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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嘉琦

在衢州市衢江区实验小学“香樟科

普馆”，学生们通过“神奇灯管”“脚踏发

电”等项目开启一场科学探索之旅；

衢江区实验中学专门配备智慧书

法教室、陶艺教室等一批专用教室，为

学生培养兴趣、多元发展搭建平台；

依托“凤勤园”空中农场劳动实践

基地，衢江区东港小学的学生们在劳

动中收获知识……

在衢江区的中小学校园内，处处

迸发着活力、洋溢着生机。近年来，衢

江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围绕课堂建设、

青年教师队伍培育、家校社协同3项

重要课题大力发展“活力教育”，带来

衢江教育质量与内涵的双提升。

课堂有活力，学生更阳光
2001年，国务院批准撤销衢县设

立衢州市衢江区。20多年来，“锐意进

取”成为这座新城区的发展主题词。

在新一届区委区政府的规划蓝图中，

打造“青年衢江”成为最重要的课题，

即以多产业、多领域发力，吸引大量年

轻人来到衢江创业就业。

青年代表着活力。在“青年衢江”

这一命题下，教育应如何持续提升育

人质量，令更多青年人愿意扎根衢

江？“活力教育”应时而生。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活力课

堂”成为衢江打响“活力教育”的“第一

枪”。在衢江区教育局绘制的蓝图中，

“活力课堂”的目标追求是知识有活

力、教师有活力、学生有活力。其中，

学生有活力是“活力课堂”构建的价值

追求，也是最终目的。充分发挥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还给学生——这正是“活力课堂”的核

心要义。

“双减”以来，衢江坚持“增质”与

“减负”两手抓。“增质”的重点之一在

深化课堂改革。课前，教师需明确学

情，精细备课；课上，教师要为学生留

足学习时间，关注学生学习过程。衢

江还积极开展“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展示，以共同体为单位开展教研活动，

不断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深入钻研作业改革是“减负”的主

抓手。衢江大力推进作业管理优化工

程，构建“六·三作业案”编写架构模

式，建立作业时长审核公示和定期评

价等制度，精准开发编制特色校本作

业。“作业改革成效显著，不仅学生的

休息时间得到了充分保障，完成作业

的效率也提高了。”衢江区教育局党委

委员、教育发展中心主任陆忠正说。

学生的学习时间得到释放，课余

时间就相应充裕起来了。衢江各小

学在课后服务探索上的步子更坚定

了。衢江区第二小学探索“1+2+X”

课后服务模式以来，在1小时作业辅

导后的20分钟体育锻炼时间里，校园

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为培养学

生的X种兴趣，学校还在体育锻炼后

组织棋类、绘画等拓展活动，让学生

劳逸结合。

除了课后服务，在衢江打造“活力

课堂”的呼声下，实验小学从本学期开

始将课间时长从10分钟延长到15分

钟。课间时段走入实验小学，记者眼

前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场景：走廊上，学

生们乐此不疲地玩着“抓人”游戏；教

室里，学生们听着喜欢的歌曲，跳起热

门的手势舞；图书馆里，学生们在书架

前挑选着心仪的绘本……

延长5分钟课间，是为了让学生

能够更从容。实验小学校长邵建刚告

诉记者，以前课间10分钟在学生们上

完厕所、打完水后所剩无几，现在学生

们有时间也更有意愿迈出教室。“让学

生们在阳光下多运动、多呼吸新鲜空

气，课间有活力，上课就有动力。”

