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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金 澜

临近期末，舟山市南海实验初中学生

傅予给刚到手的学校垃圾分类知识竞赛

三等奖奖状拍了照，然后登录南海实验初

中师生综合服务平台，上传图文后提交。

经过审核，他的南海云驾驶舱个人舱的

“成长亮点”一栏更新了，成长树上的“科

学项目”果实也被点亮。

南海实验初中共有学生1900多人，

之前各部门都有独立的管理系统，学生成

长数据散落在各个平台，无法得到有效利

用。2017年，学校基于钉钉开发了数字

化、无边界、互联互通的师生综合服务平

台。目前已建设近20个应用场景，每个

师生都有账号，登录后可申报自身成长情

况，期末还会生成各类综合评价，实现学

生成长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

素横向评价。

评学生，校内校外相互衔接
“学生不仅在课内受教育，在课外也

会有经历有收获，全面科学地评价一名学

生，就要打破这堵墙，把校外表现纳入进

来，综合考量。”校长金可泽介绍，学校借

助综合服务平台推出了评价学生个体的

“四个一”工程。

“四个一”工程即“人人拥有一颗礼孝

之心、人人擅长一项生活技能、人人参与

一个研究项目、人人培养一种体艺特

长”。按照要求，初中3年里，每个学生都

要完成“四个一”工程。

打开“四个一”工程模块后，可以看

到每一个工程里都包含好几个选项。例

如“人人拥有一颗礼孝之心”包含参加校

内外志愿者服务、获评学校礼仪之星、参

加校礼仪队、一学期内参加两次及以上

的礼孝活动等9个选项，既有校内组织

的比赛评选，也有校外的社会实践。金

可泽说，校内平台空间有限，学校鼓励学

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参加实践，学生只

要满足以上任何一个选项，就算完成了

这个工程。

前不久，学生董栩晨上传了自己做菜

的图文素材，完成了“人人擅长一项生活

技能”工程。他说，买菜、洗菜、配菜、炒

菜、装盘里都有学问，学这些生活技能和

学书上的理论知识一样重要。他的想法

契合了金可泽设计这个工程的初衷，“学

校想打破壁垒、全面评价学生，就要多了

解他们在校外的状态，生活技能的掌握熟

练度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切入点”。

此外，学校还从“人人参与一个研究

项目”工程延伸出了“少年科学院”模块，

且从2022年起面向舟山市所有义务教育

段学校开放，师生们都可以注册发帖，实

现“小小科学家”们互评互学、互帮互助。

评班级，个性共性相辅相成
学生优秀与否校内校外一起看，班级

优秀与否个性共性一起衡量。金可泽坦

言，过去对优秀班级的评定要么是学业成

绩一言堂，要么是大锅饭，不仅评选结果

难服众，教师也很难及时发现问题，调整

带班策略。2021年，依靠平台，学校出台

了“八好班级”量化考核办法，并上线了

“八好班级”模块。

“八好”即“班级规范好、文化礼仪好、

学业发展好、活动参与好、环境维护好、团

队协作好、家校互动好、师生反响好”。每

个方向下，又包含2~4个子项目。学期

末，所有项目分数自动累加，得分高者即

为年段的“八好班级”。

“班级由一群学生和授课教师组成，

是更复杂的主体。我们在设计评价体系

时，既要考虑共性，又要尊重个性。”金可

泽举例，像班级规范好、文明礼仪好，是基

本要求，但像团队协作好、家校互动好这

几个方面，就非常灵活机动，有的班级师

生活泼，他们会经常组织活动增强凝聚

力，有的班级家委会团队成熟，就会探索

开展家校合作、学生成长导师制，“在基本

盘达标的前提下，学校一直鼓励班级挖掘

特色，还组织了特色班级的评选”。

个性和共性相结合的班级评价方式，

让班主任们受益匪浅。八（6）班班主任

段鑫磊查看“八好班级”模块后，发现自

己班的家校互动分数偏低，于是策划了

几场活动，帮助家长进一步了解班级日

常，他告诉记者：“评价让我们一线教师

明白，一个好的班集体应该是全面发展

的，不要只盯着学业成绩。而且通过平

台，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调整班级管理方

向，真的非常便利。”

