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X 分 校

选课走班：走向个性化教育的时代主题

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 朱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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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湖中学办学历程：

一、初创期（1991年——2002年）

开启了“三制一包”办学体制改革，创造了“五年省重，十年国重”

的奇迹，被誉为四川省基础教育 “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典范。

二、发展期（2002年——2008年）

2003年创办股份制民办学校棠湖中学外语实验学校（后又创建棠外翠

屏校区、棠外巴中校区），棠湖中学发展规模达到历史巅峰。

三、改革期（2008年——2018年）

2008年，棠中本部和棠外完全剥离，棠中本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办学

困境（师资、生源、硬件等），发展陷入低谷。但棠中人高举“改革”

的大旗不动摇，从“三段教学”到“课程体系建设”再到“选课走

班”，推动棠湖中学走出低谷，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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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08-2012 2012-2015 2016.2

进行课堂改革，创建了

“三段教学”课堂教

学模式。

大力推进课程建设，构

建了4.0T课程体系。 探索实践了“选课走班”。

棠湖中学课改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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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6日上午7:50分，早自习的下课铃声响起，全年级一

千多名学生背起书包，迈着稍显匆忙的步履走向上课的教室。

棠
湖
中
学

迎
接
了
挑
战，
也
在
挑
战
中
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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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里中学

于2017年春季开始选课走班木里藏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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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基教司马嘉宾副司

长、北京十一学校李希贵校

长等莅临棠湖中学视察

➢ 棠湖中学校长刘凯在成都市

2018年高中教育工作会上

做选课走班经验交流



X X 分 校

面对走班改革，质疑反对的声音很多——

同仁：没有十一中学的软、硬件条

件，棠湖中学就是瞎折腾。

家长：把我们的孩子当小白鼠。

专家：棠湖中学的走班就是形式。

……

改革，从来就是阻力重重，不可能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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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

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

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制。

改进优异学生培养方式，在跳级、转学、转换专业以及选修

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

——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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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2015年中考（高2018届入口）

前100 前200 前300 前500 前800 前1000

棠中 11 34 58 111 189 266

X校 26 71 125 222 353 438

差距 -15 -37 -67 -111 -164 -172

学校 2014年中考（高2017届入口）

前100 前200 前300 前500 前800 前1000

棠中 25 58 91 141 252 311

X校 37 83 149 268 408 500

差距 -12 -25 -58 -127 -156 -189

棠中高2017届和2018届入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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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告捷，信心支撑探索之路

高2017届“一诊”与“二诊”上线对比

一诊 二诊

高线 中线 高线 中线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棠中 83 342 210 674 78 356 227 664

某校 96 385 196 642 83 388 186 609

高2018届“一诊”与“二诊”上线对比

一诊 二诊

高线 中线 高线 中线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棠中 161 508 275 717 141 507 283 694

某校 107 463 184 644 93 461 192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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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湖中学高2018年高考数据

2018年，棠湖中学“选课走班” 第一届毕业生在高考中创造

了历史新高——应届生一本突破600人大关，上线率接近70%；本

科上线率约98%，众多优秀学子在三年的彻底走班中走进了顶级名

校，顶级名校几乎全覆盖。其中，有7人上北大、清华录取线，有

2人填报北京大学并被录取，居成都市郊区县之冠。



X X 分 校 面对这场颠覆
性改革，我们
怎么办？

基于行政班管理应
对高考改革；管理
思维是基于控制和
束缚寻找管理的措
施和策略。

绝大部分学校

基于走班管理适
应高考改革；管
理思维是基于开
放和自主寻找管
理的措施和策略。

棠湖中学

一、棠湖中学的走班模式——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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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棠湖中学的走班模式——怎么走？

1、三全：

◆全员：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师均有相互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全科：学校开设的所有学科均列入选择范畴

◆全程：学生在高中三年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作出选择调整



X X 分 校

“三全”式选课走班，助力师生共同发展

学生
增进自我反思，深化自我认识；激发学习动力，强化学习能力；提升责
任担当，促进自主发展

教师 进一步端正了工作态度，改变了教育教学行为，积极追求专业成长

学校
形成了民主和谐的育人氛围，教师对学生严厉而不失温情，学生对老师
信赖却不依赖

一、棠湖中学的走班模式——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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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四三”全员导师制，编织生命成长摇篮

2016年7月6日

下午5点，年级

自主管理团队

举手表决，取

消行政班，实

行导师制。

一、棠湖中学的走班模式——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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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一纲

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涯指导、心理疏导四目

学生成长足迹、导师有约、家校协作三途径

“一四三”
全员导师
制，编织
生命成长
摇篮

2、“一四三”全员导师制，编织生命成长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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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学 生

