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金 澜

“课堂要从学情出发搭建支架，

展示学习成果再进行全面推进。”

“课堂中，适当地向学生示弱，把说

的机会留给学生，激发学生的思维

能力。”……最近，一场关于全面落

实“双减”、提高校内教学质量的交

流会在台州市椒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展开。椒江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

总督学李文斌，校班子成员和各学

科骨干教师在交流会上畅所欲言。

7月，中央发布“双减”政策后，

校外培训机构的发挥空间大大缩

减，学校育人主阵地地位进一步明

确。没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加餐，光

校内上课能吃饱吗？暑假期间，不

少家长提出质疑。的确，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不仅要严格管

理校外培训机构，更要提高学校教

育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缓

解社会和家长焦虑，降低家长送孩

子参加校外培训的冲动。

8月，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联合出

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优

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提高学

生在校学习效率；积极创新课堂教

学模式，强化教育教学与生产生活、

社会实践的联系，突出实践应用，提

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路径已明，重任在肩。记者了解

到，才开学，不少地区和学校就召开

了教学改革分析会，教研员、校长、教

研组长、任课教师齐聚一堂，剑指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向课内40分钟要

效果。在我省，不少地区和学校早已

先行一步，多年前就上线了针对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的教改行动。

9月1日下午，金华市第四中学

玉泉校区科学教师聚在小会议室

开始每周例行工作——集中备课。

该校党支部书记梅庆华告诉记者，

想把课上好，首先要提高备课环节

质量，不打无准备的仗。金华四中

玉泉校区以集体备课为抓手，分散

兜底、集中研讨，实行研课、观课、

议课、优课为主要环节的“四课”模

式，狠抓课堂教学效率，向 40分钟

要质量。

“提高课堂质量，促进有效学习，

要最大限度地唤醒学生主动学习的

潜能与意愿，营造学为中心的课堂。”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素

平介绍，多年来，温州市开展“促进有

效学习”课堂变革优秀实践案例、课

堂变革优秀试点项目、示范学校等系

列评比，还研制了《“学为中心”课堂

评价标准》，并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

开展学习力测试，为“学为中心”课堂

改革提供数据支持。

有了强大的后援，各学校踊跃

尝试，翻转课堂、小组学习、学案导

学、学情诊断等诸多实践打破了原

本沉寂的课堂：课堂热闹了，学生发

言积极了，倾听、记录、讨论、质疑变

得习以为常，满堂讲、满堂灌、满堂

问的教学方式成为历史。

无独有偶，在宁波市海曙区，

“三动课堂”教学探索已经持续 9

年，每年都会组织课堂节，通过这个

平台展示最新成果。“‘双减’对教改

是一次助推，刺激更多学校和教师

加入进来。”海曙区教育局教研室副

主任胡苗坤认为，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就是要在课堂上解决学生的主

要问题，教师把主要问题瞄准讲透

了，学生也没必要加餐了。

提升课堂质量，更需要教研部

门当好智囊团，上下拧成一股绳。

2011年起，嘉兴市南湖区启动“学导

型教学”的变革。教改初期，南湖区

组织每一门学科的核心团队开展技

术攻关，研制基于学科特征的多元

学教方式。为了让一线教师及时把

握这些基本的学教方式，项目组汇

编出版了《“学为中心”课堂转型实

践指南》，印发给全区所有教师，帮

助教师把握好学与导的关系。如教

师在实践中遇到教改困难，项目组

会单独设计解决方案。

各校投入实践后，教研员们再

把方向相近的项目组成项目群，重

点打造培育。比如辅成教育集团的

“创智课堂”，新丰镇中心小学的“成

长课堂”，北京师范大学南湖附属学

校的“生命课堂”等在整体推进上进

度相同，教研员就单独建群，各校轮

值举办业务交流活动。目前，南湖

区已组建4个群，30多所学校参与，

3年一轮调整。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还得搭上

信息化的顺风车。杭州市萧山区城

南初级中学在开学前夕组织了一场

“聚焦‘双减’，以学定教”的全员大

数据精准教学培训，引导教师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横向采集学生线上

作业、同步测试、月考、期中考、期末

考、学业水平、区域联考及模拟考试

等各种数据，纵向采集学生从入学

到毕业各个时段的数据，筛选出全

班学生的共性薄弱点，及时调整教

学进度和内容，提高授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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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更多的家长不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学校必须充分满足学生学习需求，这对学校教育提出