评项目，过程结果前后贯通
随着教改的推进，项目化学习在全省

各地全面铺开，南海实验初中也不例外。

学校各学科组都设计了项目化课程，但是

如何科学评价一个持续时间久、环节多、参

与人数众多的学习项目的成效，是个难题。

为此，学校将项目化课程评价搬上平

台，利用其强大的统筹和计算能力，上线

了“项目学习评价”模块，详细记录学生成

长点滴。

以美术教师李书婷的“如何制作一盏

心仪的灯”项目化课程为例，学生4人一

组制作创意造型灯。课上，学生能领取到

一张学习日志表和两张评价量表。其中，

学习日志每周都要填写，要谈课程收获、

印象最深的环节、对未来课程的期待、需

要教师帮忙解决的问题，并从团队

合作等角度作出自评。两张评价量

表，一张是针对作品设计方案的，学

生在完成设计图后，要从观点的多

样与统一、图文、分工合作、问题解

决能力等角度自评；另一张是关于

小组展示环节的，要从展示内容的充实度

和新意、团队参与情况等角度作出自评。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教师手上拿到

一张小组倾听行为课堂表现评价表，从

多个角度开展学生评价。在制作完成后

的总结性评价环节，学生再领到一张作

品评价表，进行自评和他评，教师也会对

各组完成情况再次打分。所有评价表汇

总后由教师输入平台，计算得出学生的

最终得分。

“项目化学习不仅检验学生对学科知

识的灵活运用，还要考察团队协作精神、

沟通交流水平、创新能力、演讲水平，与

竞争对手是否能相互尊重、友好相处

等。这些都凝练在学习过程中，光看作

品本身是得不出结论的。”学校教学管理

处副主任周蒙蒙分析，这种实时持续、贯

穿始终的评价方法更加科学客观，学生

也会有意识地展现各方面的能力，而不

是单单快速完成作品。

人而有恒，终有所成。2021 年和

2022年，学校两次从学习环境、学生成长

两个一级指标入手，再下分教学方法、学

业负担、学习能力、身体健康、劳动实践5

个二级指标，从作业、睡眠、合作能力、探

究能力、亲子、劳动等14个指标对七年级

学生开展跟踪评价，结果发现，在实施数

字化评价改革后，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

的学习品质、师生关系等方面均有进步，

“以评促建、赋能成长”走进现实。2022

年，学校的《利用综合服务平台创新师生

全面评价》案例更是成功入选全省第二批

教育改革评价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楼 娟 潘雪燕

在前不久的金华市劳动教育现场会

上，浦江县各中小学校展示出一批以上山

文化为主题的劳动教育成果，引起了众多

参会者的关注。近年来，浦江县中小学以

上山文化中的稻作文化、彩陶文化和聚落

文化三大要素为核心，扎实推进“一校一

品”劳动教育品牌建设，积极探索具有浦

江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

“通过‘一粒米的故事’劳动实践活动

的沉浸式体验，学生们深刻感受到劳作的

不易，粮食的可贵。”龙峰小学校长洪玉珍

介绍。2016年以来，学校的劳动教育根

植于上山稻作文化，开辟了龙娃生态园劳

动实践基地，开发了以“一粒米的故事”为

主题的省精品劳动课程，开展了文化探

秘、活动体验、学习探究等劳动实践活动，

同时开设了将上山文化和劳动教育相结

合的稻作文化研学馆。在南苑小学，学校

把水稻育秧、插秧、收割等作为学生的必

修课，通过水稻收割大赛等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体验丰收的喜悦。

“目前，浦江县各中小学校都拥有自

己的劳动基地。‘双减’以来，各校结合劳

动教育和综合实践课程，有着上山文化印

记的特色劳动教育正在浦江的各中小学

校园里生根发芽。”浦江县教育局局长陈

建浦表示。

不仅是稻谷，在浦江的校园里，师生

通过研究、学习上山文化中美的元素，还

让穿越万年的彩陶，成为劳动教育的最

好载体。

“我也能像上山先人一样制作陶器

了。”“我的大口盆跟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差

不多大小。”在浦江县岩头镇中心小学山

石陶艺社团中，壶、碗、大口盆等由学生制

作的彩陶随处可见。学校陶艺指导教师

夏颖告诉记者，学校距离上山考古遗址公

园十分近，经常会组织学生走进遗址开展

研学活动，“研学结束后，学生们在陶艺教

室里通过制陶工艺，复刻遗址中出土的陶

器，回顾着万年前上山人用彩陶盛食宴飨

的场景”。

同时，学校还依托彩陶文化，开发校

本教材《泥与火的传说》，聘请专业陶艺师

指导，形成了“艺术创作、劳动实践、审美

提升”三位一体的陶艺特色教育体系。岩

头镇中心小学校长何玉燕表示，在劳动教

育课程中植入上山文化，更是将文化传

承化成了“无声之雨”，滋润在学校课程体

系的每一处缝隙里。

另据考古研究发现，上山人在“聚

居”方面，同样占据领先地位。他们走出

黑暗的洞穴，形成早期的聚落文化。浦

江县实验小学循着上山先民的足迹，探

究上山“家文化”，立足学校契约文化，创

设了“小鬼有约”劳动教育特色项目与课

程。浦阳第五小学的“五小家”项目化劳

动课程及家庭亲子农场，郑宅镇中心小

学的地方特色“食”课程建设……浦江各

学校也正在以劳动教育为载体，浸润传

承上山“家文化”。

以评促建 赋能成长
——舟山市南海实验初中数字化评价改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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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家榕）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学生们边学边

试，一件件艺术品初现成果……日前，杭

州市上城区“学生劳动教育、职业体验周”

