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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 宁

12月20日，《宁波市“乡村教师

专业发展支持计划”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的名师骨干带徒项

目、名师联片指导项目在宁波教育学

院正式启动，192位来自宁波各区县

（市）的乡村青年教师与市级名师“师

徒结对”。未来3年，这批乡村教师将

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接受先进

的教育理念、学习导师宝贵的教学经

验，同时与自己所在的乡村临近片区

同学科教师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走

上职业生涯的“快车道”。

乡村教师培养从“输血”到“造血”
此次“名师带徒”的192位乡村教

师，将在47位名师的带领下全面提升

课堂教学水平和学科专业素养。每

学期，学员要到导师学校观摩示范

课，导师也要到学员学校进行听课指

导；导师和学员还要围绕某个教学难

题进行课堂教学案例研修；充分利用

互联网技术，以市级网络名师工作室

为依托，为导师和学员建立网上交流

平台。

宁波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常

务副主任陈全英介绍，在“师徒结对”

的基础上，同学科导师和学员还将组

成一个指导团队，联合学员所在的乡

村临近片区教师形成学习共同体，定

期开展交流研讨，从而形成引领全体

乡村教师的常态学习指导体系。

除了名师骨干带徒项目、名师联

片指导项目，方案还包括乡村教师访

名校项目。宁波优秀的乡村教师都有

机会到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等国内著名高校和该高校所在城市的

优质中小学进行访学活动。目前，已

经有两批共计160位乡村教师参与。

乡村学校或将走出更多“名优特”教师
“感谢宁波为我们乡村教师创造

了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一个交流的

平台、一方感悟的空间，以及一座友

谊的桥梁，让我们在一起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来自海曙区古

林镇蜃蛟小学的数学教师周卫兵，是

一位普通而又平凡的乡村教师，也是

此次支持计划的学员之一。在刚结

束不久的乡村教师访名校活动中，周

卫兵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

一周的集中培训活动。

前几年，宁波也开展了针对农村

中小学骨干教师培养的“领雁工程”，

主要针对少数乡村教师；后来还有农

村中小学教师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侧

重提高农村教师现代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融合的水平。

而此次宁波市“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支持计划”覆盖全体乡村教师，涉

及的培训内容也更加多样、立体。宁

波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陈伟军表示，

希望通过这项专门针对万名乡村教

师专业发展的培训项目，在不久的将

来，可以在乡村学校里看到越来越多

“名优特”乡村教师能扎根农村，让乡

村孩子享受独特的优质教育。

一揽子利好政策支持乡村教师发展
此次方案是《宁波市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2016—2020年）实施办法》

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件，宁波乡

村教师还能享受以下政策福利：

福利一：职称评审。为鼓励乡村

教师安心在乡村学校从教，对承担2

门及以上学科教学任务的乡村教师，

允许按全科学科申报晋升职称；在乡

村学校任教5年及以上的乡村教师

评聘职称（职务）时，对课题和论文不

作刚性要求；在乡村学校任教10年

及以上考核特别优秀的乡村教师，可

提前一年申报评聘中学高级教师职

称（职务）。

福利二：评选表彰。在各类涉及

教师的评选表彰活动中，向乡村教师

倾斜；及时发现、培育和宣传乡村教

师师德建设的典型做法和立德树人

的典型人物；为在乡村学校任教年限

累计满30年的正式在编教师颁发“乡

村学校从教30年教师荣誉证书”。

福利三：教师队伍结构。鼓励和

支持特级教师、高级职称教师到乡村

学校支教讲学，促进教师、校长双向

交流，重点推动城镇学校骨干教师到

乡村学校交流任教。退休或已完成

交流任务的特级教师、高级职称教

师，到乡村学校支教1学年及以上的，

各区县（市）可给予每人每年2万元的

工作经费。

□余 鱼

班上有人举报同学私自带巧克力上学并

骂人。被举报者说：“他叫我把巧克力送给他

吃，就不告老师！我没给他，他就把我告了！”

