知识的内化吸收比知识的
传递更重要。传统的课堂，老师先在课
上传递知识，学生在课下进行内化吸
收。结果，老师很累、学生很烦，效果很
差。亚里士多德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
把不同的学生同等看待。”事实证明，由
于群体教学和个体差异的矛盾，在课堂
上用大量时间传递知识具有很多缺陷。

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模式，把学生吸收内
化知识这一重要的过程放在课堂之上。

思考二：学习过程更重要。新课标
中使用了“知道”“了解”“认识”“解释”

“分析”“比较”“探讨”等不同层次的行
为动词，提倡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能
力，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不要只关注结
果，而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比如同伴互助，研究表明，在课堂上，同
伴间的互助教学能促进知识的吸收内
化，使学习效率提高1倍。

思考三：新技术与课堂的对接是大
势所趋。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借助
网络资源的优势，重构课堂教学方式，
值得深入思考。

市实验中学副校长司马贺亮说，主体
共生课堂实现了课堂的翻转，围绕“学”字
做文章，由“教—学”的模式变为“自学—
助学”的模式。课前，学生自学。课上，教
师对学生进行助学；学生通过小组讨论进
行互学。主体共生课堂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课前自学质疑阶段，有五个
环节：学案导学、教材自学、微课助学、
合作互学和在线测学。课前，学生按照
自己的节奏和方式自学。学生按照学
习任务单，读教材、看微课、进行网上练

习。遇到疑难问题后，通过网络平台提
交给老师，老师通过网络平台统计学生
在线学习的情况。个性问题在小组互
学时通过生教生的方式得到解决，共性
问题在展示提升课上解决。

第二，课上展示提升阶段，也有五个
环节：训练展示、纠评点拨、疑难突破、拓
展提升和总结反思。在教师的主导下，
把学生在自学时产生的共性问题通过课
堂展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方式进
行解决，并通过当堂训练进行应用。通
过读、写、讲、评、辩、探究、展示等教学活
动，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建立新的师生关系、生生关
系，体验学术民主，培养平等意识，提升
了学生作为社会人的综合素质。

市教育局副局长韩经权在对主体
共生课堂进行观摩后表示，教学的核心
在“学”，但是主动学和被动学，被教会
和自己学会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其内
在差距很大，学生思维的过程、思维的
强度相差甚远。市实验中学的主体共
生课堂，从关注知识的教育转化到关注
人的教育，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能力
得到展示，信心得以提升，学习积极性
显著提高，课堂充满活力。 本栏目联系电话：13838833119主体共生课堂主体共生课堂

主体共生课堂观摩活动之评课环节主体共生课堂观摩活动之评课环节

主体共生课堂:课堂翻转 效率提升

我市抢抓“一带一路”战略重大机遇成绩喜人，“洛阳制
造”上半年已出口“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笔者所供职
的企业就与其中20多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不仅实现产品
出口，还设立了海外机构。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让笔者
对国际化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本土企业要想快速融入

“一带一路”，走好国际化之路、遵循国际标准是关键。
所谓国际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确认并公布的

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统一使用，被各国普遍认可。目前许多国
家把国际标准作为该国标准使用，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接轨，减
少贸易壁垒。洛阳企业要想快速融入“一带一路”，与沿线各
国合作共赢，就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只有出口的产品、服务符
合国际标准，才能被认可、被接受，才有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说，国际标准是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国际标准还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加速器”。标准水平
的高低决定产品质量的优劣，只有执行高标准才能制造出
高质量的产品。国际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的
技术水平和实力，遵循国际标准可以提升本土企业整体水
平和综合竞争力。就拿笔者供职的企业来说，出口产品销
售收入占销售总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达50%。员
工们刚开始加工出口产品时颇多怨言，认为标准高、要求
严，难以适应。但在遵循国际标准的过程中，员工的思想认
识、技能水平和产品质量、管理能力等得到提升，在无形中
增加了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的砝码。

要遵循国际标准，首先要研究国际标准、引入国际标
准。根据企业产品范围和服务领域的需要，取得相应的资
质和认证，而且应尽可能全面，这其中有产品性能指标、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等方面的标准，也有众多的安全标准、指
令等。一些出口企业重视产品的质量、性能，遵循国际质量
标准自然不在话下，但在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
的认证上缺乏了解或不够重视，产品因在选用材料的安全、
环保等方面不符合国际标准而被拒之门外。

