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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湖南省衡阳市教育局副局

长、衡阳八中校长文思源是一位
颇富传奇色彩的教育人。身为校
长，他有带领多所薄弱学校妙手
回春的经历，曾带领衡阳八中实
现88.13%的重点本科上线率，清
北考生顺利达到两位数，书写出
一个又一个办学“奇迹”。如何让
同样的“奇迹”在教育田野上遍地
生花？

文思源表示，在以养成教育
为主的初中阶段，教育工作者更
要以从容的耐心做长久的规划，
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正确
的三观。“校长要做‘生活中的有
心人’，懂得处理教育教学工作中
遇到的偶发事件，做有情怀的教
育，办有故事的学校，要点燃师生
的激情和梦想，让师生爱上校园
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文思源
说。

不焦虑、设定共同的愿景、凝
聚团队的力量、发挥榜样的作用、
把学校办成温馨的大家庭、勇于
担当、善于点燃激情和梦想……
文思源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校长
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细化到
校长的时间怎么分配？文思源这
样说：“1/3去教室了解学情；1/3
在办公室思考问题找对策；1/3
汇报工作、反映困难争取支持。”

叶文梓则援引被称为“中国
十大教育英才”朱永新的话，跟与
会者分享了校长应该具有的八种
核心素养：要具有奉献精神和人
文关怀；要珍惜学校名誉胜于生
命；要追求人生理想和办学理念，
有独特的办学风格；要有宽广的
胸怀，以及感召力和凝聚力；要善
于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调动一
切力量促发展；要重视教育科研；
能给教师创造一个辉煌的舞台；
使学校有优美环境和文化气息。

“校长应该身兼教育文化与生态
建设的任务，从教学方式、评价方
法、环境建设等多方面对学校进
行变革，比如：适当拓宽走廊空
间，保障同学们的课间十分钟；增
设体育设施、增加阅读场地，提供
充足的运动、学习的空间等等。”
叶文梓说。

多位专家同时强调了团队协
作的重要性，叶文梓表示：“一个
人能干不是真的能干，一群人能
干才是真的‘能干’。校长应该提
供好的土壤，以身作则，带头遵章
守制，公平公正地尊重每一位老
师，让优质教育‘生根发芽’。”文
思源则表示：“团队的力量无比强
大，每一个教师都可以成为该学
科某一专题的‘领头雁’。”

姚跃涌表示，校长要把办校
当成事业来做，而不仅仅是一份
工作。“要规划学校发展的方向，
以及未来三年、五年的发展目
标。”姚跃涌说。

“初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关键一
环，是连接小学教育和高中教育的

‘腰’。‘腰’不强，高中教育发展的根基
就不牢固。”研讨会开幕式现场，市教育
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梁凤琼就点明初中
教育的重要性。

“初中生是育人育德育智和健体最
关键的时期。”这是很多教育人的共
识。据统计，我市共有初中学校182所，
其中独立初中94所，九年一贯制55所，
完全中学33所，学生16.3万人，教师1.2
万人。如何实施教育“壮腰”工程，把初
中教育办好办强？这是市教育局精心
组织此次研讨的初衷和目的，也是研讨
的方向和重点。

“大家来看看这两个表格，能否看
出数据背后的东西。”首场讲座伊始，主
讲嘉宾——原深圳市罗湖区教科院副
院长姚跃涌就用江门与周边地市的中
考分值分布表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思
考。从而引出“双新”背景下，深化中小
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姚跃涌坦言，“双减”“双新”背景
下，课标、教材与中考三者的联系将更
紧密，初中办学必须紧紧围绕新课改的
核心要求，更新育人理念，调整教学方
法。“新课标之‘新’不只在结构，更在其
内涵上的变化，教育者应从‘教教材’到

‘用教材’，从‘考知识’到‘考能力素
养’，从教授‘程序性知识’到‘策略性知
识’，培育会学习、会思考的学生。”姚跃
涌说，“课程是学校的灵魂，校长和老
师，首先要深入学习新课程、新课标，将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作为自己的
案头书、口袋书，做到常学常研，变新理
念为自己日用而不觉的内在理论素
养。要研究招生政策、中考试题，从中
领悟新课改的要求和方向。要理直气
壮地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近年来，新课程、新课标、新教材
……课堂教育教学改革的一套“组合
拳”对老师们有更多新挑战。“初中学校
该怎么办？未来思维很重要。”深圳大
学教育学部二级教授、教师发展学院院
长叶文梓在以“教育转型发展与校长新
作为”为主题的讲座中说，“校长要站在
现在看未来，至少要看到20年后对人
才、对人的素养的要求，现阶段就要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分数，一手抓
素养。”