班主任让举报者看着被举报者把巧克力吃

了，还要举报者写道歉信。理由是：举报者威

胁、勒索同学，选择性讲述事实。最近，因一

块巧克力引发的“班主任惩罚举报者”一事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位班主任说：“我喜欢公

平公正的生活，希望在我的班级里营造这样

一个小小的世界。”

桐庐中学的一位班主任宋卫庆认为，违

反校规（带巧克力到学校）的学生理应和勒索

同学的学生一样受罚，“巧克力事件”中教师

的做法将个人偏好置于道德和校规之上，并

不是公平公正的理性选择。教师如果总是不

自觉地用个人偏好来僭越学生个体对审美和

成长的道德需求，不利于学生形成完善人格

和健康心理，必定会让学校的道德教育失去

作用，甚至走向反面。

省德育特级教师周岚也说，她管理班级

最大的秘诀就是用班规来保证公平公正。每

次接手新的高一班级，开学第一天，她都会把

初拟的班规展示给学生并逐条征询意见，然

后加以改进。班规通过以后，就不折不扣执

行。“每一位学生都是我们心中的至爱，公平

公正的氛围让学生对班级有归属感，对班主

任有认同感。”

在班级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小世界，

真的那么重要吗？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小世

界，来看看我省各地优秀班主任们都有哪些

妙招……

这并非“多此一举”
前不久，教育局举办“文明就在我们身

边”的演讲比赛。学校把一个参赛名额分配

到我班，因为知道我班学生周玉祥演讲非常

厉害。可是，我班坚持了一贯的做法：马上成

立评委小组，商讨确定量分标准，让全班学生

自愿报名，进行公开选拔，最后通过优胜劣汰

确定上报人员。学生们说：“不管什么比赛活

动都要公开选拔，不管有多难，这个规矩不能

被打破。”这让我很欣慰。事实上，通过这样公平公正公开

的选拔活动，学生们会明白“任何成绩都要靠自己努力换

得，成功来之不易”。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获胜者的自信

心。我认为，这就是能力的培养。（永嘉县上塘城关中学
陈建仁）

真正“看见”每一位学生
其实公平公正不是单单指处理事情，还包括关注到每

一位学生。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记得刚任教某个班

级时，我偶尔记住了一位学生的名字。有一次在走廊里遇

见，他向我问好，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一脸的不可置信：

“王老师，才上了一次课，您居然认识我？”“你是我在这个班

级认识的第一个学生哦！好好加油！”他确实一直“好好加

油”，至少在我任教的这门课上。这让教他其他科目的同事

一直向我询问有什么妙招让这“朽木开花”。这次无意中的

关注让我体悟颇多，也改变颇多。

老师们可以经常这样反问自己，“班级中还有多少被我

们忽视的学生，如果我们能够多投一丝关注的目光给他们，

也许他们的人生会有所不同”。（省特级教师 王 姬）

尊严在每个孩子心里
从微格教室回来的路上，惊见小晨眼角有血。我问：

“怎么回事？”话音刚落，小杭大声地说：“排队时小豪用铅笔

戳的。”我半信半疑，小晨在队伍的前面，小豪在最后，怎么

能戳到呢？这时，有更多的学生附和说是小豪干的。小豪

是一个只会用手势表达，不会说话的特殊孩子。他一个劲

地摇头、摆手，涨红了脸。小晨却一直保持沉默。而小杭是

一个成绩优异、活泼调皮的男孩。基于二年级学生“人云亦

云”的心理特点，我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很严肃地问：

“你们谁亲眼看见是小豪用铅笔戳的？”

