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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很多初中的教学现状依然为：区

域依靠统考统测，学校强调教考分离，

教师采用题海战术。”1月10日至11日，

在杭州召开的浙江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改革实验总结会上，省教育厅教

研室副主任张丰依然清晰地记得5年前

那次面向全省中小学教师不记名调查

的结果，“七成以上的受访者反映当地

教育局以区域性考试作为评价学校的

主要依据！”

“这是‘政绩’思维在教育管理中的

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下移责任的‘懒政’

行为。”2013年，浙江省成为国家中小学

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2017

年，初中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机制重建项

目启动，6个县区和34所初中成为试点

单位。“我们努力构建的是还原学校考

试‘促进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诊断改

进的功能，强调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学

校教学质量管理机制。”省教研室评价

部主任方张松介绍。

重建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机制
无视学校基础差异、学生差异，强

化横向比较，“以考逼学”的传统统考统

测型管理制度，被63.5%的被调查教师

“评定”为：“不认可”“弊端重重”。

“统考统测是在教育活动中推行工

业化生产的指标管理，助长了不论路

径、不计成本、不顾规则地谋取高分的

做法。”张丰介绍，2013年浙江被确定为

全省参与的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实验区后，率先提出了“教育

质量管理”的概念。2014年开始，我省

开展“区域教育质量管理的经验与问

题”调研，提出教育质量综合分析的观

点，呼吁区域层面应重视“结构性质

量”，学校层面应重视“过程性质量”。

“手术刀”挥向了初中学校的作业与

考试制度。“抓住了目前教学环节中最纠

缠不清的症结所在。”张丰这样评价。

2017年，初中学校教学质量管理机

制的重建项目启动。4月，省教研室面

向全省初中教师开展了“学校作业与考

试情况的在线调查”，超过3万名初中教

师和学校管理者参与。2018年年初，调

研报告《从校内考试制度看优质学校的

密码》问世。

“优质学校注重作业与学习者的适

切性，增加的一般是适合不同层次学生

的弹性作业，较少采用刚性增加作业的

做法；

重视校本作业，教学质量越高的学

校，教师作业改编的比例就越大；

作业批改率高，教学质量越高的学

校，越重视作业的批改；

校内考试基本自主命题，强调的是

自主命题的过程中，教师教学把握能力

的提高，以及对教学的配合与支持；

校内考试设置与频度相对理性，更

重视单元检测；

重视试后分析与教学研讨，试后分

析中选择的统计量更多，分析方法更多

样，试后分析的教研活动更深入……”

这些，都与报告中大多学校考试频

繁，轻视“单元检测”，强调“月月考”“周

周清”，试卷却基本靠“引进”；刚性作业

多，大多作业却来自市场购买或网络下

载等状况大相径庭。

“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却不知道考

试会考学生什么，甚至放弃了作业内容

的把控。”方张松认为，在片面强调教考

分离的背景下，被剥夺了考试命题权的

教师缺乏专业自信，教师们想的不是怎

样的教学令学生受益最大，最能促进学

生素养发展，而是去揣测“会考什么”，进

而出现引进试卷、购买作业等“乱投医”