变化
落实了“一岗双责”，增强

了教师责任心，提升了教师

管理能力和育人水平。

增强了对学校的认同和热爱，激发了学习的潜能

和兴趣；明确了人生目标，强化了学习动力，增

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四三”全员导师制，编织生命成长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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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02

◆人类社会的治理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政治主宰型社会治理模

式和经济诱致型社会治理模式。

◆政治主宰型社会治理模式将人们束缚在自己的岗位或者土地

上，利于了管理，却使人们失去了积极性、创造性、开拓性。

◆经济诱致型社会治理模式，人口自由流动，催生了社会的多

元化阶层结构，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

适应社会治理方式，实现人的社会化

01
适应社会

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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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02
走班制形

态的教育

内涵
◆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培养学生自我认知能力；

◆塑造学生独立的精神世界；

◆塑造学生自由的灵魂，培养创新精神；

走班制形态的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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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03
“三段教学”

为铺垫

◆背景；

◆流程：

◆本质；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教学方

式，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

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启迪：1、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的

改变。2、认清了教学质量的决定因素——一是教师的专业

水平和敬业精神，二是学校管理的瓶颈是否突破。

“三段教学”——对于选课走班的铺垫

自主生疑 互动解疑 内化迁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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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04

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 ——构建完整的学校课程体系

（1）传承地域历史文化，锤炼棠中办学思想

（2）落实学校办学思想，构建4.0T课程体系

特定课程 特惠课程 特长课程 特创课程

4.0T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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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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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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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航天实验室

2.电子通信实验室

3.机器人实验室

4.移动互联网实验室

5.创新实验室

特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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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适应社会治

理方式

走班制形态

的教育内涵
“三段教学”

为铺垫

课程

建设

二、走班模式选择依据——为什么走？

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治理的方式变迁、明白了选课

走班的教育教学内涵，以“三段教学”为铺垫、课程建设为基础，最

终选择了彻底的“大走班” 模式



X X 分 校

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X X 分 校

◆排课难——“一生一课表” 的艰难诞生

2月13日——2月

25日，我校在一

家公司帮助下，

学校教务处及年

级相关人员连续

加班十三天才解

决了排课的难题，

形成了一千多张

学生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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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难——老师找不到学生，学生找不到老师。

传统的学生管理是建立在以班主任为核心的行政班管理基

础上的，但在走班制背景下，行政班的管理已没法落到实处。

走班制背景下，白天学生都在走课中，在不同的教学班、不同

的老师那儿上课学习，班主任想管也无能为力。班主任老师是

“空头班主任”。这种情况下班主任怎么管理、怎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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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困生如何辅导？自习纪律如何管理？自习效率

如何保证？清洁卫生如何打扫？作业如何收交？如何做

学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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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难——家长与老师，老师与老师如何协作？

（1）家校如何协作？

分层选课走班后，一个导师班的学生

涉及到众多的教学班。而导师对学生

课堂表现也不可能清楚，那怎么开家

长会？能告知家长什么内容？怎样让

家长了解学生，了解学校？

（2）班科如何协作？

我要与学生的任课老师协作教学要求，

找谁？可能要找全年级一半的教师，

我能组织年级教师会吗？



X X 分 校走班使得教学班的学生来自不同行政班，每一位学生都有各自的科

任教师。这些科任教师怎样协调和平衡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哪一科

是劣势学科，那一科是优势学科？各学科的作业量又该如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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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难——如何评价教师业绩？如何评价学生？

教师教学业绩评价是确

保教学质量，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选课走班之前是以行政

班为单位考核评价的，

但现在没有行政班了，

考试成绩怎么分析？教

师教学业绩怎么评价？

学生表现如何评价？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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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走班改

革，困

难重重，

路在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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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维方式的转型——行政班和教学班的管理思维区别：

联拱桥 斜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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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方式的转变是选课走班形
态下的重要课题

行政班班主任吴成年老师说：“我班上一个我教的学生也没有，我

成了空心班主任，工作怎么做？还有意义吗？”

历史老师邱君益说：“我这个教学班的学生来自18个行政班，作业

都收不起来？”

晚自习回行政班上，如何辅导便成了难题。胡雪莉老师面带忧郁的

建议说：“晚自习还是以教学班为单位，便于教师辅导。”

学生也说，现在找老师问问题不方便了。……

诸如种种，其实片言只语里都透露出老师内心深处班级授课制管理

下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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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级部管理机构

两会 四部

学生自主
管理委员会

家校协
作协会

课程教学
实施研究部

导师全员
教育部

级部协作
统筹部

课堂教学
巡查部

学生发
展中心

三中心

生涯教育
指导中心

学困生
扶助中心

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1、 机 制 重 构 ， 让 每 个 教 师 都 成 为 管 理 的 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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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管理中心*

