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中心小学：
为地震受灾学生
开通入学“绿色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 马乐乐 应建雷）“让我们用

掌声欢迎小马同学。”2024年1月2日，宁波市奉化

区裘村中心小学202班迎来了一名新同学，师生们

向她送上文具等礼物，欢迎她的到来。

小马来自甘肃的吹麻滩镇，平时在甘肃老家上

学，由爷爷奶奶照顾。半个月前，二老得了甲流，无

法再照顾小马，她就被在奉化开面馆的父母接了过

来。原本父母打算在二老康复后再把孩子送回家

读书，没想到去年12月 18日，老家就发生地震

了。小马原先就读的学校在地震中受损，无法正常

开课。“幸好地震的时候，家里人都平安。”但是小马

上学的问题急坏了家长。

去年12月28日，裘村镇工作人员在做排摸外

来人口工作时，得知了该情况。裘村镇政府、学校

等多方协调，立即为小马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

间办理相关入学手续，让她在第二故乡安心上学。

“我们一方面详细了解了孩子老家学校的教学

进度，另一方面也和教师、家长沟通孩子的基本情

况，争取让孩子早日融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裘村中

心小学校长蒋增裕说。

□本报记者 杨 倩

250米跑道围成的操场上，一个

中心舞台和几十个小型互动舞台周围

布置了51种中外乐器。中阮、琵琶、

唢呐、吉他、手碟、萨克斯……2000多

名学生随时可体验，人人可上台。在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教育集团，长

达一个月的艺术课程节给学生们带来

前所未有的艺术之旅，闭幕式上的乐

器“集市”更是让师生们在美妙的音乐

声中辞旧迎新。

2月科学、3月数学、4月语文、5月

英语、9月好习惯、10月体育、11月劳

动、12月艺术……2023年起，滨小教

育集团每月推出一个主题课程节，丰

富多彩的项目化主题学习活动引领着

学生们去体验、探寻学习之乐，也改变

了学校的教研之风。

为啥要办8个课程节？
相较于大多数学校开设的科技

节、艺术节、阅读节等主题月活动，滨

小教育集团的课程节足足有8个，除

了寒暑假和期末，每个月的活动都安

排得满满当当。对此，记者感到疑惑：

“为什么要举办这么多课程节？”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

在“课程标准编制”中指出“原则上，各

门课程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计跨学

科主题学习”。滨小教育集团总校长

林建锋告诉记者，该课程方案发布后，

学校组织了两大校区全体教师学习和

落实方案精神。就落实跨学科主题学

习这一要求，2022年，学校探索开发

了“我们的节日”项目化学习课程。

清明节前后，学校各类课程中出

现了跟“清明”有关的活动：体育课有

拔河、蹴鞠比赛，语文课有清明主题的

诗词学习，科学教师则带着学生了解

艾叶的药用价值、购买药材做香包，等

等；到了中秋节，学生们吟诵中秋诗

词、制作中秋绘本、为亲朋好友制作月

饼……两次节日主题的项目化学习活

动让学生们乐在其中，但各教研组教

师在复盘时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教师参与的热情有高有

低。以语文学科为例，有的教师会积

极挑选诗词、精心设计课例，把课上得

有声有色；有的教师则是被动地接受

任务，随性地找几首诗在课上讲一讲

就算应付过去了。林建锋坦言，主动

参与项目化课程教研、设计教学方案

的教师只占10%。

其次，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项目

化学习主题较为单一。“清明、端午、中

秋、重阳、春节……传统节日终究只有

这几个，第一次做有新鲜感，一轮做完

后难道重复做吗？”这是摆在林建锋和

各教研组组长面前的问题。

还有，以节日为主题的项目化学

习内容是课本之外的，这样一整套跨

学科探究性学习活动的策划、组织工

作对学校和教师来说需要耗费大量精

力，一学期只能举办一次。在林建锋

看来，这显然是“投入大，产出小”的。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2022年 11

月，林建锋在校长办公例会上提出：

“我们要么不做，要做就做与教材匹

配的、全学科的项目化学习，加上德

育方面的行为习惯养成，一共设置8

个课程节。”

紧扣新课标的项目化学习
这样的决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林建锋说，滨小教育集团两个校区一

