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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教师对学校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有

待提高！”

说这话的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普教所副所长李伟涛。5月28日，2020

年杭州市中小学教科研学术周的教育现

代化论坛上，与会专家通过网络同杭州

的教师、校长们分享了教育现代化在现

在及未来对教育人的影响和将给教育带

来的变化。

论坛上，杭州市教科所前期征集并

筛选出的一批面向教育现代化“试水”学

校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各自的探索。

人的现代化是第一位的
“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现代化的内

涵和模式是不一样的。”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信息技术、脑科学等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给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带来显著变化，包括中美

关系的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规则与人类

文明交往方式正发生着历史性变化。这

都对教育现代化产生直接影响。

“人的现代化，是要放第一位的。”李

伟涛说，相对于一直都很重要的GDP，

未来国民幸福指数将更为重要。因而，

教育现代化，首先需要理念转变。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对青少年体

质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我

国，幼儿的体质健康监测是短板。“实际

上，国外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体质健康监

测的主要对象是老年人和幼儿。”李伟涛

认为，关注幼儿思维发展，引导更多的以

游戏为主的亲子互动，是现代化幼儿教

育的模式，“教育现代化追求的体育，体

质健康指标不应仅是体育的各项达标

率，更多的应是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让

学生拥有良好的体育道德伦理、规则和

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五育并举”，是实现教育现代化首

先应转变到位的理念。

教育现代化，需要摈弃一切“旧东

西”吗？李伟涛的观点正好相反。他提

出的第二个需转变到位的理念就是“让

传统与现代融合”。

“越走向现代，越需要发挥传统的作

用。”李伟涛认为，在以促进人的现代化

为核心的变革中，学校会更加注重以德

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融

合发展等，“这需要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如今，不少学校的办学目标开始指

向培养具有追求幸福能力的社会公民。

这也是李伟涛认为的第三个需转变到位

的理念：成就获得感。“未来学校的主要

任务是指向学生幸福的课程建设和指向

教师幸福的研修分享。”李伟涛为此提到

了一项面向上海教师的调查。调查中，

70.5%的教师表示“会向他人推荐自己

学校是工作的好地方”，低于OECD（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83.4%）13

个百分点。“这说明学校在满足教师幸

福感和满意度上有不少工作要做”，李

伟涛说。

“现代化的教育，应是社区、企事业

单位联合学校、家庭共同构建的协同育

人体系。”谈及教育现代化的体系之变，

李伟涛认为，另一个变革是评价学校的

标准开始从单一的学生发展标准，逐渐

向包括学生发展、当事人获得感、营造区

域教育生态环境、学校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一四维质量评价体系转变。

教师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能做些什

么？“教育现代化有两大内容变化：即包

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总体安全

观教育等的观念教育和关注学生创造能

力的科创教育，应被教师们持续关注。”

李伟涛认为，未来，创新教育方式，激发

学生学习能动性和探究欲，开展基于儿

童立场的“管”的方式变革和学习方式变

革尤为重要。

而在现实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并没

有真正投入到学校的创新变革项目中

去？李伟涛认为，这是因为学校“管”教

师的方式有问题，“学校的课程规划、学

科规划和项目设计等，一定要让教师的

参与前置，这样教师才会主动投入到学

校的改革和实践中。”

“更重要的是，学校首先要保证教

师有参与的时间。”李伟涛介绍，有问题

意识，懂得创造试验的教师，才能在不断

循证改进的实证研究中，最终指向科学

的育人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教育现代化的杭州“试水”
推进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家校之间