✓ 一、观察和调研学生当下存在的问题，思考并设计德育班会

主题，指导导师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班会课；

✓ 二、检查导师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工作是否落实；

✓ 三、督促导师对违纪学生的教育处理。



X X 分 校✓ 一、白自习的统筹安排管理；

✓ 二、每节课的教师候课检查；

✓ 三、教师课堂教学常规检查。

*课堂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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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题 与传统行政班相比，走班上课对你的学习促进如何？

A 非常大 62 1048

B 有 450 1048

C 有一点 396 1048

D 没有 140 1048

E 下降 0 1048

第9题 与传统行政班相比，走班形式下自习课的学习效率

A 明显提高 227 1048

B 有一定提高 587 1048

C 提高不明显 229 1048

D 下降 5 1048

关于走班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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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

01迟到情况检查02午休纪律检查03自习情况抽查

学生主席

纪检部

组织部

生活部

迟到监察组

午休监察组
自习监察组

活动管理组
秩序维护组
两操监督组

卫生检查组
仪容管理组
饮食督查组



X X 分 校✓ 一、每月一次家长开放日，家长集中培训与交流；

✓ 二、每期两次户外拓展活动；

✓ 三、家长励志讲座。

*家校协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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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
选
课
走
班
】
家
长
开
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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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
选
课
走
班
】
家
长
开
放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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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2、 师 生 双 选 ， 让 教 与 学 的 内 动 力 都 被 激 发 出 来

学生可以
自由选择
科任教师

少于20人
的教学班将

被取缔

学生可以
在条件下
申请换班

师生双
选制度

老师可以
有限制地
选择学生

师生双选制度 师生双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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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我要申请换班。虽然你教得很

好，我也一直努力的尝试适应你的教学方

式，然而到现在我还是无法适应。为了我

的梦想，我不能在物理上耽搁了，对不起，

请你允许。”

➢ “老师，你的课堂太严谨了，我喜欢课堂

氛围活跃一些的老师，我想申请到邓老师

班去。”

➢ 越来越多的学生要求换班。

学生的转班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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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分 校

49

老师的管理能力提高老师的教育理念提升

老师的专业水平提升 老师的团队意识加强

师生双选 悬在教师头上的达摩斯之剑，自动激发教师的内动力

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2、 师 生 双 选 ， 让 教 与 学 的 内 动 力 都 被 激 发 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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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评价

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3、 评 价 导 引 ， 让 每 个 人 都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 （ 教 师 ）

【原则】导向与激励、客观、公正与合

理、个人智慧与团队精神相结合、以入

量出。

所有的评价数据真实、客观，没有任何人为

因素，有利于调动师生教、研、学和管的积

极性。

导师班的

学业评
估

教师的

教学业绩

教学班的

增值评价

教学班的

人数考核
教学班的

目标考核

备课组的

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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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3、 评 价 导 引 ， 让 每 个 人 都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 （ 教 师 ）

同年级的教师极值差为81.3

同学科的教师极值差为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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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3、 评 价 导 引 ， 让 每 个 人 都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 （ 学 生 ）

【原则】每位学生入校均有100分的综

合素质分，此分数直减不加。通过日常

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

力等方面进行考评。

没有刚性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学生

自我约束意识。

道德
品质

审美与
表现

公民
素养

学习能
力与态

度

学生的

综合素质
评价

运动与
健康

实践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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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3、 评 价 导 引 ， 让 每 个 人 都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负 责 （ 学 生 ）

学生成长自我评价

学生学习过程评价

学生其他维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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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3、 评 价 导 引 ， 让 每 个 人 都为 自 己的 行 为负 责 （学 生 ）

学生故事

学生本人及家长、相关导师及教师均可查看学生的扣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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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4、 平 台 建 设 ， 让 信 息 互 通 便 捷 高 效

棠湖中学选课平台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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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4、 平 台 建 设 ， 让 信 息 互 通 便 捷 高 效

棠湖中学选课平台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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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4、 平 台 建 设 ， 让 信 息 互 通便 捷 高效

学生的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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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班制的管理方式与策略——怎样管？

4、 平 台 建 设 ， 让 信 息 互 通 便 捷 高 效

棠湖中学选课平台APP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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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中信息化建设思路——

破除信息孤岛，以学校需求为牵引，以选排课学生信

息为基础，构建一体化有机融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新
疆
坎
儿
井
示
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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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毛泽东《十六字令》

这首诗描写了红军战士翻越崇山峻岭，历尽千难万险，所表现出

的英勇顽强、乐观豪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面对“选课走班” 这座课改的高山，我想说——条件不是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管理者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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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践行三段教学 引领课程改革

实施三格教育 培养未来人才

感谢聆听！

欢迎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