了更高更细的要求。浙江省各中小学校如何积极作为，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本报今起开辟“‘双减’之下学校何为”系列报道，本期刊发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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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让学习回归校园

诸暨发布校园
“周营养菜谱下单系统”

本报讯（通讯员 宣建江）日前，诸暨市教体局

举行学校学生营养与健康交流研讨会。会上，由诸

暨市教体局和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联合开发的“周营养菜谱下单系统”正式发布。

“周营养菜谱下单系统”覆盖该市中小学和幼

儿园，不仅提供了 200多道基础菜谱供学校下单

时备选，而且依托诸暨美食营养协会的专业营养

师队伍，实时为学校菜谱的营养搭配提供专业指

导意见，还可以根据学校需求，借助下单系统远程

对区域整体及学校一对一周期性菜谱进行后台分

析评估，给出学生餐营养搭配和合理膳食方面的

建议。系统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所有菜谱从菜名、

重量到营养成分含量，一应俱全。以蛋蒸肉为例，

重量 80克，包括热量、蛋白质、脂肪、钙、铁等 17

类营养成分含量均一一标明。

在食品安全方面，系统实现了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的生产、采购、单据、票证、检测报告等全链条

接入，降低了食品安全台账的管理和保存难度，为

市场监管、农业、卫健等部门对日常校园食品安全

监管、农产品质量监测、校园突发集体性食源事件

调查提供原始资料。

嘉兴学院和平湖市共建
教师发展学校博士工作站

本报讯（通讯员 周建荣 朱小烽）日前，由

嘉兴学院和平湖市教育局共建的教师发展学校

博士工作站挂牌。这是平湖市推进“人才强市”

计划，助力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又一积极实践。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3年，根据协议，将由嘉兴

学院 12 名博士深入到平湖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

平湖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 2个博士工作站，发

挥专业引领和业务指导作用。该项目通过对学

校特色品牌的推介与建设，促进教师层级式的专

业发展，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的影响力，打造平

湖区域特色的教育品牌，推动教师发展学校工作

新发展。

据介绍，双方共建教师发展学校博士工作

站，将充分借助嘉兴学院的人才高地优势，柔性

引进一批高层次教育人才，与教师发展学校的骨

干教师共同组建科研创新团队，深入推进基础教

育研究和教师专业培养，提升教师发展学校办学

质量，为推动地方基础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提供

平台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杨 阳）近日，

宁波市北仑区成立校外教育培训

课程审查专家委员会，对辖区内校

外培训机构课程进行监督检查，按

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学

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进行审核把

关，旨在根除校外培训“换皮不换

本”等现象。

北仑区教研室主任林绿洋介绍，

27名专家受聘成为首届委员，他们主

要来自于该区教研室（教科所）的各学

科教研员与各校一线名优骨干教师。

每个学科配备3名委员。“对于学科知

识、教材内容、各学段的教学范围的认

定有非常强的专业性，由教研员和一

线教师组成的团队，能比较准确地对

培训机构是否进行学科类培训予以区

分界定，减少各类纠纷。”

据悉，专家委员会将通过机构

主动申报、线下实地检查等途径，按

照国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省市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对学科

类和非学科类范围进行审核把关。

委员会团队也将不定期前往各培训

机构或收到群众举报的机构，采用

推门听课、检查教材、与学生沟通等

方式，对机构开课情况进行实地检

查，进一步规范机构办学行为。

宁波北仑区成立校外教育培训课程审查专家委员会

开学伊始，嘉兴市教育局组织中小学生开
展“同上一堂课，同走新时代一大路”活动，全国
人大代表、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袁晶
带领学生们一起穿越百年时光，开启“重走一大
路”的初心之旅。图为学生正在南湖湖心岛认
真聆听讲解。