合作伙伴关系的“参与式”学校治理行

动，是杭州市勇进实验学校尝试的教育

管理现代化探索。“教师开始从以往的

‘服从式’向‘参与式’转变。”校长方斌介

绍，该校为此改变了传统教工大会模式，

化整为零，建立了“校委会—部委会—组

间会”的三级“议会”路径，建立以教师为

主体的发展建议监督机制。在该校，教

师对学校发展不仅拥有“参政议政”的权

利，更有“撸起袖子干”的主体权力。

在教师的参与设计下，勇进实验学

校构建起以“五育并举”为核心的学生

发展素养评价体系；探索以活力学生、

活力教师、活力学部、活力学校四个维

度推进的学校现代治理体系；围绕教师

发展目标，着力建设德育管理项目组、

学科教学项目组、课程建设项目组、专

题研究项目组和临时性项目组等。如

今，方斌发现，“当学校管理着眼于教师

立场，教师便自然地积极开展基于学生

立场的教育教学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初、中期，学生的居

家在线学习如何破解学习习惯散漫、学

习主动性和自主能力不强等问题？

杭州市澎博小学以提升项目学习

“一体育人”的功能，打造起具有“立德

树人”和“一专多能”的项目学习专业团

队。简而言之，推出了每天下午的综合

学科（音体美等）教师“一师包班”制以

及相应的教师研修方式。“学生们能从

这场伟大的‘战役’中学到什么，每天下

午1点到3点，每个班的学生在包班教

师带领下开展项目实践活动。”副校长

楼翀介绍，学校从健康生活、生命观念、

科学素养、责任担当、国际理解、家国情

怀、文化自信等学习研究主题中，提炼

并厘清其中的核心知识、关键能力、必

备品格，组织音乐、体育、美术、心理、信

息等学科教研组教师团队通力合作，强

有力地推出一个个综合学科知识和能

力的项目实践活动。

包班教师瞿菁是一位美术教师。

在她的“致敬英雄、为爱发声”项目实践

活动中，她不仅辅导学生制作“宣传

画”，更开展了“寻访身边英雄”“为爱发

声”“乐高拼搭”等涉及科技、少先队、文

学等领域的系列活动。“教育现代化目

标和传统包班方式的有机融合，不仅让

教师获得了‘一专多能’发展的喜悦，更

收获了学生们的全方位成长，融洽了家

校关系。”楼翀说。

“获得真正的成长，是让教师们收

获满意感的最佳路径。”杭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文思小学为此探索起培养教

师批判性思维的青年问学社，以期改变

青年教师依赖教参、老教师经验、名师

教案备课，但疏于思考的现状。

“没有固有的‘参考书’与‘标准答

案’，倒逼青年教师在真实透明的情境

中聚焦自己需解决的问题及目标，并付

诸行动。”文思小学教科室主任徐佳介

绍，在青年问学社，青年教师不仅通过

撰写“小提案”或“小研究”记录自己的

实践，更通过寻求研究合伙人组队研

究，尝试从多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和方法。“每个研究团队还需通过专家

智囊团组织的答辩环节，就研究问题的

价值、策略的有效性等开展思辨，最终

将能够在课堂上运用的有效策略优化

提炼成研究方案，运用到课堂实践后再

进行反复验证，最后提炼形成经验总结

或者小课题。”徐佳认为，教师只有增强

自身的探究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才能有效带领学生进入到现代化的

自主探究学习模式中。

未来，学生的学习是什么样的？

也许，是区域新型学习中心“未来

科学+”探究厅的模样。“作为一所普通

公办老旧小学校，唯有不断寻求学、教

方式的变革之路，方能弯道超车，实现

人的教育现代化。”杭州市抚宁巷小学

为此格局很大，近两年来先后打造出

“未来科学+”探究厅和“问题化学习教

室·多元化学习空间”。校长梅升君介

绍，今年开始，学校将通过“问享式学

习中心”“问享式课堂”，变革学、教方

式；通过面向区域校内外学生的“未来

科学+”探究厅课程；通过提供必要的

材料、资源、师资、路径、评价等的支

撑，让学生们在自主选择、项目推进、

合作探究中，获得更多的成功体验和

能力提升。

□王荣平

早读的时候，博文跷着二郎腿

斜坐在座位上，一只手撑住低着的

脑袋。他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不读

书，也不来背诵？我想定是要偷懒

吧，但也没有当众揭穿。下课后，我

问他，你咋没读书？他看着我，不作

声。我看了他桌上，放了几本资料，

唯独没有语文书。

“书呢？”

“我没有书……”他轻轻地、慢

慢地说。

“学校都寄到你们家里的呀？

回家好好找找，说不定放哪里了。”

他不说话了，只是看了我一眼。

“如果真的找不到了，那就去教

导处说明一下，再去要一本。”

他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后

来我也不说话，默默地走开。我想，

今天他只是没带来而已，说不定明

天他就找到自己的书了。

第 二 天 ，上 课 的 时 候 ，我 看

他 在 看 书 ，还 用 笔 在 写 字 ，便 放

下心来。

下午放学前，我去到教室，看到

了博文，特地跟他说：“我们每天背

诵一首诗如何？”他没说话。我说：

“其他同学都是一次性背5首，你就

背1首，好吧？”他鲜有表情的脸松了

一点，轻轻地说：“可以。”我于是站

到他的旁边。

他并没有马上拿出书来，而是

跑来跑去，在教室里前后忙了一

阵。过了会儿，他回到了自己的座

位旁，伸出手来，一声不吭地将前排

同学放在桌上的语文书拿了起来。

这个孩子，他要借书，也不对同学说点啥吗？我

再次向他确认：“你是不是没有书？”他只是看着

我，又不说话了。我想确认无疑了。他之前可能

并没有书，做笔记也只是装样子。

我说：“那就去教导处拿吧！现在去好了。”

