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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庆

如何抓好学科质量管理

一直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关注

的 话 题 。 那 究 竟 应 该 怎 么

做？我以为教育质量管理部

门可以从四个维度做起。

首先，制定学科质量标

准。很多教师往往将“课程

标准”当作学科质量标准，实

际上这是两回事。“课程标

准”是对教师教学的指导纲

要，更多指向教师的教学；而

“质量标准”，是学生学习质

量的标准，更多指向学生的

学习。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

异。教学管理人员的一项重

要工作，就是将课程标准中的

相关学习要求，转换成可以量

化考核的质量指标（既有量的

指标，又有质的指标）。

其次，建立科学监控体

系。这里的“科学”，有二层

含义：一是监控的标准要科

学。质量管理部门，要根据

质量标准，制定合宜的口头

与 书 面 的 质 量 检 测 标 准 。

这个标准，要和教师们反复

讨论，形成相对稳定的质量

检测标准。这样，教师们在

教学的过程中，才会紧扣标

准教学，而不是很功利地猜

测教研员命题的风格；二是

监 控 的 流 程 要 科 学 。 质 量

监控，不仅仅是终端的纸笔

监控，更多应该是一种过程

与结果相结合、口头与纸笔

相结合、分项检测与综合检

测相结合的监控。而目前，

大部分地方的质量监控，往

往不分城乡，不分生源，只

在 学 期 结 束 组 织 一 场 声 势

浩大的统考，而平时的学习

质 量 ，却 失 去 了 监 督 。 其

实，日常的分项检测，只要

把好关口，由学校实施，完

全可以取代期末的统一检测。科学的

监控流程，应该是过程大于结果，应该

是阶段性监控和终端监控相结合的。

第三，建设课程生态系统。课程是一

个自组织系统，生态系统的任何一个链条

遭到破坏，都会导致整个生态失衡。一味

地把目光聚焦在课堂，一味地把注意力聚

焦在考试，势必忽视课堂和考试以外的生

态因子，而这是非常危险的。相当多的教

研员和教师，以为抓了公开课教学研讨，

质量一定会提高，这样其实有失偏颇。

以我们的语文教学研究为例，当前有一个

很不好的倾向就是离开日常的课堂，孤零

零地研究反复打磨的公开课教学，这是危

险的。我以为，语文应该研究未来的方

向，研究一线原生态课堂和课程建设，而

不是在象牙塔里研究。

第四，追寻绿色教育质量。教育质

量，绝不仅仅只是考试成绩。质量管理，

要着眼长远。几年前，杭外学生在首届

央视“听写大赛”包揽冠亚军，让人们对

该校的语文教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教

研组长倪江的观点是，语文学习，要“靠

大量的高品位阅读去覆盖考题”。一旦

你走进杭外学生的教室和阅览室，你就

会惊叹于学生的阅读广度与深度。真正

重视了阅读，学生的各方面素养，都上去

了。考试成绩，也就不用担心了。从这

个意义上说，走阅读课程化之路，大量

高品位地阅读，应该是走绿色质量之路

的不二法门。

□本报通讯员 吴 彦 王小飞

在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宁海

县西店镇樟树小学从本地特色入手，让

学生们把参加本校文艺汇演的小演员作

为原型，绘在牡蛎壳上，组成了一幅特别

的美工作品图，这幅作品放置在校园的

醒目位置，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

樟树小学是一所外来民工子弟学

校，多数学生来自我国中西部省份的边

远地区。“学生家长多以外来打工者为

主，家庭收入较低，高档的美术品消费

不起，我们就从宁海本地文化入手，让

学生体验手工创意美术的乐趣。”校长

胡齐云介绍。

西店镇有“牡蛎之乡”之称，海滩上

废弃的牡蛎壳随处可见。2013年开始，

樟树小学因地制宜，开始了“蛎壳美工”