行为。

促进管理部门监测、服务功能
“评价是为教育服务的，要从以前

的只看分数，到看见儿童、看见教师、看

见学校。”1月10日，在我省的评价改革

实验总结会上，教育部教育质量监测中

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凌艳对

东阳市学校评估的10条“多维度”标准

予以充分肯定，“学校质量评估的根本

目的就在于发展的价值引领”。

学校质量的评估和管理要返璞归

真，首先需各地教育管理部门的“自我

革命”。

成为国家改革实验区后，我省先后

3次进行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监测。“逐渐采用‘学科核心素

养+影响质量相关因素’的质量监控方

式，突出关注学科的核心素养和发展环

境。”省教研室评价员沈启正认为，这

“逼迫”地方开始进行更细化和有针对

性的区域教育监测和调研工作。

“学生学习动力越强，毅力也越强；

女生学习自信心普遍低于男生……”这

是嘉兴市南湖区在对学生学习力调研

中的发现。

“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高层次

思维的运用，学生们还是相对欠缺的；对

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影响学业成绩的

学习策略因素是学习坚持力……”这是

平湖市在对小学高段学生学习策略状

况调研中的发现。

“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的学校，

学生在‘沟通与合作’‘创新思维’‘探究

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这是杭州

市江干区在基于“学习调查”推进学校

教学改革调研中的发现。

丽水市莲都区开始引导学校和教

师们分析调研数据，“虽然八年级教师

的表现优于四年级教师，但八年级学生

的‘学业成绩’指标排位却低于四年级，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杭州市西湖区不

仅开始探索建立素养指向的学科专项

监测体系，而且启动了学生校园生活幸

福指数的测评……

“当调研数据‘告诉’我们，学生的

综合素质发展水平与学生学业成绩之

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教师的课堂教学

与精神状态对学生学习素质和综合素

质产生显著影响……管理者该做什

么？”某地教师进修学校负责人发问。

“剖析原因后我们知道，教师的学

科素养、教学素养和综合素养是学生核

心素养发展的最大瓶颈时，管理者又该

做些什么？”一位校长紧接其后。

“我们要教给教师们读监测数据的能

力，给予他们倾诉和反思的时空和平台，

及时对教师的成长提供帮助。”李凌艳说。

素养评价的探索与命题技术的革命
儿童生活力综合素养评价、学生综

合素质报告单……1月11日，杭州市西

湖区各校在总结会上展示了“形态各

异”的综合素养评价的探索实践，得到

了与会代表们的广泛赞誉。

“实际上，2014年省教育厅明令禁

止小学一至三年级开展任何形式的统

考统测和纸笔测试后，给广大小学出了

个‘难题’，但也激活了基层学校关于评

价的实践智慧。”张丰欣喜地介绍，经过

这几年的实践与探索，从小学低段到小

学全学段的分项等级学业评价和基于

学科核心素养的小学生学业评价体系

已初见端倪，“焦点已深入到如何将评

价融于学习活动，体现其促进学习的本

质功能的事实规律”。

改革，逐渐推进到“重难点”——升

学中综合素养的评定和纸笔测试中核

心素养的考核。

品德表现、运动健康、艺术素养、创

新实践……宁波市构建的初中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更多的是学生互评、学生

自评的落实。“学生的综合素养评价等

级已经成了各级高中录取新生的前置

条件。”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党总支书

记丁耀方介绍。

而嘉兴市从2018年起降低中考科

目的满分值，将综合素质评价情况按等

第折算为相应分值纳入升学考试总

分。这是第一个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结果实质性纳入高中招生的地级市。

“也许这只是‘权宜之计’，有许多需要

改进的地方，但它突破了荆棘林，真正

体现了综合素质在升学中的分量。”沈

启正这样评价。

“中考命题评估机制，全国只浙江

和江苏有。”教育部中考改革专家组成

员、山西省教育厅正厅级巡视员张卓对

我省的中考命题改革和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大为赞赏。

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当下，核心

素养的培养如何真正落地？探索“素养

立意”的考试命题逐渐成为各地学科评

价研究的重要课题。

“听长辈说制作凉拌菜不能添加黄

瓜，难道黄瓜能使蔬菜中的营养流失

吗？”这样贴近生产、生活常识的试题，

已不再新鲜。“我们倡导从生活现实、科

学史实、重大发现、经典发明等的工作

原理中出题，帮助学生认识科学的本

质，领悟科学的批判性和统一性。”省教

研室科学教研员王耀村这样说。

于是，嘉兴市的中考语文试卷中会

有这样的阅读理解题——“文中马厅

长、公安局长没有对黎鸣的违纪行为进

行严肃处理，你是否认同他们的做法？

请结合文本和生活经验，陈述观点和理

由”。嘉兴教育学院语文教研员徐玉根

认为，“这是对素养考查价值取向的探

索，思考的是如何在阅读中促进学生的

思维发展”。

如何在测试中促进学生的思维发

展，除了中考这样的“大考”，更多的应

该是在平时的作业和单元测试中。而

2017年面向全省初中教师开展的“学校

作业与考试情况的在线调查”却显示，

教师的命题能力相对欠缺，半数教师两

年内未接触过关于命题的研讨与培训，

约三分之二的学校未重视在校内组织

命题培训与研讨……

加强对教师命题技术的培训与指

导，迫在眉睫。

“整个活动分为原创命题、试题选

优、采访指导、说题创编四个环节，紧张

激烈的时候，我看见几乎所有学校的教

研组长都站起来了。”说起该区的初中

语文优秀试题说题评比现场展示活动，

