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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常识·常态：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层
逻辑与迫切需求

□ 陈永华

当前，教育改革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

刷着传统教育的边界，引领着教育向更加开放、多

元、创新的方向迈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容易

被各种新颖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技术手段所吸

引，忽视那些构成教育基础的常规、常识、常态。而

这三者不仅是教育大厦的稳固支撑，还是学校教育

改革中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处理的核心要素。

一、常规：教育秩序的基石与创新的土壤

常规通常指的是规矩或习惯。在教育领域，常

规涵盖了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评估、学生管理

等一系列基本规范和流程。它是学校教育活动有

序进行的基础，也是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的保障。从

哲学的角度来看，常规体现了对教育秩序的追求和

尊重。

然而，常规并非一成不变、僵化死板的规则体

系。相反，它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

中。在学校教育改革中，我们既要坚守那些经过实

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常规做法，又要勇于突破传统

的束缚，创新常规管理方式。这种创新不是对常规

的颠覆，而是对常规进行的完善和提升。对常规进

行创新管理，可以为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为学生的

学习和成长创造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

二、常识：教育本质的坚守与理念的灯塔

常识即普通的知识、原理和观念。在教育领域，

常识是那些关于教育本质、目的和方法的根本性认

识。它关乎教育的初心和使命，是学校教育改革必

须坚守的底线。可以说，常识是学校教育活动的出

发点和归宿。它提醒我们，无论学校教育改革如何

推进，都不能忘记教育的本质和目的——培养人。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改革中，时常会看到一些看

似新颖实则违背教育常识的做法。比如，过分追求

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盲目模仿国外教

育模式而忽视本土教育实际，过度强调技术创新而

忽视人文关怀，等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教育常

识，也偏离了教育的正确方向。因此，抓好常识，就

是回归教育的本真，坚守教育的初心和使命。

三、常态：教育过程的连续与成长的轨迹

常态指的是事物运行的正常状态和持续过程。

在教育领域，常态是学校教育活动的日常呈现，也

是学生成长轨迹的体现，体现了对教育过程性的重

视和尊重。教育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涉及学

生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情感发展等多个方面。

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学生成

长的路径。

抓好常态，就是要关注教育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要求我们建立常态

化的教育机制，包括常态化的教学计划、教学评估

机制、学生管理机制等，保证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为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支持和帮助。同

时，抓好常态也要求我们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成

长节奏，尊重他们的自然发展规律，满足他们的个

性化教育需求。

综上所述，抓好常规、常识、常态是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的深层逻辑和迫切要求。它不仅关乎教育

质量的提升、教育公平的坚守和教育本质的回归，

还关乎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

在追求创新和变革的同时，不断夯实教育基础，确

保教育事业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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