主题活动的研究与探索，让被丢弃的牡

蛎壳也能成为精美的工艺品。如今，学

生的作品已在当地小有名气。

盛开的梨花、高贵的孔雀、霸气的

老虎……这些造型立体、惟妙惟肖的工

艺品被摆在了学校展示窗，成了这所农

村小学独有的风景。这里的每件作品，

都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创作

完成。捡来的蛎壳要经过清洗、挑选、

晾晒，再按照各自的形状进行拼接、造

型、涂色。

如今，学校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设

计了有层次、有针对性的主题系列活

动。一、二年级主要在蛎壳上绘画；

三、四年级要学会用蛎壳组合图形；

五、六年级在教师的指导下创作出精

美的蛎壳艺术作品。蛎壳美工从实施

至今，参与人数从 20 人增加至全校师

生，形式从美术活动拓展到每周一节

固定的蛎壳美工社团课，学生的作画

和创造能力获得了较大的提升。每年

西店镇政府举办大型活动，都会将学

生们的蛎壳艺术品作为当地特色文化

展示。

学校利用这一美术特色，通过一系

列活动将德育课程渗透其中，让学生们

懂得珍惜、学会感恩、勇于担当。学生

彭婷婷来自贵州。一天放学回家路上，

雷声大作，大豆般的雨点砸下来，她的

爸爸穿着雨披让三姐妹躲在臂弯里。

后来，彭婷婷就以这件感人的小事为素

材，创作了取名为“爱”的作品。

据悉，该校还把宁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平调“耍牙”表演艺术和西店特色结

合，让学生参与制作蛎壳“耍牙”脸谱，

传承传统文化。去年，在西店镇第一届

牡蛎文化节上，学生们创作的“耍牙”脸

谱受到了众人的热捧。

毕业了，

学生每人出一本作文集

本报讯（通讯员 连健虹）丽水市实验

学校601班学生近日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毕

业礼物：人手一本作文集，这为小学生涯

留下了美好印记。

这些作文集记录了学生们6年的成长

经历。其内容都取材于校园的学习和生

活，风格或优美、或俏皮。该班语文教师

詹丽立一向重视培养提升学生的写作水

平。她经常在班上举办读书心得交流会、

朗诵会、作文漂流等活动，也经常带领学

生定期写心情随笔、日记等。她还组织学

生从课堂作文、考场作文中选出优秀文

章，每月编发一期作文报。

助力聋生

职业生涯规划

本报讯（通讯员 沈 耀）临近毕业，

湖州市教育康复学校教师专门制作了“创

业计划6C法”微课，让聋生了解在创业前

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据了解，近年来该校根据听障学生特

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对自信心不强的学生，教师通过搜集

大量优秀校友案例，帮助他们树立职业自

信。教师也为学生设计了一套从初一到

高二的全程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由心理健

康专业教师承担教学任务。该课程分自

我认识、职业认识、生涯管理、生涯规划等

版块。内容上，他们精选简化了普通学校

的教学内容，使其更加符合听障学生的认

知特点和就业环境。

□本报记者 林静远

身背沉重的背包匍匐前行，在指

压板模拟的“雪山”“草地”上穿越……

这两天，杭州公益中学每个班级都在

组织开展体验式的“崇尚英雄精忠报

国”主题班会。现场，学生们模拟体验

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情景后，不禁感慨：

只是模拟活动，就已筋疲力尽了，当年

英雄红军经历的困难难以想象。

和公益中学一样，教育部下发

《关于在中小学校开展“崇尚英雄精

忠报国”主题班会活动的通知》以来，

我省各校纷纷行动起来，“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的浓厚氛围弥漫在校园。

主题班会是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采访中记者发现，以班级文化为

载体，通过主题班会等形式，把像“崇

尚英雄”这样的德育主题落细、落小、

落实，融入学生心中，是近年来我省

各校探索有效德育较为普遍的做法。

去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指出，要积极建设班级文化，

鼓励学生自主设计班名、班训、班歌、

班徽、班级口号等，增强班级凝聚力。

省教育厅副处级调研员朱丹说：“这些

都是班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各校在设计班训、创作班歌时，既要体

现集体精神风貌，更要在其中融入德

育，让学生懂得做人做事道理。”