西湖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王伟

骄傲的事情有好几桩：学生开始积极主

动地读书；教师对语文素养的教学有了

清晰的认识；不少校长开始带头参加说

题活动……

如今，我省不少县区市启动了对教

师命题能力的培训工作。如温州市启

动的素养命题工程中，5年来有5000多

人次的初中教师参加了命题的分析和

研讨活动。方张松表示，2019年，将启

动面向全省所有县区的命题技术与教

学测验的培训指导与研讨交流。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小学师德规范的
三阶段演进
□蔡志良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

升。在这过程中，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国家先后

颁发了 6 个关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或要

求。梳理这些师德规范的变迁，有助于我们理解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内容的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新

时代教师的职业行为规范。从 40 年中小学师德

规范的内容变迁和形式变化看，可以分为以下 3

个阶段。

叙述式的单一引导鼓励阶段
1984年，教育部、全国教育工会颁发了《中小

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试行草案）》，从爱国爱党、

热爱教育，遵循规律、教书育人，认真学习、精益求

精，热爱学生等方面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提出

了原则要求。这是我国正式颁发的首个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

1991 年，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国家教

委、全国教育工会颁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其核心是要求广大教师坚持社会主义方

向，教书育人，精心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新人。这一《规范》在整合保留《要求》基本

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保护学生身心

健康”等内容。

这一阶段的《要求》和《规范》，从形式上看，是

以长句叙述的方式表达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

的，尽管表述清晰、通俗易懂，但存在不便记诵的

问题。从内容上看，提出的都是“应该做什么”的

要求，属于正面导向与动员鼓励，缺乏“不应该做

什么”的禁行性的底线要求。

纲目式的引导为主、禁行为辅阶段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

段，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快速提高的同时，也

出现了“以罚代教”“以教谋私”“有偿家教”等现

象。1997 年，修订后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发布，提出了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

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

表等 8 个方面的师德规范。这一《规范》首次以

“纲目+说明”的形式加以表述；首次提出了一些

“不应该做什么”的禁行性要求，如“不讽刺、挖苦、

歧视学生”等。

进入新世纪后，人民群众从“有学上、有书读”

的要求转变成了“上好学、读好书”的需求。2008

年，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重新

修订和印发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这一

规范将师德规范纲目凝练为“依法执教、爱岗敬

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6

条，并针对社会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保护学生安

全”“不违规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自觉抵制有偿家

教”等要求。

这一阶段的师德规范在形式上都是采用“纲

目+说明”的表述方式，显得精练简洁，易于记诵。

在内容上，一是更加指向教师职业活动的特点；二

是关注社会反映的突出问题，明确表达态度。

纲目式的引导与禁行有机整合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广大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改革

创新、服务社会，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和社

会的尊重，但也存在一些放松自我要求，甚至严重

违反师德规范的行为。为此，2014年教育部发布

《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明确

教师不可触犯的 10 种师德禁行性行为。这是第

一次给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划出了一道明确的师德

行为底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造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教师队伍，2018年11月《新时代中小学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发布。《准则》以“纲目+说