全区越来越多的学校集思广益，

为学生们的校园生活注入活力：衢江

区峡川镇中心小学和衢江区第一小学

开始试点“课间15分钟”；衢江育才小

学每周三下午开展涉及各个学科领域

的“缤纷育课程”……“衢江打造‘活力

课堂’，志在有效推进学生个性化全面

发展，让生生都有出彩空间。”衢江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燕琴说。

“青椒”有活力，队伍强起来
活力不只洋溢在课堂、校园，更在

衢江青年教师队伍的身上显现。目前，

衢江有在编教师2760人，其中35周岁

以下的青年教师有771人，占比28%。

青年教师的优势在于思维活跃、

敢想敢干，但劣势在于缺乏工作经

验。如何将青年教师的活力转化为强

大的教育力，锻造一支充满锐气的高

质量青年教师队伍？衢江交出了自己

的答卷——

为加强优秀青年校级领导班子

建设，衢江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

而上”相结合的选拔机制，把政治素

质过硬、综合能力强、群众口碑好的

青年管理人才纳入组织视野。同时，

衢江将参与名校长工作室、跟岗学习

作为青年管理人才开阔视野、提升管

理知识技能的重要方式。这一点，衢

江区莲花镇初级中学校长程俊宁深

有体会。

2021年，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

团原总校长姜荣根应邀开办“阿根校

长工作室”。彼时还是莲花初中副校

长的程俊宁经遴选后加入，学习到丰

富的校园管理经验。去年，他又被选

派至宁波市鄞州外国语中学跟岗学

习。在跟岗的4个月里，程俊宁与同

行的副校长们共同将学习经验总结成

一本《鄞州印记》。“这本小册子既是一

份纪念，也是我开展校园管理工作的

‘百宝书’。”程俊宁说。

除了着重培养青年校级领导干

部，衢江还加大了青年教师的培训力

度。为进一步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

力，衢江各中小学选派有经验的骨干

教师承担起答疑解惑、业务指导、生

活关怀等职责，帮助新教师快速成

长。此外，衢江还开展了“五年慧教”

工程，为教龄5年以下的青年教师定

期组织观摩名师课堂、说课评课等活

动。育才小学新教师郑扬帆说，调动

课堂氛围是他的弱项。经过前辈的

指导，他发现自己的教学语言更能贴

近学生了，自己也更能抓住学生上课

的注意力了。

此外，衢江还推出了青年教师之

家工程、班主任奖励办法等8条惠师

强师硬核举措。郑扬帆告诉记者，他之

所以来衢江工作，很大原因是受留才政

策的吸引。如今，有越来越多如郑扬

帆一般的师范苗子选择留在衢江。

激发青年教师队伍的教育活力还

远远不够，衢江同时探索“全员教师比

拼晾晒”机制，让全区教师“坐不住，躺

不平，动起来”，真正激活人才队伍的

“一池春水”。

几年下来，衢江青年教师队伍成

绩可喜。最近这一年，衢江就有19名

优秀教师获省市优质课一等奖，其中

青年教师占比超80%，更有90后教师

获省高中数学课堂教学评比一等奖。

（下转第4版）

答好关键题 教育添活力
衢州衢江区全面打造“活力教育”

本报讯（记者 江 晨）11月1日上

午，省教育厅召开处长工作例会暨第三

季度政治生态分析会，分析厅领导班子、

厅机关及教育系统政治生态建设状况，

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教育工委副

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主

持会议并讲话。

陈春雷充分肯定了第三季度全省

教育系统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效，指

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全省教育系统重

视理论武装、深化效能建设、强化廉政

建设、服务中心大局，在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助力全面加强

“三支队伍”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浓厚氛

围、取得了积极成效。在肯定成效的同

时，应注意存在“严”的氛围有待强化、

“高”的标准还未落实到位、“实”的基础

还未真正夯实等问题。全省教育系统

要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加强理论学习

和内部监督，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发

展；进一步强化作风建设，督促各级党

组织时刻绷紧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这根弦；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严格责

任追究，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

就持续做好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完

成好年前重点工作任务，陈春雷强调，

要收好官。对标2024年教育部、省委

省政府交给全省教育系统的任务，以及

年初厅党组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细化

分解、扎实推进，全力冲刺完成全年目

标。要谋好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等为指引，进一步了

解、把握2025年教育工作面临的新要

求、新变量、新趋势，进一步明晰、确定

新目标、新举措、新载体，提前谋划好新

一年浙江教育改革发展。要保稳定。

充分认识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组织和动员全系统的力量，将安

全责任落实到学校的基层末梢，重点做

好消防安全、交通安全、极端天气、意识

形态等领域的风险防范和整治工作，加

强薄弱环节的安全隐患排查，牢牢守住

安全底线。要强廉政。建立健全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加强自

我约束，做好监督巡察工作，切实增强

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

会议听取了第三季度各处室、直属

单位政治生态建设状况、重点工作进展

情况及下一步打算。会上，厅领导班子

成员就分管领域工作点评发言，并提出

了意见建议和改进举措。

省教育厅召开处长工作例会暨第三季度政治生态分析会

“1只足球”链上400个岗位

湖州以赛为媒创新揽才途径

本报讯（通讯员 张钰苑）2024年中国大学

生五人制足球联赛（男子组南区）近日在湖州举

行，来自全国的25支大学生劲旅参与比拼。这

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湖州开辟引才聚才

的新路径。

在参赛选手入住的酒店，大厅内发布着各

类招聘信息，球员返回酒店时，纷纷上前查看感

兴趣的岗位。据了解，赛前，湖州市体育局联合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参赛选手的专业

