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莺

一个集团，6个校区，306名教师，

5824名学生……拥有如此规模和体

量，在山区小县浦江，这样一所小学无

疑是一艘教育巨轮。巨轮的舵手叫徐

双莲，是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

校长，全国模范教师、省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津贴。因为在

创新学校治理模式上的突出成就，今

年她还被评为浙江省杰出教师。

6个校区分布在全县6个乡镇，其

中，最偏远的檀溪校区离县城30余公

里。不同的校区在生源、装备、师资、

质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实现各

校区的均衡发展，成就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学校治理格局？2016年，徐双

莲走马上任，这是当时摆在她面前的

首要课题。

经过近6年的探索，在徐双莲的

引领下，以民主、平等、协商、互信为核

心的契约文化慢慢渗透进集团治理的

机制体制建设中，并逐渐形成了“集团

有约”“教师有约”“小鬼有约”3个领

域的学校治理新模式。

集团有约：“动车组”模式
六校区“跑”起来

名师送课，校区间教师轮岗，“青

蓝工程”结对……2012年集团成立之

初，种种促进校区发展的策略并未间

断，但始终调动不起城乡教师的积极

性，送教的城区教师吐槽“水土不服”，

农村校区的教师则抱着“反正我们是

村校，落后也是应该的”“送教不如送

钱”的思想，集团化发展遭遇“两头冷”

的境地。

“集团发展光靠一个主校区带头

跑，肯定走不远，还可能把主校区拖垮，

只有把每个校区的活力都激发起来才

有发展的可能性。”徐双莲说，受到动车

组两头都是火车头的启发，她提出了动

车组发展模式，即每个校区都是“火车

头”，人人自带“发动机”，哪个校区特色

教育开展得好，就由这个校区当“火车

头”，引领其他校区共成长。

很快，檀溪校区尝到了做好“火车

头”、带头跑起来的甜头。该校区找准

“娃娃舞龙”这个非遗项目，大力推进

非遗传承教育。在总校的支持下，檀

溪校区的“娃娃舞龙队”走出了山沟

沟，走出浦江，获得多项国家级、省市

级荣誉，成为集团办学的一张金名

片。以往名不见经传的村小火了，师

生们也更自信了。其他校区也行动

起来争当“火车头”，潘宅校区主导的

心理健康教育、治平校区主导的“七巧

板”课程、大溪校区主导的学生实践项

目“校园变形记”等四面开花，集团的

特色教育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

入。集团化办学模式被评为“浙江省

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区域和学校典型

案例”。

教师有约：“PDA”制
每位教师“动”起来

集团发展最终依靠的还是教师。

怎么激活每一位教师的潜能，让他们

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动”起来？在徐双

莲看来，还得靠契约和制度。“PDA”教

师成长机制应运而生。P（project）指

项目，D（drive）指驱动认领，A（ascent）

指协作成长，教师根据自己的能力或

者兴趣认领相关项目，可以是教育教

学研究的，可以是拓展课程研发的，也

可以是爱好特长挖掘的，通过教师组

队、签约、赴约、履约、评约的过程，促

进教师成长。

以项目为载体，“PDA”制把集团

各校区的教师组合成N个成长共同

体，并实施捆绑式评价。“一下子把所

有教师的积极性都激发了出来，成功

治愈了老教师的职业倦怠和新教师的

‘小白’恐惧。”徐双莲说，“双减”下课

后托管课程怎么开，分层作业怎么编

制，治班有啥招，教师阅读怎么开展，

如何帮扶青年教师成长……这些教育

教学实践中的项目纷纷被认领。

经过数年探索，最后集结成为集

团教育教学管理的分类“36 计”，包

括教师成长36计、治班36计、管理36

招、精编36题、漂流36本等。而这一

具有组合灵活、小切口强实效、注重分

享等特点的教师抱团研修方式，不仅

催生了多项校级、市级乃至省级精品

研修课题，而且成为一种校本研修的

范式。《校本研修课程之教学“36计”》

项目被评为“浙江省校本研修百项精

品项目”。

小鬼有约：“1+1+X”模式
学生发展“全”起来

契约文化为集团发展和教师队伍

建设带来了持续动力，如何将这一文

化也渗透到引导学生成长的过程中？

徐双莲和她的团队还是想到了“约”