“中考的知识难度在不断降低，但
考查学生素养的题目层出不穷且逐年
增多，所以中小学要引领孩子创新成
长。”叶文梓说。

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实验学校（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城西中学校长
谢纯则用三个“实”分享了她的见解：

“把学校办好，备课要扎实，教学要踏
实，教研要厚实。”

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书
记、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
海龙则从未来教育视角跟大家分享了
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他认为未来学
校不会消失，但一定会发生深刻的改
变。建议老师要跳出学科看教育，校长
要跳出学校看教育，局长要跳出教育看
教育，并以温州的“教研共富”行动，分
享城乡优质均衡发展的办学路径。

时代在不断发展，教育更需要与
时俱进。教育评价是“指挥棒”，对于
初中教育来说，质量怎么看？是不可
忽视的一环。叶文梓认为，教育评价
需要变革，但“教育评价宜少不宜多，
宜粗不宜细”。

研讨会现场，不少校长专家探讨
分享了评价体系的变革和探索。江门
市怡福中学是广东省综合评价改革试
点项目学校，校长李兴伟分享了该校
系统的评价体系，包括从起点看进步、
从贡献看进步、从对比看进步、从细节
看进步、从全面看进步五个维度。蓬
江区紫茶中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又红
也分享了蓬江区“一评三立”评价体系
的建立和实践。

肇庆市铁路学校党总支书记、校
长陈志荣以“新课标下的教学策略与
质量提升”为主题，总结出评价体系的
变革方向——建立以“贡献率”为引领
的中考评价体系。

过去的教学评价重点关注学生平
均分等数据，“贡献率”是“总分优生中
同时又是某科优生的占比”，如今用

“贡献率”替代“平均分”等数据，重构
评价体系有何意义？陈志荣坦言：“过
去关注平均分等数据，导致各科教师
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不利于总分提
升。用‘贡献率’改革评价标准，则有
助于打破科目壁垒，强化总分优势，更
好实现科学评价，综合提质。”

如何打破学科、学段之间的壁垒，
成为大家共同讨论的议题，多位专家
在分享中不约而同地提到“未来教育”
一词。现场，姚跃涌表示：“在未来，学
科壁垒将逐渐被打破，学科与学科之
间将实现弥合。培养具备科学素养、
核心素养的人才变得更加重要。”

作为教师，如何借助新兴科技力
量，培养具备科学素养的人才？徐海
龙建议：“老师们应利用互联网平台，
高效完成教学准备；利用大数据，分析
诊断学情和精准教学；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引导学生开展自学；利用互联网
平台，提升专业学习能力。”

个性化、精准化，这是义务教育提
质增效的催化剂，而从基本均衡到优
质均衡，这是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必然升维。叶文梓坦言：“教育发展不
在弯道超车，而在变道超车。城市教
育的今天不是乡村教育的明天，乡村
教育并不是差的教育，我们应该对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有更多信心。”

“初中校长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不
如小学校长们活动迭出、精彩纷呈，也
不如高中校长们金戈铁马、高考突围
那般波澜壮阔，但初中校长们有着更
特殊的任务、更光荣的使命，这就是要
把基础教育的‘腰’挺起来，把素质教
育的接力棒传下去，把培养拔尖创新
人才全链条扣紧、扣好。”梁凤琼鼓励
校长们要主动沉到一线去，胸有全局
站稳办学立场，定位办学目标，规范办
学行为，协调好各种社会事务与教育
教学中心工作，担当起初中学校的育
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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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潘诗欣 通讯员/
潘东华） 12月11日，由广东省教育厅主
办的2023年广东省中小学预防近视专题
健康教育授课比赛在中山举行，来自全省
21个地市代表队67位选手同台竞技，我
市3名校医参赛并获奖。

此次比赛以“睛彩未来，超粤自我”为
主题，分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中职）组
三个组别进行。江门市新会实验幼儿园
黎敬明、江门市新会区平山小学黄澄、江
门市新会华侨中学谭雁婷分别代表幼儿
组、小学组、中学组参赛。

比赛现场授课采用“无生上课”（即模
拟有生上课）形式进行，每人授课时间为
10分钟。教案主题包括户外活动与阳光
体育、用眼习惯与视觉环境、电子产品与
视屏管控、均衡膳食与规律作息等多个选
题。

我市3名选手高度重视此次比赛，以
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精神面貌，紧扣大
赛主题，紧密联系各学段健康教育任务
和学生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教学策略与
方法，分别带来了生动、专业的健康教育
课。