明”的形式对中小学教师提出“坚定政治方向、

自觉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潜心教书育人、

关心爱护学生”等职业行为要求，涉及教师的政

治行为准则、法纪行为准则、文化行为准则、教

育行为准则和品德行为准则，涵盖教师职业活

动的方方面面。

与以往历次颁发的师德规范不同，《新时代中

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的每一项准则既

以“应该做什么”的方式表达其引导性、激励性的

要求，同时用“不应该做什么”的方式明确其禁行

性、警示性告诫，既为教师提供了行为导向，又划

定了行为底线，从而将引导性和禁行性紧密结合，

达到了两者的有机整合。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通讯员 胡格格 马 波

手指翻飞、身段灵巧、云步轻点、眼

波流转，举手投足间，越剧美男子的形

象就跃然而出。“行过三里桃花渡，走过

六里杏花村，七宝凉亭来穿过，九里桑

园面前呈……”《何文秀》经典唱词一

出，曲调婉转、字字情真、闻着动容。

三尺讲台上，时而严肃认真，时而

趣味生动，是学生们答疑解惑的好老

师。加减乘除从他嘴里讲出来，不再枯

燥晦涩，学生们也最喜欢这个“大哥

哥”，私下里七嘴八舌地夸奖他。

谁能想这白净腼腆的越剧小生和

严谨理性的数学教师是同一个人呢？

张伟渭是慈溪市开发小学六（1）班

的班主任、数学教师，从教已经5年多

了。他可以算是个不折不扣的斜杠青

年——数学教师、越剧发烧友、英语达

人，每一个标签都差了十万八千里，但

被他收集于一身后，反倒互为助力，融

合得十分巧妙。

越剧是张伟渭最大的兴趣爱好。

“小时候跟着外婆天天听，自然就对越

剧情有独钟了。”在学校开设越剧社团，

他有这样的“小算盘”：“学校里的学生

大多是来慈务工人员的孩子，对本地文

化了解得不多。学越剧可以成为他们

了解浙江传统文化的一个方式。”呼应

他设想的，是学生们热烈的反响。

“越出风采”越剧团成立才短短1

年，团员们却动作到位，唱词精准，个个

灵气十足。在该校举办的慈溪市城区

学校德育品牌现场会上，“要一慢二看

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安全行为养

成好，平安幸福万年长……”一首由《我

家有个小九妹》改编而来的《交通安全

最重要》的越曲赢得了在场领导、教师

们的满堂彩。

“最难的还是发音，毕竟越剧的唱

词本就是吴越地区的方言，孩子们大多

不会讲，要让他们发音标准就得练习无

数次。”陈先微是六年级学生，也是越剧

团的一名小团员。说起越剧，她有一肚

子的喜欢要表达，“在家里我表演给爸

爸妈妈和姐姐看，他们都夸我唱得好，

我姐姐还想跟我学呢！”

张伟渭的本职工作是学校里的数学

教师。“当老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有

‘爱心’，你对孩子多了解关心一分，孩子

都能感受到，他们喜欢你，成绩自然也会

上去。”张伟渭现在带的班级是四年级才

接手的，但学生们对他的感情却很深。

只要张伟渭一进教室，学生们都冲着他

笑；一讲话，学生们便目不转睛。

原本数学是班里很多学生的弱项，

张伟渭接手后，学生们进步飞快。去

年，张伟渭带的班级获评宁波市良好班

集体。

“性格好，对我们大家都很温柔，有

什么困难都会帮我们解决；也很厉害，

他上的课我们都很爱听，不懂的问题经

老师一讲就变得很简单……”学生崔新

悦细数着张伟渭的好。

关关注注 多数学生学习自觉性较弱，女生学习自信心普遍低于男生，学习动力越强的学生学习毅力越强……期末季，逐渐“疏离”

统考统测的各地各校正不断加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监测、调研和评价探索。而对于教师们而言，2019年将面向全省的——

在这所新居民子女学校

有一位教越剧的数学教师

学校教育质量管理机制重建，你准备好了吗？

1月17日，绍兴市塔山中心小学二年级学生在当地一商场参加了“游考体验新
评价”活动。在“辨方向，找店铺”“读名言，辨材料”“送祝福，购商品”等项目中，学
生们的识字、口语表达、计算等能力得到了考查，学会合作、主动沟通、孝敬长辈等
素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丽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