字，“小鬼有约”的育人模式在集团各

校区落地生花。

徐双莲介绍，“小鬼有约”分为规

则有约、行为有约和品质有约3个部

分，旨在用规则引导行为，让行为变成

习惯，最后使习惯内化为品质。尊重

孩子成长规律的规则有约有个“1+1+

X”的模式，“1”分别指1个《小学生守

则》、1个班级公约，“X”指的是多个约

定守则，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在檀溪校区，记者看到了学生自

己制定的班级公约：“我会时刻保持

校服拉链在红领巾领结以上，我们相

互提醒吧”“值日时，我是旋风少年，

打开火眼金睛，360度红外线扫描，做

到卫生无死角”“自习课开启禁言状

态，做安静的雄狮”……童趣的语言

取代了诸如禁止、规范的行文，学生

更愿意遵守。除了班级公约，每个班

还可以按发现问题、提出建议、民主

讨论、投票通过的流程制订更具个性

的约定守则。

行为有约则让学生自主按照构建

主题群、组团、制订规则、开展项目化

学习、发布成果的流程进行。主题群

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出发，下设约俭、约律、约印、约善、约

读、约创、约练、约赏、约炼、约活“十

约”主题实践活动，鼓励学生主动参加

各类活动，增强实践能力，培养团队合

作精神。截至目前，“十约”实践活动

已经连续举办了1500余期，累计参与

近万人次。

品质有约涉及学生评价，围绕“节

俭美德、规则意识、中国印记、向善品

格、阅读习惯、科学精神、责任意识、健

康体魄、审美品质、劳动能力”等维度，

形成有关学生品质的评价方法。以此

为导向，一大批“约读小博士”“约炼小

健将”“约律小营长”涌现出来，学生的

个性被“点燃”。《小鬼有约：小学生自

主发展德育新模式》被评为“全国‘一

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典型案例”。

“在契约文化的引领下，我们深耕

品质教育，打破校区间的‘资源墙’，将

契约治理的理念融入集团办学的方方

面面，真正构建起集团多元共生的发

展格局。”徐双莲深信，有了契约文化

这一办学基因，集团的未来一定会行

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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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上午，2022“南孔圣地·崇贤有礼”开
蒙礼仪式在衢州举行。该市160余名一年级新生代
表在活动主会场孔氏南宗家庙大成殿参加仪式，各
县（市、区）共设39个分会场，近8000名新生同步参
加开蒙礼活动。新生们行“沃盥之礼”“衣冠之礼”
“尊师之礼”“启智之礼”“开笔之礼”，向先师孔子致
敬，开启求知之路，点亮智慧之灯。

（本报通讯员 黄紫依 摄）

致敬先师
点亮智慧

契约文化刻进学校治理DNA
——记浙江省杰出教师、浦江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徐双莲

宁波市
素质教育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张土良）
“家用钢琴该如何保养？”“学生居家期间如何锻

炼？”……这些疑问都可以在宁波市素质教育平台

找到解答。该平台是宁波市建立的一个集聚艺术、

体育、劳动等各类素质教育资源的线上平台，已于

日前正式上线。

打开平台，记者看到有“甬上名家”“缤纷课程”

“精彩赛事”“特色活动”“公益送教”“知识普及”等

栏目。此外，还有“轨道交通”系列课程，“小学生体

育锻炼指南”“画家眼中的家乡”“宁波糕点制作”等

体、艺、劳、美课程，以及“农场体验式”劳动教育等

体验类实践活动。

“建这个平台的目标，是帮助中小学生实现兴

趣培养和专业培育的双轨发展，进一步集聚素质教

育资源要素，满足学校及师生家长对素质教育的需

求，快速实现‘五找一问’，即找名师、找课程、找赛

事、找活动、找机构、问答案，建立起贯通启蒙、拓

展、提升、评价、培优等多元化、递进式的培养立交

桥，构建新时代宁波中小学体美劳教育新模式。”该

市教育局安体处二级调研员龚松林说。

据悉，去年“双减”政策落地后，宁波市教育局

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体育局等单位成立了宁

波市中小学校课后素质拓展服务领导小组，负责统

筹协调全市中小学校的课后服务工作，设立了体

育、文艺、美术、劳动、综艺5个教育指导中心，并着

手开发宁波市素质教育平台。

台州发布教育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温州开展
研学旅行指导师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秀平）近日，温州率先启

