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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叶 澜

关于教师发展，近年

来流行的提法是“教师专

业发展”，那就是把教师职

业看作一种具有专业性的

职业。教师专业化最早是

由美国提出来的，它主要

从两个角度提出：一是改

变教师的地位，目的是保

障教师的职业地位进而受

到社会的尊重；二是在操

作化层面，把教师作为一

种专业技术人员来培养。

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行

业的专业人员，其专业发

展毋庸置疑。然而，目前

的问题在于，教师对专业

发展看得太重了，对自己

作为一个个体的发展这一

问题却有所忽视。

很多教师往往日行而

不觉：在学校里，自己在学

生面前是以全部的人格及

一 言 一 行 来 呈 现“ 我 是

谁”，而学生则依此判断

“你是谁”。在这种情况

下，学生对教师的敬仰、喜

欢、抗拒甚至厌恶，都不仅

仅是因为教师的专业，更

是出于教师的人格魅力。

当然，教师没有专业素养

是不行的，因为缺了专业，

教师连讲台都站不住；仅

仅只有专业，肯定也是不

够的，更重要的是教师的

整体发展。

过去，教师被他人称

为“教书匠”，这一“书”一

“匠”概括了许多人对教师

职业性质的认识：他们只

是教“书”的“匠”人而已；

他们只是把已有的知识传

递给学生而已；他们只要

不把知识教错，教对、教好

即可。令人忧虑的是，有

不少教师也认同这样的看

法，他们只为教“书”而行。事实上，教师

不仅需要具备教育学知识，而且需要教育

经验，更需要理念与智慧、实践与反思、重

建与更新。唯有如此，才能使课堂教学的

创新过程成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过程，成为

教师职业的创生过程。

近几年，一些教师培养方式趋于简

化，方法技能操作化，忽视了对教师人格、

广博学识、创新能力的养成，由此也制约

了教师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创造性潜

能的开发。眼下强调提升教师发展的自

觉，其目的不只是停留在造就一批优秀的

教师，更是为了使每个教师都意识到：自

己能成为自身职业生涯的主人。只要努

力实现自我发展，就能胜任当代教师的职

责，并且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提升自己的

生命质量，获得职业尊严。

因而，认识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时代

要求与民族意义，把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挑

战当作时代赋予自己的机遇，以主动积极

的姿态投身于学校变革的实践中，是教师

提升自觉的首议之题。在这个充满变数

的时代，教师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与趋势，

才能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事业需要培养怎

样的人才，从而产生投入教育变革的自

觉，并把这种自觉转化成内在需要，用实

践行动实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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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赵 纪