进行了摸排，发现参加本次赛事的近300名大

学生的专业涵盖了自动化、计算机、光电、新能

源、会计等20多个非体育专业，于是统筹筛选

出本地59家企事业单位的超400个优质岗位。

“马上就要毕业了，但我平时忙于训练，还

没来得及关注就业问题，没想到这次比赛有这

样的机会，很惊喜。”四川大学广告学专业大四

学生陈飞说，他已经向一家单位的广告设计岗

位投出了简历，双方洽谈得很不错。

其间，多家企业和意向球员进行了接触。

“这些大学生球员很多是国家队成员，参与高校

多为985、211名校，这些平时都要我们主动走

出去招才揽才的，没想到通过这样一场足球赛

事，人才就来到了家门口。”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温州开展大学生留温
促进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夏婕妤 徐成子）近日，“在

温高校大学生留温促进行动”在温州大学举行。

据介绍，为了能让更多高校学生留温就业，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多部门开展

“在温高校大学生留温促进行动”，通过聘任“留

才大使”、经验交流、现场签约等，汇聚“政校企地

社”五方资源，为广大毕业生提供多维度资源和

服务，全力推进“留温工程”，助力温州成为青年

就业创业首选之城。

现场，市人力社保局向在温异地商会代表

颁发聘书，20家在温异地商会会长受聘成为温

州“留才大使”。随后，在温高校分别与高能级

平台、大孵化器、异地商会签约，温州青年就业

创业公益服务联盟也与温州大学生就业创业

指导中心正式签约。“政校企地社”携手，进一

步助力温州各高校学生与社会融通，为大学生

留温就业提供更有力支持，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

共赢。

今年以来，温州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毕业生

留温就业创业新生态，通过实施“青年就业创业

十条举措”等政策，已累计发放高校毕业生就业

补贴1.34亿元、创业担保贷款2.75亿元。

目前，温州不仅成立了创业创新创投联盟，

还整合了245家大孵化器、32家创业街区、11所

在温高校、55家新型研发机构、313名创业导师，

为大学生创业创新搭好“就业桥”，实现高校学生

与城市建设双向奔赴。此外，市人力社保局还结

合高校生源地、专业情况，精选优质岗位86.61万

个，开展专场招聘等活动868场。

近日，仙居县新居民子女周末“博约班”在经济
开发区幼儿园开班。周末“博约班”由工会工作人
员、专业社工和教师等志愿者组成，为新居民子女
开展阅读指导、趣味游戏等，并提供免费点心和午
餐服务，解决新居民周末带娃难题。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周末帮新居民带娃

绍兴推出先贤文化系列
教育丛书

本报讯（通讯员 张诗纯）“陆游对于咱们

绍兴人来说并不陌生，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

人……”近日，绍兴市树人中学教师金佳文带领

七年级学生学习了《品读陆游》。这是绍兴编写

推出的先贤文化系列教育丛书中的一本。

今年年初，浙江启动《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

书》编写出版工作，组织各地市编写教育丛书。

绍兴第一时间挖掘本土名人资源，组建编写组，

并针对小学生和初中生两个年龄段学生特点，

分组编写《走近陆游》《走近王充》与《品读陆游》

《品读王充》。

据介绍，这两套教育丛书分为小学版“走

近”系列和初中版“品读”系列，于今年9月开始

试用。教育丛书主要以主题大单元形式编写，

图文并茂展现先贤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价值理

念、道德规范等内容。其中，小学版注重把名人

的生平事迹、精神品质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

的小故事，初中版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思

想性、学术性内容，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

带领学生看到丰满、真实的绍兴先贤。

接下来，这两套教育丛书将在绍兴各区、县

（市）中小学全面铺开，并逐步进入农村文化礼

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

地，充分发挥先贤文化育人化人、启智增慧的作

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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