杨松梅是松阳县民族中学初二（11）

班班主任。她每带一届学生，都会把

自己的育人目标融入到每一个细节

中，形成了严而有爱的育人风格。初

一刚开学，她就带领学生设计起班

训。在民族中学，每个班级设计的班

训、班歌、班徽等都融入了自己的班级

文化特色。为展示交流，学校已连续

6年举办了班级文化节，学生围绕自

己的班级文化，自编自导展示节目。

“30只兔子勇敢又灵敏，30位少

年活泼又聪明。”这是杭州市长阳小

学五（2）班班歌《向着阳光的星星》的

内容。该班班歌设计融合了顽强拼

搏、不言放弃的精神。校长刘志华

说：“学校的特色是班际足球联赛。

世界比赛中，每支球队开赛前，都要

奏响国歌。借此思路，学校从2016

年开始组织学生自主设计班歌，在联

赛中唱响。”五（2）班的班级 logo是

兔子，班歌的基调欢快活泼。这几

年，学校还举办了“长阳”好歌声活

动，催生出了更多的班歌。

班歌、班训是班级文化的组成部

分，无论哪类都要以德育为主线，围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精心设计活

动，让宏大的主题落地生根。不少受

访的校长表达了这一观点。

长兴县第一小学是全国青少年文

明礼仪教育示范基地。该校一直将礼

仪教育列为学校德育的重点，并提出

了“风尚班级建设”的概念。五年级班

主任陈赟丽在礼仪文化活动中，突出

了中国元素。她在教室墙壁上张贴有

关中国传统文明礼仪的内容，组织学

生讲述孔子、孟子等有关中国名人的

礼仪故事，在重阳节、元宵节等重大节

日，让学生参与相关的活动，弘扬中华

传统礼仪。这几年，该校各班还利用

黑板报宣传有关文明礼仪的内容，帮

助低年级学生制订文明礼仪计划，开

展”礼仪小达人”评比。

“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良传统的

基本内涵之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

淀。”宁波四眼碶小学校长张易说，“一

直以来，我们倡导弘扬传承家乡文

化。每个班级都依据学校提出的要

求，确定自己的班级文化，并组织学生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该校五（5）班学

生们去年曾走进宁波博物馆了解当地

的水运发展历史，还举行了有关宁波

历史的知识竞赛。

结合当下时政热点开展活动，也

成为我省中小学开展大主题教育的

重要载体。每天，江山实验小学的校

园里都会传出宣传清廉文化的歌曲

《有一方圣地》，这是教师们自己创作

的。今年，该校开展清廉校园建设系

列活动，让学生从小懂得廉洁自律。

响应着学校的这一号召，各班也把清

廉作为班级文化内容之一，组织学生

设计了《重清尚廉》《敬廉崇洁》等手

抄报和绘画作品。各班还成立了党

建故事组，由学生担任红色讲解员，

为教师和同学讲述身边的廉洁故

事。在近期开展的“小手牵大手，共

述清廉故事”活动中，学生吟唱起清

廉诗歌和名言，还自编自演《公仪休

拒鱼》等廉洁教育课本剧。

400 年前汤显祖
在遂昌任知县，遂
昌县实验小学依托
这一人文资源，大
力推行昆曲艺术，
让学生学习传承昆
曲。图为近日，102
班一家长和学生们
在校组织的“经典
咏传唱”文艺汇演
中，为大家表演《声
律启蒙》节目。

（本 报 通 讯 员
叶艳景 摄）

昆曲传承昆曲传承 自有后人自有后人

用好班级文化，让德育落细落实学
科
质
量
管
理
可
从
四
个
维
度
做
起

牡蛎壳上有“文章”

视点第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通讯员 谌 涛）“在

方格簇上的，用手指抠出来；在草

龙上的，用手指捞进去，提上来。”

近日，开化县林山乡国芯希望小

学的学生们正在教师余约录的指

导下摘蚕茧。这些蚕茧是学生们

从孵化蚕蚁开始，精心“呵护”出

来的成果，如今丰收了，学生们个

个笑逐颜开。这些收获的蚕茧除

了留小部分做手工艺品外，其他

的销售后换成文具奖励给优秀学

生，共同分享劳动的果实。

国芯希望小学距离开化县城

36公里，蚕桑曾经是当地的支柱

产业。近些年，因为蚕茧价格起

伏不定，许多村民选择了其他增

收渠道，大片桑园荒废。“蚕桑文

化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代表，

虽然桑园荒废了，但我们不能让

蚕桑文化荒废。”对此，时任校长

刘建民开始有了想法。

从 2015 年开始，学校尝试以

蚕桑文化滋养“蚕韵少年”。目

前，围绕蚕桑文化，该校已经形成

了以“扬蚕之精神，塑蚕之形象，

践蚕之品质”为核心内容的“蚕之

韵”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尚德、品

艺、践行三个板块。

学校把蚕桑文化与品德课整

合，设立了“勤奋、自律、奉献”三

门课程。四年级思想品德教师唐

媛媛带领学生共同收集当地历史

上无私奉献的名人故事，在课堂

上进行交流学习。美术教师则以

蚕茧为原料，带领学生开展手工

艺品创作。学生们在蚕茧上描绘

了四大名著中主要人物的脸谱，

也用蚕茧做成各种各种的小动

物，还用软陶捏出形态各异的蚕

宝宝，向人们展示学生们的神奇

创意。

围绕蚕桑文化，学校开展了

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最近，余

约录带领学生利用鲜嫩的桑叶，

完成了桑叶制茶工序。这几年，

在校园的“蚕桑文化实践基地”学

生们进行了养蚕、桑树培育、桑地

养鸡、桑叶制茶、酿桑葚酒、撰写

观察日记等系列活动。为了让更

多学生了解当地蚕桑文化，学校

建起了蚕桑文化体验馆，其中不

仅介绍了当地蚕桑历史，也陈列

了和蚕桑有关的器具，给学生以

直观的蚕桑文化体验。

蚕桑文化滋养“蚕韵少年”

近日，温岭市箬横镇乡村志愿者走进箬
横镇中心小学，为学生传授传统布艺知识。
据悉，今年该校为学生开辟了各类兴趣课
程，邀请当地民间公益组织走进校园为学生
授课。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