上周，省教育厅教研室公布了全

省中小学“抗疫情”项目学习案例征集

活动入选名单。这其中，不仅有以新

型冠状病毒为主题展开的跨学科研

究，有以抗疫过程中发生的真实事件

转化为活动主题开展的综合实践活

动，也有围绕疫情中的各行各业而展

开的职业研究，还有关于复学防控方

案的探索与设计……据了解，从今年2

月省教育厅教研室发起“抗疫情”项目

学习案例征集以来，我省一大批中小

学校及幼儿园纷纷付诸行动，开发了

不同形式的项目学习活动。

“大家在实践中发现，项目学习是

疫情期间较受学生欢迎、较为有效的

学习方式。因为这种学习方式‘还学

于生’，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导

者。”在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看

来，这次活动所形成的有益经验，对于

在全省范围内研究与推广项目学习起

到了积极作用。

抓住推动项目学习的契机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

省中小学生不得不进行居家学习，教

师们意识到，传统控制式的课堂教学

无法满足学生在线学习的需求，部分

教师开始尝试赋权式的项目学习，以

提升学生在线学习的效率。正是看到

了这种转变，省教育厅教研室于2月

26日发布了《关于组织中小学“抗疫

情”项目学习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适时地推动了全省各校项目学习的

开展。

仅仅时隔一个月左右，全省各地

各校便发来了项目学习活动方案近

800个。从申报单位来看，包含了从幼

儿园到高中所有学段，甚至还吸引了

特殊学校的参与；而从地区分布来看，

呈现了全省地级市全面覆盖、相对均

衡的态势。

其中，部分地市的教研部门进行

了统筹引领，如湖州市教科研中心组

织当地STEAM学习实践共同体的60

多所学校开展了疫情防控STEAM项

目学习活动。该中心研制了《疫情防

控STEAM在线项目设计指南》，内容

涵盖目标规划、任务规划、活动安排、

材料清单、阶段性成果、评估量表等，

为一线教师提供了项目设计参考框

架。不仅如此，该中心还构建了涵盖

全学段的抗疫 STEAM 项目课程体

系，并编制“新冠病毒的防控”课程，供

学校复学后选用。

全省各地的名师也结合学科特

点，带动区域内教师主动转变教学方

式。杭州市上城区小学数学团队在省

特级教师邵虹的领衔下，依托“互联

网+教育”模式，开发优质课程资源，设

计项目学习任务。比如，针对五年级

学生，该团队将疫情期间的数据信息

整合成以提升数据理性分析能力为出

发点的项目活动。淳安县章荣华特级

教师工作室的成员们则是设计和开发

了“防疫学习项目”，借助“微课程·微

实践·微公益”系列活动这一载体，培

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变征集活动为深度研究
有别于以往单一的征集活动，这

次活动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将征集

活动的评审环节变成一个深度研究的

过程。

面对收集到的数百篇案例，省教

育厅教研室进行了大数据分析。结果

显示，“疫情”“防疫”“抗疫”等出现的

频次最高，各校的案例紧贴活动主题，

结合疫情中的真实情境开展了项目学

习的设计与实施；同时，各校运用设计

活动、制作活动、探究活动、STEAM

项目学习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等多形

式开展项目学习。

在案例评审时，由高校教授、省教

研员及一线优秀教师组成的专家团队

不仅要对数百个案例进行分类和评

分，也要对每个案例进行解构，分析不

同的项目学习如何设计、如何实施，以

及如何支持开展。研究过程中，专家

团队分别针对多学科主题活动、科技

类项目学习、社会性项目学习、学科项

目学习及社会性科学议题这5种类型

的案例，形成了以项目学习设计与实

施为线索、以典型案例为例证的项目

学习手册。

“通过具体案例的展示，一线教师

们看到项目学习并不神秘，而是随着

日常教学能够开展的、学生乐于接受

的学习方式。”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

管光海认为，实际可行的案例拉近了

项目学习与一线教师的距离，有利于

日后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学科项目学习

与跨学科项目学习。

从学生视角复盘学习样态
除了对案例的深度研究，省教育

厅教研室还专门组织研究团队从学生

的视角梳理学生在项目学习中的思

考、实践与收获，特别是针对学生在

“抗疫情”项目学习中的实践形态、探

索路径、大数据分析运用、职业启蒙认

识、线上线下混合学习等角度进行复

盘研究。

在项目学习中，学生到底如何开

展研究？如何探索实践？又有何收

获？在研究团队看来，项目学习的开

展需要学生带着思考、假设，亲身去

实践、验证。在这次“抗疫情”项目学

习中，我省中小学生的实践大致分为

4种形态：探究性学习中，他们观察世

界，产生问题，联结知识，迁移知识；

社会性实践中，他们互相合作解决问

题，建立社会性联系，发展交流与合

作能力；审美性实践中，他们通过创

作视觉作品、新媒体作品提高审美能

力；技术性实践中，他们运用信息化

工具和思维类工具，体会科技给生活

带来的改变。

“项目学习打通了学以致用的‘栓

塞’，以应用意义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

价值，促使学生自发地主动学习。”管

光海分析，通过项目学习，学生在“输

入性学习”与“输出性学习”之间不断

切换与体验，让学习不只是关于知识

积累的过程，更是综合素养与能力的

养成。

从对真实情景的调查研究到对比

分析，再到创意设计与优化改良，每

一个案例都是我省师生项目学习实践

的样态。“这次的征集活动作为我省

项目学习推进‘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曲’，为项目学习的推广研究奠定了

基础。”张丰介绍，“第二部曲”是于9

月开展的项目学习公开课活动，8所

学校将连续5天下午组织一个班级的

学生开展10~12课时的学习活动，而

项目学习的全过程将以直播的方式呈

现；“第三部曲”的项目学习博览会计

划在10月举办，通过现场展示与分享

项目学习的具体内容、组织形态、实

施模式、评价方法等，进一步推广实

践成果。“期待这样的‘三部曲’，能够

推动我省项目学习实施，从而影响学

校学教方式的变革，真正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提升。”他说。

从先行经验到全省推广
项目学习进行时

视点第

自制“龙舟”划起来
端午节来临之际，缙云县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游戏中融入了节日元素。他们自制“龙头”，用

大型积木搭建“龙舟”，用彩旗装饰“龙身”，拿木板当桨，和着鼓点、喊着号子划起了“龙舟”。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摄）