共有194名教师，其中有50多人获得

区级、市级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称

号，有5个国家级、省级、市区级名师

及校长工作室和4个区级学科基地。

强专业、提师能在校内蔚然成风，这给

了他举办课程节的底气。

为了不增加教师和学生的负担，

学校持“增加一件事，减去一件事”的

原则，组织各教研组对开学迎新、节日

仪式、阅读节、运动会、科技节、艺术节

等活动的内容进行梳理，保留原本的

活动性、趣味性，删去以听讲为主的被

动学习内容，增加源自教材的以探究、

实践为主的项目化学习内容，实施的

时间在日常教学中统筹安排。这也是

名为“课程节”的原因——不论是哪个

主题的项目化学习活动，必须以课标

为指导，项目都要深耕自教材、与教材

形成结构关联。

与学科教学高度融合的8个课程

节就这样“落地”了，作为省科学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林建锋打响了课程

节的“头炮”。筹备了3个月，科学教

研组在林建锋的带领下，经过多次“头

脑风暴”，从无到有构建了首个科学课

程节。

“第一次交的活动方案和平时写

的活动通知差不多，被校长改得一片

红色。”回忆起第一届科学课程节的

策划过程，阳光校区副校长傅蒋打开

了话匣子。项目化学习要求从教材

出发创设，教师们在第一步——确定

活动主题时就遇到了麻烦。“2023年

是兔年，我们原计划以‘兔’为主题，

串联所有项目，甚至贯穿这一年所有

的课程节。”傅蒋说，“一开会，就发现

这是无法实现的。”经过讨论，大家决

定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年级的学习

情况，从各自的教材出发确定项目化

学习的内容。

但在研究教材时，又有新的问题

冒了出来。比如教科版科学教材五

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是《生物与环境》，

如果从中挖掘项目化学习主题，2月

天气太冷，不适宜开展。教研组为此

进行了多次研讨，决定将第二单元

《船的研究》作为项目化学习主题来

源，并整体挪移到2月教学。这也为

后续开展的课程节蹚出了一条路，除

了以单元为整体调整学习顺序，在学

期末、学期初举办的课程节，教师们

则以“巩固已学知识，过渡至将学知

识”为原则设计主题。

“举办课程节，我们是动真格的。”

林建锋说。为了办好课程节，学校积

极创造条件，两大校区的8名校级领导

担任对应学科课程节的项目负责人，负

责方案起草以及课程节推进组织、协

调、课程节复盘反思等系列工作。同

时，学校聘请了3名英语、体育等学科

的专家，担任第一教研组长暨对应学科

课程节的顾问。如此一来，全体教师的

教研积极性被充分激活，每月一个的课

程节有条不紊地上演着。

撬动“学教评研”一体化改革
在采访中，林建锋常向记者提到

“学教评研”四位一体的模式。他认

为，课程节的目标是做到学以致用、为

学而教、以评导学、项目助研，真实地

撬动“学教评研”的变化。

在滨江校区副校长冯菊迪看来，

且不说其他课程节对学生素养的提

升，仅好习惯课程节，就显示出了学以

致用的长尾效应。“牵手好习惯，一起

向未来”，9月，与新学年开篇相伴而来

的就是好习惯课程节，重点培养学生

礼仪、卫生、就餐等十方面的好习惯。

在这个课程节中，学生赵奕钦特别作

了关于课前准备的调查和研究分析，

“一收、二放、三远眺”是他总结的出课

前准备要诀。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成，

他的习惯大有改善。

除了给学生带来改变，教师在教

科研上也有了获得感。阳光校区执行

校长傅佳俊是数学组第一教研组长，

他发现，数学课程节结束后，关于项目

化学习的交流成了组内常态。“以前，

数学教师对‘项目化’‘跨学科’等概念

只是听说过，经过数学课程节的亲历

与浸润，教师们都找到了清晰的实践

路径。”开展课程节这一年，阳光校区

有2篇教师论文获省级奖项，10篇论

文获市、区级奖项，另有6篇论文、案

例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同时新增上

虞区立项课题5项、绍兴市立项课题3

项，相关数据创近年来新高。

在撬动了“学什么”“教什么”“怎

么研”的变革后，“怎么评”也在课程节

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11月，劳

动课程节上，学校推出了“悦劳动，越

快乐”项目测评表。“一张测评表就是

一张劳动清单。”滨江校区执行校长夏

苗锋介绍，各年级根据年龄段特点，设

置了校内劳动、家务劳动、社会体验等

方面内容，评价方法涵盖学生自评、家

庭社会评、班级评、学校评四级。其

他课程节均以闭幕式展演收束，注重

过程性评价、多元评价，借助数字化平

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

时获取课程节数据，绘就学生的“成长

画像”。

转眼，2024年已至，科学教研组

全体教师正火热地讨论着第二届科学

课程节的迭代升级方案。“我们已经开

了9次会了。”林建锋说，通过对上一

届课程节的复盘，教研组一致决定去

掉开幕式和嘉年华环节，增加“科学阅

读”环节，探索深化读、做、思、创一体

化的科学阅读新路。

小小课程节，撬动学教大变化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教育集团探索项目化学习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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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纳福庆新年投壶纳福庆新年

元旦前夕，长兴县洪桥镇中心幼儿园沈家坝分园的幼
儿们在新年活动中参与投壶纳福游戏。

（本报通讯员 王徐超 摄）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近日，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的食