他不动。

“你知不知道教导处在哪里？”他摇摇头。

哎呀，我没有猜到他不知道教导处在哪。在

这个九年一贯的学校，他已经上到了七年级，却

还不知道教导处的所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

庆幸没有用“你怎么会不知道”之类的评价话语

去伤害他。

我想，这次不必再跟他说去哪里拿的事，而

是要直接落实这件事，帮助他拿到语文书。我应

该亲自去教导处帮他拿来呢，还是陪他走一趟；

抑或找同学帮他拿，还是让同学陪他去拿？我思

忖了一会，决定找个同学陪他去拿。

陪他拿，那么他知道了拿书的过程；让同学

陪，则为他开辟了求助通道，让他下一次有困难

时懂得如何求助。我决定要首先教会这个不善

言辞的孩子，有了困难该怎样求助。

我叫来了宏威。这个男生非常开朗，体育

好，性格好。正好他收拾好书包了。宏威过来

后，我对博文说：“你可以找宏威帮忙，陪你去教

导处。你现在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博文说：“我

没有语文书。”我一听，这个话完全没有说清楚

呀，称呼都没有呢。我要给他示范一下。我说：

“应该说，宏威，我想让你陪我去趟教导处拿语文

书。眼睛看着宏威说。”博文看着宏威，重复了我

教他的话。我说：“把缺的书都拿来吧！”宏威马

上答应了，带走了博文。

不久，博文回来了。我看到他手上拿着语文

书。他打开书的时候，脸上是含笑的。我说：“博

文，有没有谢谢宏威？”他听到我的话，就朝着宏

威的方向轻轻说：“谢谢啊。”我说：“你要走到宏

威身边，认真地对他说谢谢。”他于是走过去了，

对宏威说谢谢。等他回来，我说：“博文，你做得

很棒，你今天学会了求助和感谢，以后碰到问题，

你就这样做。”他看着我点点头，脸上终于有些放

松了。

这瞬间，我一下子悟到韩愈所说的“师者，传

道受业解惑也”。凡有“惑”，教师都应该解答呀！

走出教室，夕阳的余晖斜照在走廊上，一缕

缕光线里跳跃着无数的黄金。我忽然意识到，博

文作为独一无二的生命，从此在我的教育生涯中

有着闪烁的光芒。他教会我：对待慢孩子，还是

要回归师者的初心。

孔子曰：有教无类。这句话虽经岁月侵蚀，

在时代浪潮中被速度冲击，但在我听来，仍有铿

锵之音。学生遇见教师，是一种缘分，这样的缘

分是未知与已知的关系。对我而言，就是让学

生从未知走向已知，无论这个知识属于书本还

是生活。不能总是“自以为”地评价他们，觉得

他“怎么这样”，而脱离了学生的独特背景。世

上没有相同的树叶，也不会有相同学情的学

生。多问问他想了什么，多听听他说了什么，多

聊聊他做了什么。无论这名学生的速度如何，

作为师者的我，都要以他的速度为起点，回归初

心，柔情以待。

教，所有未知，皆可教。把分数忘掉，把身份

忘掉，把过去忘掉，只这一刻，需要教的，都教。

遇见慢孩，评价里要有鼓励，鼓励里要有方

法，方法里要有训练，训练里要有柔情。

（作者系杭州市景成实验学校班主任）

□本报通讯员 周 盛 徐 叶

3年前，她作为一名二孩妈妈，毅然

走上援疆之路；3年后，她作为援疆干部

家属，送别丈夫援疆，一肩挑起了工作和

家庭两副重担。

她叫陈微妹，宁波市同济中学一名

普通的历史教师，为爱走出了一条特别

勇敢的路。

“带娃”换岗还考出了会计证
2001年，陈微妹从浙江师范大学毕

业。这个来自温州的“小妞”，骨子里有

一股子拼劲，离开家乡到宁波市鄞州区

横溪镇中心初级中学任教。在这所初中

的10年，她拿下了作为班主任的不少荣

誉。教初中历史与社会学科，她总有自

己的一套方式，上课表现力强，学生们也

爱听，工作3年后拿下区教坛新秀，也在

意料之中。2005年生下儿子后，她依然

是个“拼命三娘”，工作家庭两不误。

为了支持爱人的工作，从2011年

起，陈微妹屡屡换岗、换学校，到海曙区

一所初中工作后，又应聘了宁波市同济

中学的出纳岗位。岗位要求不低，陈微

妹带着娃，硬着头皮考出了会计证。此

时，她已深切意识到时间管理的重要性。

此后，因学校工作需求，她又开始教

高中历史课。陈微妹咬咬牙，重新开始，

每天像个小学生似的，跑到其他历史教

师班里听课，不断对照课标和考试大纲

磨课。陈微妹表示，她始终相信，只有自

己“不断飞”，才能带着学生“一起飞”，努

力总会出现奇迹。