□本报通讯员 陈智林

江山市城南中学学生徐珊帮助残

疾同学打饭近千次，其行为触动了许多

师生；姜昕悦每天悉心照护患病的父

亲，获得省“诚信守礼好少年”荣誉称

号；郑伊敏每天放学后乘坐末班车时，

坚持给公交车打扫卫生，在“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评选中获得特别奖……近

来，该校这些学生的事迹被媒体报道

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点赞。

这所中学为何接连涌现品德好少

年？这与该校多年来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优先”的办校理念息息相关。据了

解，该校于2011年由 3所农村初中合

并而成，当时面临着这样的教育困境：

生源广，原生家庭千差万别，学生素质

良莠不齐……针对这些现实难题，该校

通过多种形式，扎实做好德育工作。

为了将德育落实在学生的一言一

行中，该校创设了“诚毅积分制”。平

时，对于品德、习惯、学习等方面有进

步的学生，该校利用“诚毅积分卡”进

行奖励。每学期期末，学校政教处会

统计各班积分卡数量，并兑换成学生

自主选择的学习用品，最终发放到学

生手中。自积分卡使用以来，涌现出

了徐珊、郑伊敏、姜昕悦等许多品德优

秀的学子。“一张张卡片不仅是荣誉，

更是责任。”徐珊说。

该校还将德育融入到“五类生”帮扶

工作中。2019年3月，学校进行了一次

摸底调查，重点了解包括学习困难生、家

庭困难学生、留守学生、智力障碍生、身

体残疾生等五类学生的详细情况。教师

们在调查中发现，九年级学生小辉（化

名）因母亲生病住院等家庭原因，让本来

成绩就不理想的他产生了厌学情绪。对

此，教师们多次上门家访，在耐心开导他

的同时，还因材施教对其进行课业辅

导。如今，小辉已经重新回归学校，融入

集体生活，重拾学习信心。“学校统一为

需要帮扶的学生发放帮扶卡，卡片上写

明结对教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此拉

近师生距离。”校长毛建平认为，教师作

为学生学业道路上的引导者，其任务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要对学生的思想

情感加以引导。

“德育要打破校园的围墙，家长、

社会人士都应该纳入其中，形成一股

育人合力。”毛建平说，带着“全员育

人”的共识，各班教师发动家长走进学

校，为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文明礼仪、

生命安全、生活理财等系列讲座，不断

充实学校德育资源。同时，教师们还

带领不同年级的学生走出校园，开展

校外生活体验。例如，七年级举办徒

步拉练活动，八年级进行野外生存活

动，九年级开设进村入企、军营体验等

活动。

这所中学缘何不断涌现品德好少年——

让德育渗透于学生的一言一行

摘不到杨梅怎么办？
他们把课堂搬到了杨梅树下

本报讯（通讯员 王 伟 池瑞辉）又到一年杨梅季，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都在讨论这样一

个话题：“越是难采摘的杨梅越是甜，如何摘下这些杨梅？”

为了引导学生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该校科学教师近日把

课堂搬到了杨梅树下，开展了一系列科学探究活动。

早在月初，该校学生就发现，校园里的18棵杨梅树上

的果子成熟了，他们便找来科学教师胡金伟，商量如何采

摘杨梅的事情。为此，胡金伟把科学课堂搬到了室外，在

杨梅树下支起一块黑板，师生一边讨论一边劳动实践。看

着眼前的杨梅，小个子们怎么都够不着，高个子即使够到

了，也都是尚未成熟的果子，那些成熟的果子都长在枝

头。于是，胡金伟顺势引导学生针对劳动中出现的困难，进

行头脑风暴：有些学生说用爬梯，但是有安全隐患；有些学生

说用棒子打，但掉在地上的杨梅会沾染灰尘……经历了一轮

又一轮的讨论后，胡金伟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作业——

“设计你心目中的摘杨梅‘神器’”。

隔天，学生们纷纷拿着自己的设计图，走进了关于杨梅

采摘的第二课堂。在这节课上，学生们一一分析了每个设

计的优劣，并挑选出了一部分可行性较大的设计动手制

作。在一周后的作品分享课上，学生们带来了自己设计好

的杨梅采摘“神器”，并当堂验证各自的“神器”是否灵光，看

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该校校长林群在得知这一系列活动

后，请来了当地的企业家评价学生们的作品，并专门为学生

们介绍杨梅钳子和其他劳动用具的生产流程。

近日，湖州市南浔开发区实验学校的学生
们走进当地的辑里湖丝博物馆，了解从种桑养
蚕到制作成衣的全过程，并体验在蚕桑真丝团
扇上作画。 （本报通讯员 陆志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