育工坊里，校长许忠平煎了28个荷包

蛋，并将荷包蛋一一送到学生们面前。

从最喜欢的学科到什么时候去研学，许

忠平和学生们边吃边聊，距离一下子拉

近。随着学校“心愿大转盘”的转动，许

忠平还有得忙，带学生研学、跟学生合

影……一批抽中“校长系列”奖励项目

的学生眼巴巴地盼着许忠平带着奖励

“就位”。

义亭小学有2000多名学生，是义

乌市最大的农村学校。负责评价改革

项目的教师贾羽晶坦言，过去，劳动教

育在学校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艺术教

育能得到家庭、社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

小，学生综合素养相对薄弱。“必须有一

套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才能高效推动

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秉持这样的初

心，2019年，学校决定推进评价改革。

经过调查总结，学校发现过去的评

价体系存在着重学科轻养成、重结果轻

过程、评价方式缺乏互动性等问题。对

此，学校尝试推出“五育三阶”综合素养

评价体系，从品德、文化、健康、艺术、劳

动5个育人维度，沿“三小”评选、“五好

少年”评比、“和乐少年”评定3级阶梯，

推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小”评选是评价改革的重要抓

手。“三小”即对应品德素养的“小使

者”，对应文化、健康、艺术素养的“小达

人”和对应劳动素养的“小劳模”。学校

各项活动尽可能与“三小”评价关联，实

现减负增效的目标，助力学生“人人有

特长”。

体育教师侯宪国充分体会到“三

小”评选的助推力。“以往体质健康测

试，我们组织学生完成测试就结束

了。”侯宪国说，“自从学校根据体测结

果评选‘体质健康测试小达人’后，学

生的积极性有了大幅提升，以测促练

效果明显。”

为助推“三小”评选深入人心，学校

还推出了“心愿大转盘”活动。获得一

定数量荣誉称号的学生可转动转盘，赢

得跟着校长去研学、集体观影、文具礼

包等奖励。学校还计划推出“非遗馆”

项目体验、“庆丰收”瓜果采摘等奖项，

让学生拥有更丰富的成长体验。

在“三小”评选的基础上，结合五

大素养发展情况，学校在期末组织评

选“五好少年”。值得一提的是，“五好

少年”评选对体能不达标、劳动不参与

的学生采取一票否决制。获评6次及

以上“五好少年”的学生则可申报“和

乐少年”。

层层递进的评价体系，让学生的成

长体系完整、发展路径清晰。“经过4年

的实践，学生已经从怕考核、怕评价转

变为盼考核、盼评价，‘小达人’评选成

为学生最喜欢的校园品牌赛事。”贾羽

晶说。

冬日暖阳下，校园里不时出现学生

奋力奔跑的身影——校园马拉松即将

举办，不少学生已经将目光瞄准“马拉

松小达人”。他们额头上的汗水如宝石

般闪闪发亮。

从怕评价到盼评价
义乌市义亭镇义亭小学建构具有生命力的评价体系

遂昌县金竹镇中心小学：
本草园熬出润肺茶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吴莉琪）“大家一

定要采摘相对成熟的金橘哦，这样做的茶才会好

喝。”日前，遂昌县金竹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开展

了金橘冰糖茶制作活动。

走进学校本草园，面对满树金灿灿的金橘学

生们喜形于色。在少先队辅导员翁瑜晖的带领

下，学生们先将采摘下来的金橘用盐水泡制10分

钟，随后将每一个金橘对半切开放入大锅中，加入

适量的水和冰糖，用大火煮开后转中火慢慢熬

制。虽然取材方便、制作流程简单，但是每个环节

学生们都认真地完成。

作为市级劳动教育基地，金竹镇中心小学依

托乡土优势建起了本草园，种植有三叶青、七叶一

枝花、枸杞、覆盆子等130余种中药材。学校通过

常态化开展自制中草药材及中草药标本等活动，

让学生在体验式教学中感悟生物的全生命周期。

“冬季，学校启用中央空调取暖后，室内的干燥程

度上升，酸酸甜甜的金橘冰糖茶正好给学生生津

润肺。”校长叶平说。

近日，杭州市钱学森学校、茅以升实验学
校、蒋筑英学校的15名小科学迷，来到浙江大
学湖州研究院空天机器人技术研究中心，参加
《小学生时代》杂志组织的“和科学家一起跨年”
研学活动。学生们与空间站舱内活动机器人
Taikobot近距离互动，操控智能自主在轨服务
机器人，共同许下新年愿望：“等我们长大，一起
探索太空!”
（本报记者 陈 倩 通讯员 嵇鸣艳 摄）

温州市中通实验学校：
为教师送上校长定制祝福

本报讯（通讯员 厉灵芝）1月2日，新年上班

第一天，温州市中通实验学校（小学部）的100多

位教师收到了校长朱小雪手写的新年祝福，大呼

“被暖到了”。

当天上午，教师陈子丹就收到来自朱小雪手

写的新年贺卡，贺卡上写着“爱生如子情意重，丹

心一片育英才”，祝福语中暗藏着其名字中的“子

丹”二字。原来，朱小雪不仅给每一位教师手写

了新年卡片，还将他们的名字藏进了祝福里。据

了解，每年元旦，学校都有给教师送贺卡的传统，

以前都是统一模板，今年朱小雪决定做一次不一

样的尝试。她给每位教师送上了花束样式的月

历和一张藏有教师名字的祝福卡，用满满的仪式

感打动了全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