果不其然，经过仔细调查，原来这是一场“谣言风波”。

我狠狠地批评了小杭，并要求他向小豪道歉，其他同学也纷

纷向小豪道歉。看着小豪微红的双眼和渐渐平复的情绪，

我突然觉得尊严存在于每一个孩子的心里，而老师的公平

公正，是点燃他们尊严之光的火石。

契约精神就是最好的公平公正
作为一名班主任，我最怕学生用“某某也……”的

托词来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似乎别人犯了这样的错

误没有被罚而他被罚了就是天大的不公平，全然不记

得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此，我将这句

“某某也……”的用语列入班级禁用语。学生违反班规

时，如果是老师或班委弄错，他拥有直接向班主任或者更

上级领导申述的权利，但不能说“某某也……”。在我看

来 ，对 于 一 个 班 级

而 言 ，保 证 每 个 学

生 都 自 主 遵 守 规

则 ，拥 有 自 我 管 理

的契约精神就是最

好的公平公正。（杭
州市滨兴学校 姚
贺国）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文/摄

“根据运动状态的变化特点，你

选择了什么规律解题？”“小组讨论

结束，请同学们结合表格，上来展示

一下你在‘问题解决’中形成的认知

策略。”……12月18日，天台中学高

一（1）班的物理习题课上，学生潘依

琳在导学纸上仔细填写着用“力的观

点（牛顿定律）”和“能量观点（动能定

理）”解决问题的不同点和相同点。

“物理概念课、物理实验课、物理

规律课……不同的课型我们都有相应

的教学设计，相同的是，那都是‘学为

中心’的课堂。”上课的物理教师张新

华是郑志湖名师工作室的首届成员。

2011年，他和来自台州各区县（市）的

另9名物理教师一起，跟着郑志湖投

入到“学为中心”的高中物理教学设计

研究与实践中。在去年召开的全国中

学物理特级教师代表大会上，张新华

展示的一节高中物理规律课，让全国

同行们直观、生动地看到学生是如何

通过实验、互动、探究等环节“自动形

成”万有引力定律的。

物理难学？“交权”让学生自己学
《“学为中心”的高中物理教学设

计研究与实践》，是郑志湖团队耕耘7

年收获浙江省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的一个课题。他和他的团

队成员在物理课堂上围绕着“学为中

心”掀起了一次次变革。

2011年，早已是省特级教师、省

功勋教师的天台中学校长郑志湖忽然

发现，每学年课务安排的结果都是“他

教高三”。“我热爱课堂，也愿意教压力

最大的高三，但其他物理教师就这样

令安排课务的同志‘没信心’？”

他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教师、学生

的问卷调查。

“上高一新课时，就有61.8%的教

师把难度较大的高考题布置给学生

做。”“41.7%的教师被学生认为较少

从学生角度设计教学，有38.9%的学

生表示没有全程参与课堂教学。”

这样的调查结果对郑志湖触动

颇大，他下决心要对传统的物理教学

方式进行改革。“‘学为中心’，要真正

实现把课堂的主动权让位给学生，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学为中心’，

明晰教师的责任重点在于教会学生

如何去学！”在这样的理念下，7年间，

郑志湖和他的团队陆续对3500余名

师生进行跟踪调查，组织300多次专

题研究，开出600多节研究课和观摩

课。而在进行研究和课堂变革之前，

他让工作室成员读完至少50本他推

荐的关于脑科学、课程论、教学论等

的教育类专著。

“如今，物理习题课我们有引导

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物

理实验课上，学生们会经历一个提出

问题、猜想、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并分

析，最后形成结论的过程……”张新

华介绍，除了各类课型教学设计，团

队还探究出“学为中心”物理教学设

计策略和“学为中心”物理教学设计

评价。“除了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设

计，我们的学习环境设计就包括社会

层面、认知层面、资源层面和心理层

面四大块的14个环节。”温岭市新河

中学物理教师蔡千斌介绍，课题组最

后形成了任务驱动教学法、问题教学

法等11种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

根据学生实际、教学内容实际等，教

师可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

心无学生？那就多把尺子“量”教师
郑志湖在即将出版的《学为中心

的物理教学》一书的序中感慨：“工作

40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学为中心’的

物理教学研究。”

而这样的研究走向深入的探索

和实践后，他开始在物理学科同行、

学校同事中不断推广。2014年的天

台中学，“学为中心”的课堂变革开始

向全校推广，势头迅猛。“这得益于我

校一直在培育‘以学论教’的思想和

行为土壤。”2010年，郑志湖领衔的

《“以学论教”教学过程发展性评价》

获得全国首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

学研究成果评比一等奖；2014年，因

《基于以学论教的学科增量评价》，郑

志湖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首届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评价先走