陈微妹所在的同济中学政史地组大

办公室，教师们不辞辛苦地为学生们辅

导功课，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

名体育特长生逆袭后考入浙江大学，也

时常振奋陈微妹的精神。她也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不断激发学生潜力，为学生

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紧追“先进”，毅然选择援疆支教
因为喜欢孩子，2015年，陈微妹产

下二宝，成为二孩政策放开后同济中学

首批二孩妈妈。“总感觉生养孩子影响了

工作，希望趁自己还年轻再‘先进’一

把。”陈微妹说，当时正好宁波市鼓励教

师援疆支教，她觉得机会来了。

2017年，陈微妹作为宁波市第九批

援疆教师的一员，前往阿克苏地区库车

县第二中学，开启了为期1年半的支教

生活。

“我们舍家保国，倾情援疆，立足库

车，扎根二中，团结协作，用实际行动体

现援疆教师的价值……”这是初到库车

时，援疆教师们在现场的宣誓。在新疆

库车的1年半时间里，陈微妹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责任与担当。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陈微妹结合学

科特色，在课堂上积极培养学生们的爱

国情怀；作为一名导师，她时刻关心年轻

教师的成长，所带学员在库车县高中历

史教学比赛中获得一等奖中的第一名；

作为援疆巾帼团队的一员，她把对孩子

的爱给了当地的学生，发动同济中学的

“爱心妈妈团”为新疆学生进行冬季衣物

和书籍的捐赠。同时，她还和宁波朋友

一起结对、赞助失去父亲的维吾尔族女

学生，为民族团结一家亲作出了贡献。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优秀援疆教师，

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优秀援疆人才，这些

荣誉是对她1年半援疆生活最好的写

照。“真的特别感谢家人，没有他们，我怎

么可能坚持下来。”陈微妹说，感谢他们

给了自己圆梦的机会。

援疆接力，柔肩扛起两副重担
2020年1月，宁波市第10批援疆干

部欢送会举行。陈微妹作为第9批援疆

干部人才也到现场交流了经验。令在场

很多人敬佩的是，她还是这第10批援疆

干部的家属，她的丈夫朱伟即将赴新疆

支教1年半。

原来，2017年丈夫朱伟前往新疆

探望她时，曾与库车二中党委书记周卫

平有过交流，也在心中埋下了援疆支教

的想法。当有了新的援疆任务时，朱伟

便提出了自己的意愿。虽然知道这一

点头意味着什么，陈微妹还是毫不犹豫

地说：“我支持你，放心去，家里的事我

能搞定。”

2020年4月送别丈夫后，陈微妹成

了家里的顶梁柱。她的“超强时间管理

术”和乐观的心态再次发挥出极为重要

的作用。每天早上6点起床，送儿子上

学，晚8时40分接回；下班到家陪伴上

幼儿园的女儿，继续弥补因援疆生出的

疏离感，给孩子养成好习惯；晚9点等女

儿睡后，和念初三的儿子聊聊天……

家里的节奏紧锣密鼓，学校里也一

样。陈微妹承担着高一2个班的历史教

学任务。同济中学是寄宿学校，在校时

间比较长。为了确保学生的学习效果，

陈微妹总是利用各种休息时间给学生们

义务辅导。午休时，她的办公室门总是

向他们敞开，有问必答。

“在校期间抓紧利用好每一分钟，保

质保量完成教学工作。”陈微妹说，尽管

每天从睁眼开始就跟打仗一样，但是总

要为成功找方法，不要给失败找理由。

问及丈夫的援疆工作，陈微妹笑着说：

“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是我们两人

各自成长的重要里程碑。”

陈微妹和女儿送丈夫朱伟援疆

有家 有二娃 更有“诗和远方”
这对夫妻接力援疆支教

探索教师幸福感的教育现代化“长”啥样
杭州这些学校正在“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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