加速融入“一带一路”，洛阳企业千帆竞发、奋勇争先。只
要越来越多的企业取得国际标准这张“通行证”，用好国际标
准这个“加速器”，就能在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一往无前。

（作者单位：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洛观潮》旨在以评论凝聚洛阳正能量，用观点助推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建设。来稿请发送至
dengdehong@163.com。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洛阳
日报”微信公众号（lyrb0379）或“洛平”微信公众号
（luoping20112015）与我们交流互动。

“走出去”
须遵循国际标准

薛伟堂

时代选择了洛阳，机遇稍纵即
逝。

我市正上下齐心，用政策推动、产
业优势、人才科研“三驾马车”加快“洛
阳智造”发展步伐，为全市制造业转型
升级提供动力。

——政策推动指明方向。2014年
2 月，我市下发《洛阳市工业机器人及
智能装备产业三年攻坚行动计划》，明
确了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发展
路线图，努力将其培育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王牌”产业。

——产业优势提供动力。2014
年，我市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 520 亿元，占全市装备
制造产业收入的 27%。一拖集团联
合广州数控布局工业机器人制造、
中信重工的矿山工业机器人项目和
综合智能控制系统，一批大型企业
集团积极转型；德平科技、轴研科技
等近 80 家企业及科研院所，也加快
推进工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的研发
生产。

——人才科研增强后劲。《洛阳
市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专项行动计

划》、“河洛英才”计划等一系列政策
落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洛
阳）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创新研究院、
洛阳中科信息产业研究院（中科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洛阳分所）等一批
科研机构挂牌，我市各大专院校每
年 4 万多名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相
关专业学生的培养，深化了机器人
和智能装备制造产学研融合，并提
供了人才支持。

得益于政策推动、产业优势和人
才科研“三驾马车”，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制造业正在我市落地生根、茁壮成
长，不仅将助推“洛阳智造”抢占高端
制造业制高点，也将有效盘活既有的
科技、工业资源，为我市经济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

洛阳版“机器人总动员”，就在
今天。

本报见习记者 李梦龙

“机器人总动员”助力“洛阳智造”

本报讯（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
炜）记者昨日从市科技局获悉，从即日
起我市启动 2015 年、2016 年省重大科
技专项申报工作，相关单位可在8月24
日前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此次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究方向
包括重大装备、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云

计算与大数据、智能物联网、新材料、新
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煤化工等15个领域。

根据申报要求，申报项目须符合上
述省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究方向，创新
性强，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
或国内先进地位，能够有力推动相关产
业核心竞争力快速提升，对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此外，申
请单位还须满足以下条件：建有省级以
上研发机构，或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等；上年年末净资
产不低于申请财政资金的3倍；上年度经
审计核准的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
例不低于3%，大中型企业不低于1.5%，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项目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总投资1亿元以上等。

省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截止时间为8
月24日，有意申报单位可向市科技局提
出申请，高新区企业直接向高新区管委
会提出申请。详情可致电市科技局，咨
询电话63910359。

重点研究方向为智能制造等领域，8月24日申报截止

我市启动省重大科技专项申报

日前，一批俄罗斯客商“相中”了洛阳九亿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单绳双筒缠绕式大型矿井提升机。通过验收后，这套数控设备
将被运往俄罗斯投入使用。

近年，国内外企业来洛采购智能装备愈加频繁，如千年前沿着丝
路东来的客商一样络绎不绝，只不过，如今购买的产品已由丝绸、瓷
器变成了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随着工业现代化进程加速，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制造业成为未来世界制造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
盟统计，2014 年，中国市场工业机器人
销量约占全球的 1/4，连续两年成为全
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中国已无可争议地站在了世界“智
造”的潮头。

市工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
国制造业正处于结构调整期，在互联网
带来的扁平化趋势下，机器人和智能装
备研发与生产布局也在发生变化。

今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我国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
领——《中国制造2025》，旨在使我国制
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机器人、航空航天
等更高端的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一规
划的背后，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装备的
研发和产业化将迎来蓬勃发展期。

得益于洛阳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
人才优势，2014 年年底，在省政府发布
的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行动计划中，明
确提出“打造洛阳以工业机器人为主的
智能装备生产基地”，我市成为全省唯一
的集机器人整机、关键零部件制造及集
成应用于一体的专业基地。

勇立“智造”潮头，时不我待

“三驾马车”促进转型升级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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