动新职业研学旅行指导师项目制培训报名，1000

名学员在完成规定课时、经结业考试合格后，将上

报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平台备案，并由人社部

门备案的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考核，考核通

过后，颁发培训合格证书。

研学旅行指导师是指策划、制订、实施研学旅

行方案，组织、指导开展研学体验活动的人员。今

年，温州市教育局提出研学旅行指导师项目制培

训，并将其列入了2022年温州市人力社保局发布

的新一轮项目制培训目录。

“作为新职业，研学旅行指导师给了相关专业

的人员更多的就业选择，也为基地师资不足、师资

不齐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温州市教育局有关人

员介绍，2022年温州研学旅行指导师培训围绕教

育素养、专业素养、职业与技能素养3个维度设置

内容和课程，要求学员达到40个学时，每1个标准

学时为45分钟。经培训后获证的人员将按规定纳

入职业培训补贴范畴，优秀学员纳入温州研学旅

行指导师资源库，优先向社会推荐。

据悉，本次培训主要针对温州市区范围内（含

鹿城、瓯海、龙湾、浙南产业集聚区）的文旅行业从

业人员、教育领域研学兼职人员、研学营基地或综

合实践基地从业人员、拟从事研学旅行行业的高

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对象。

金华新增57所
特级教师带徒基地学校

本报讯（通讯员 叶 骏）日前，金华举行特级

教师带徒基地学校授牌活动，57所基地学校设立

了68个学科项目基地。至此，金华市构建起学科

组班、导师组团、学校建学科基地的新型特级教师

带徒模式的完整架构。

目前，金华共有在职特级教师111名，他们将

以项目化、课题化、团队化等形式开展丰富的活

动，引领全市教师的专业成长，使金华名、特教师

的队伍不断壮大。金华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陈群

要求，担任导师的特级教师要强化责任意识、团队

意识和服务意识，学员们要树好榜样、确立目标、

努力奋斗、敢于亮剑，基地学校要积极承担教改任

务，围绕“双减”等重点工作推进学校全面发展。

据了解，特级教师带徒基地学校建设是一种

名师带徒新模式，学科组班、导师组团具有强化团

队意识、服务意识、指导意识等优势，有利于搭建

一个更大气、开放、共享的教学交流平台。“各基地

校要从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转到学校教学质量的

提升，从特级教师带徒学员的成长到优秀教研组

的成长，从关注一个学科成长逐步发展到所有学

科进步，从学科指导到名师课堂建设应用共同体

建设。”省特级教师、金华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

任周红星表示，带徒活动的主阵地在学校、在课

堂，而作业改革无疑是项目推进的最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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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 晨 通讯员
林琴英）日前，台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教育提质大会，会上印发《台州市教

育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了今后3

年台州教育提质的目标体系、工作体

系。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主

任的台州市教育提质推进委员会、台州

市教育提质咨询委员会，在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上优先考虑教育规划，统筹协调

推进台州教育跨越式发展。同时，建立

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教育工

作述职会议机制，全面强化党委政府推

进教育改革发展。

根据《行动方案》，台州市要健全台州

特色德育体系，做强“垦荒精神立心”品

牌，深入推进思政一体化课程教学和考

核评价体系，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

同时全面加强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

育，帮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艺术特长、劳

动技能各1~2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各学段教育质量跨越式提升方

面，台州市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和优质

园，使公办幼儿园占比达58%，并推进

“托幼一体化”。此外，要建成300所高

质量“城乡教共体”结对学校，促进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要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

才早期发现和选拔培养机制，明确设立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30个以

上。针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行动

方案》提出，要加强高校与科创大平台

深度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与民营经济融

合发展，培育产教融合项目190个，如

期创成国家职业教育创新高地城市。

在师资建设与学校硬件设施上，

《行动方案》明确，一方面，要打造高素

质教师队伍，加大引育力度，引进好教

师100名以上、名校长30名以上，培育

省级以上名优教师100名、市级骨干教

师600名、县级骨干教师5000名；另一

方面，要加快学校扩容提质，计划实施

教育建设项目343个，新增学位10万

多个，引进10所以上好学校，培育40

所以上义务教育名校、11所以上高中

名校。

《行动方案》还就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提出目标。如深化教师管理机

制，探索教师编制区域统筹，进一步深

化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深

化人才激励机制改革，完善教育引人留

人政策，创新名优校长、名优教师、金牌

教练、银龄教师、学科带头人等引留举

措，引进紧缺人才可实施年薪制或协议

工资制；深化数字化改革，建成“括苍

云·教育魔方”台州智慧教育云平台，上

线10个惠民教育应用场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