了一步，课堂变革就变得‘理所当然’。”

副校长洪琼说。

许海卫是天台中学的一位化学

教师。这位业务能力杠杠的省特级

教师在学校分层走班教学中，承担着

高二化学3个层级班中基础较弱班级

的教学。而即便在同一个化学班中，

她依然进行着根据不同学生特点的

分层教学。“备课备什么？备教材，更

要备学生。”每次教学设计前，许海卫

总要和不同层次的

学生聊，甚至商量

“下节课，我讲还是

你们讲”。许海卫的

课上，愿意上台讲的

学生很多，愿意在下

面“挑刺”的同样

多。“阐述、思辨、质

疑、碰撞……这些

都能很好地暴露学

生问题，而问题暴

露越多，解决得就

越到位！”

“‘好钢用在刀

刃上’，我们用最好

的老师教最需要他

们的学生。”副校长

姜忠勤告诉记者，

每学期“学生评教”

中，许海卫总是被

学生评为“100%满

意的老师”，“‘学生

评教’满意率和评

价学生不按绝对分

数按增量多少，都

是教师年度考核的

重要指标”。

不会自主？多渠道提升学生学习力
“谁说高三学生不做实验，我们不

仅做，重点实验还会多花几节课的时

间。”高三物理教师汤有国告诉记者，

不少高一、高二做过的实验，到高三时

学校都会让学生有计划地重新做一

遍，“从这些年高考的趋势看，测试学

生综合能力试题的比重在逐年增加”。

实际上，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等

学科，天台中学的实验中心“暗藏玄

机”。“基础实验中心服务的是必修课

实验的教与学；创新实验中心有更专

业的实验器材，为学生们的选修课或

大学先修课服务；校企合作探究实验

中心更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为他们今后的职业和专业选择奠

基。”实验教师梁桢慧介绍。

在校企合作的8个实验室中，企

业专家会来校讲解基础理论，学生走

进企业车间实地参观、动手操作，独

特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该校相关学科教师欣喜地发现，学生

在课堂上的学习主动性、参与和探究

问题的比例都大大提升。“他们貌似

花费不少时间在传统的读书和复习

以外的事上，但学科成绩提升‘神速’。”

教师陈孝杰说。

“‘学为中心’的课堂中，不管什

么学科，学生都要学会自己做、自己

讲，自己归纳总结，如此学习能力才

能得到提升。”郑志湖认为，要研究学

生学习路径，学科教师都应系统研究

脑科学和教育理论，“这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要求”。

校长、省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高三物理教师，郑志湖的多重身份让

他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第

二天早上6点多他又会准时出现在教

学楼。晚自修轮值、蹲班辅导、课题

研究、学校管理……即便如此，郑志

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自学两小时以

上。出差的车上、开会的间隙……都

是他读书的时间。

“我们私下都喜欢这样评论郑志

湖校长，说他就是一本鲜活的教材。”

洪琼告诉记者，今年暑假天台县委常

委会专门研究决定，请原本可退休的

郑志湖按政策再干5年，“郑校长在任

22年，我校没有一名优秀教师流失，

也没有一个学生外流，我们都希望继

续跟着他一起品尝课堂变革带来的

甜头！”

“学为中心”的课堂变革，最难的是让教师“交权”。
在山区小城天台县，却有一位高中物理教师，在近40年的时间里逐渐学着并“想尽办法”让自己“交权”，让学校同事“交权”。

“你看，这是我们学校新高考第一年物理学科选考的平均分和满分率。”他手上那厚厚的笔记本上，大气洒脱的红色笔迹记录着天台中学各学科的
高考成绩。他颇有些自豪地说，“学为中心”的课堂变革后，学校已经品尝了好几年的改革红利，“我们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A级率
大幅上升”——

郑志湖：在离高考最近的地方“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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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乡村教师有了更多专业“领路人”

关注

课余、周末、节假日，只要学生提前预约，实验教师
梁桢慧总会将所需的实验室门早早打开，相关实验器
材提前准备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