（本报通讯员 祝春钢 沈育晓 摄）

带学生带学生““重走一大路重走一大路””

新学期，温州市鹿城区所有公办中小学1900余
间教室完成了灯光改造，超半数教室采用LED健康照
明，使得教室内的光线呈暖白色，光源均匀地照到桌面
的各个角落，更有利于保护学生视力。图为温州市南
浦小学学生在灯光改造后的教室学习的场景。

（本报通讯员 许晓琴 摄）

绍兴：普高、中职学校教师
同场“比武”

本报讯（通讯员 胡安娜）近日，绍兴开展教师

基本功比武，绍兴市第一中学、阳明中学、稽山中学

等市直7所学校的近900名教师参加了这场特殊

的考试。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试对象有所扩充，

在普高教师基础上新增了中职学校教师。

“考场”设在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上午9点，

考试铃声响起，教师们个个奋笔疾书。绍兴中专一

共有68名教师参加此次基本功比武，6名校领导全

员参加。“‘有好教师才有好学生，才会有好学校’，

我想这就是本次比武所蕴含的意义。”该校校长於

芳说。

学校教师基本功比武具体考些什么？据介

绍，普通高中教师的考试内容涵盖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化学等 11门学科知识。中职学校教师

则主要比拼语文、数学、英语和思想政治4门公共

基础课知识，其中语文、数学科目主要参考高职单

独招生考试的难度，英语和思想政治以教育部最

新公布的课程标准为依据出题。该市教育局有

关负责人说，区别于传统的考试，基本功比武考

的不仅是教师的解题能力，还包括命题能力。

□本报记者 许天怡

日前，一张保存完好的旧报纸

引起了“推普”工作者的注意，报纸

上是缅怀周总理对文字改革工作

关怀的文章，文章中重要的部分都

进行了细致的标注。

这张旧报纸的主人就是董琳

琳。她拥有什么样的故事，又为何

要珍藏这张报纸？最近我们联系

上了这位年近九旬仍精神矍铄、思

路敏捷的老人，听她讲述那段致力

于普通话推广的追梦岁月。

1956 年 1月，周总理主持召开

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汉

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

的指示》。那年秋天，董琳琳在鄞

县邱隘区校任教，担任一年级班主

任，教授语文课。1958年的全国普

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改变了她的

人生轨迹，让她重新树立了人生目

标——推广普通话，实现“语同音”

的梦想。

1960年，董琳琳被调到宁波市

教育局教研室任“推普”教研员，开

始了专职“推普”的岁月。刚开始

时，语文教师会说标准普通话的很

少，大多数是勉强能开口，少数老教

师方言音重，根本开不了口。要改

变多年来的语言习惯，谈何容易。

有的教师由此产生畏难情绪。曾经

有一个小学校长带着抵触情绪对她

说：“普通话咋啦？不会讲普通话又

不犯法。”工作中软硬钉子确实碰了

不少，为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针对这一状况，董琳琳想到，

光号召不行，还得实打实地帮教

师们解决燃眉之急。于是自主编

写了《注音日常教学用语》《小学

一二年级生字出现频率》《三至六

年级语文课文注音》等资料发给

教师，还通过办班来培训学校的

行政领导和教师。她一有时间就

会来到学校里，带着教师们一字

一句矫正读音。与此同时，她也

认识到，“推普”工作不能仅仅局

限于校园，更要深入社会。于是，

她选择与电台合作，开讲《汉语拼

音广播讲座》，让“推普”进到千

家万户。

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一个个

问题迎刃而解，“推普”也渐入佳

境。1964年，董琳琳应邀参加了全

国第四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代表宁波市教育局在会上介绍推

广普通话的做法与经验。1986年，

董琳琳出席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

议，被评为全国文字改革和推广普

通话积极分子，受到万里和胡乔木

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回顾几十年的“推普”工作，董

琳琳时常会想起 1958 年全国普通

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时任中央推

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舍

先生的话，他要求每一个代表都能

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十三陵水库”：

“水库能灌溉 30万亩地，你们也要

‘教’（浇）会30万人。”

一名86岁老教师的“推普”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