在上城区社区学院景芳院区启动。

作为杭州市首批职业体验试点区，上

城区社区学院将全区的各类资源进行系

统整合，推进职业启蒙教育，打造青少年

职业体验的多元学习与互动平台。在首

日活动中，来自杭州市景华小学的学生们

体验了木艺微雕、冷瓷、剪纸等传统非遗

项目。景华小学副校长陈超超表示：“以

往，学生们体验非遗项目、职业实践往往

是在外出研学的时候，在校内体验的机会

不多。如今，学校提出需求，社区学院按

需提供服务，很方便。”

“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环，社区学

院理应承担更多。”上城区社区学院副院

长项洁月介绍，目前社区学院已经将区内

14个街道的教育、文化及社会资源系统

整合，推出了涉及劳动教育、职业体验、非

遗传承三大类共计100多门精品活动课

程。同时，社区学院面向学校提供菜单式

服务，按需配备师资，学校既可以组织学

生前往社区学院上课，也可以邀请相关授

课教师入校教学。此外，社区学院还将联

动职业院校、非遗基地，邀请更多专业教

师走进学校、社区，提供体验式教学。

杭州上城区：整合区域资源 服务校外实践

浦江：当劳动教育“遇见”上山文化

温州成立
校园非遗联盟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日前，温州市举

行校园非遗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文化展演

活动。

活动现场，30所学校授牌成为温州市

校园非遗联盟首批成员单位，将开设40余

项非遗课程。瓯绣国家级非遗大师施成权、

木偶头雕刻国家级非遗大师季天渊等10位

校园非遗联盟专家团成员被颁发聘任证

书。活动还设有论坛环节，嘉宾们围绕“非

遗进校园”的校本特色实践、政策支持等话

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温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校园非遗联盟将发展成为温州地区校园非

遗文化的交流主阵地，为校际和区域间的交

流活动搭建更多平台。全体联盟学校将借

助平台进一步开放思路，推进文化理解传承

教育，引导学生立足瓯越、聚焦中国、放眼全

球，培养国际视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家

乡情结、社会责任。校园非遗联盟将加强学

校与社会之间的育人协同，提升校社联动育

人效果，形成温州地区非遗教育的合力。

日前，衢州第三中学为返校准备选
考学考的学生熬制了冰糖雪梨汤，为他
们送上温暖与关怀。

（本报通讯员 张秀君 摄）

德清县发布
校园反电诈校本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雅琪）近日，德清县

校园反电信网络诈骗校本教材首发仪式暨

校园反诈教育基地授牌活动在德清县实验

学校举行。

据介绍，为契合时事热点，该教材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开头，强

调“源头治理”。教材针对教育系统易发的

电诈案件类型，按照分层分类原则，梳理出

一批电诈高风险人群类型，精心挑选适合受

众对象的经典案例，以生动的图文形式开展

以案说防。同时，还以生动的形式，将部分

反诈措施归结为“六个一律”“八个凡是”，用

一套顺口溜充实师生反诈技能。

仪式现场，还为校园金牌反诈宣讲员进

行了授牌。德清县教育局局长施敏丽表示，

校园反电信网络诈骗校本教材的发布，是德

清在反诈宣传工作上的一次探索，是对校园

反诈工作的突破创新。

日前，由省委教育工委推出的微视频——《新
辅导员上手 100问》上线。微视频通过“小切口里
讲育人、小问题里讲办法、小事情里讲真情”的方
式，打造新手辅导员工作的操作指南。图为微视频
录制现场。

（本报通讯员 马华江 杨镇宁 摄）

““新辅导员新辅导员100100问问””上线上线

海宁出台
家庭育儿支持政策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海宁市印

发《海宁市家庭育儿支持政策》，提出通过

支持托育行业发展等方式，减轻家庭育儿

压力。

方案提出，海宁市将加快推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阵地建设，推进市、镇两级

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心建设，推进“向日葵亲

子乐园”“向日葵亲子小屋”建设。建设海宁

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中心通过发挥示范引

领、带动辐射作用，为托育服务机构高质量

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及样板标杆，为托育服务

健康发展提供综合保障。支持各镇（街道）

建设标准化“医、防、护”三位一体的儿童健

康管理中心，整合儿科、儿童保健和婴幼儿

照护等资源，“一站式”提供儿科医疗保健、

育儿指导等服务。市财政将对各类婴幼儿

照护服务阵地建设予以保障。

同时，海宁市将多渠道扩大普惠托育服

务供给，建设以家庭照护、社区统筹、社会兴

办、单位自建、幼儿园办托班5种模式为主，

以及家庭托育点和社区驿站为补充的“5+X”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海宁市将对各类提供

普惠托育服务主体给予基础设施建设费，按

照实际收托人数给予运营补贴。此外，方案

还提出建立生育、养育成本共担机制，加大

育龄女性就业支持，完善生育保险和医疗保

障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