经过激烈角逐，黄澄的授课《我有明
眸一双》获小学组一等奖，黎敬明的授课
《离我远点，电视和手机》获幼儿园组三等
奖，谭雁婷的授课《阳光运动 有效防近
有利学习》获中学组优秀奖。江门市教育
局获优秀组织奖。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儿童青少年的视力问题牵动着全社会的
心。江门市教育局关工委副主任潘东华
表示，我市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培
育了学校预防近视健康教育骨干工作队
伍，遴选了一批眼健康教育精品课程，有
助提升师生预防近视健康素养水平，为近
视综合防控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紫花风铃木花开满校园，幽幽花香沁
心脾。12月以来，江海区礼乐中心小学校
道上的紫花风铃竞相盛放。赏花、吟诗、
奏乐、写生作画、创意手工……该校以花
为引，举办第一届紫花风铃木花节，把课
堂搬到户外，让课程“活”起来、“动”起来。

“大家仔细看看，紫花风铃木花是什
么样子的？有什么特点？”三（1）班的学生
们在语文老师刘翠媚的带领下，来到紫花
风铃木花树下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
课。学生们围在树下，踮起脚尖仰起头，
仔细地观察着紫花风铃的色、相、声、形，
尝试着以花为题写一首诗。

“风铃叮当惹人喜，身紫却似为铃
铛。铃铛未有人不喜，靠近才觉原是
花。”潘紫妍同学有感而发，写下一首《风
铃》，这是她第一次写诗，对诗歌创作的
浓厚兴趣由此被激发。“这样的课堂既有
新意又很有趣，我们在课堂上真听真看
真感受，大家都很投入。”潘紫妍开心地
说道。

另一边厢，学校民乐团、合唱团的同
学们换上礼服，来到花树下准备开始声乐
练习。花香馥郁，筝韵悠扬，琴响校园，相
得益彰。“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
长大的童年……”一曲《童年》唱出孩子们
的纯真快乐。当天的声乐练习在充满仪
式感的艺术氛围中顺利进行。

本届紫花风铃木花节分为校道活动
和风铃花树下活动，设有诗、书、礼、易，
琴、棋、书、画等多个板块，按照每个板块
的不同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有趣的
活动。“我校围绕紫花风铃木花节，推动语
文、数学、科学、美术、音乐综合实践等学
科联动，是学校‘跨学科融合型’综合实践
的研究内容之一。我们将继续探索，让课
程‘活’起来、‘动’起来，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礼乐中心小学校
长付师华说。

（文/图 罗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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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教育版图中，初中
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阶段。面对新课标背景下的
教学改革，初中到底该怎么
办？校长该怎么干？质量该怎
么看？

12月15日、16日，市教育
局在开平举行以“助推初中教
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研讨
会，汇聚全省乃至粤港澳大湾
区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治校
智慧、交流经验，并邀请省内外
专家一起探讨实施初中教育
“壮腰”工程。来自中山、珠海、
肇庆、茂名等地的400多名初
中校长齐聚学习。

4场讲座，3大论坛，13位
专家校长分享经验，围绕初中
教育理念创新、课程教学改革、
教育评价改革等话题深入交
流，既有对中小学课程教学改
革的深入剖析，又有基于未来
教育视野城乡优质均衡发展的
经验路径；既有情怀教育的分
享，又有教育转型发展与校长
新作为的思考；既有新课标背
景下教学改革与创新交流，又
有新中考背景下的教学管理探
讨。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干货多
多，收获满满。

文/图 娄丹 李彤 曾婧

原深圳市罗湖区教科院副院长姚跃涌：
教育不能站在过去看现在，而要站在现在看未

来。教材是给教师用的，而不是给教师教的，教师
要使用教材更要超出教材，灵活运用社会的、网络
的和其他教师的优质资源，做到基于教材更要拓展
教材。老师不能只教知识，而要教素养。学校要理
直气壮抓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湖南省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衡阳市八中校长
文思源：

校长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1/3去教室了解学情；1/3在办公室思考问题找

对策；1/3汇报工作、反映困难争取支持。

浙江省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书记、院长，浙
江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海龙：

不同学段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了解非常
少，初中教师只关注中考，不了解高考，也不知道小
学课堂教什么、怎么教。这是需要改变的，不同学
段、不同学科的教师之间应该相互听听课，了解学

情。中、高考命题方向是一致的，教学是需要衔接
的。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二级教授、教师发展学院院
长叶文梓：

教育要有未来思维、阶段思维、系统思维。教
育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作为校长，就是要把这个
阶段的事做好，把今天该做的、能做的事做好。

↑研讨会现场，专家进
行交流研讨。

←省内外400余名初
中校长齐聚，探讨教育如何
“壮腰”。

广东省中小学预防近视专题
健康教育授课比赛举行

我市3名选手
均获奖

花开满校园
诗意润心脾

校校
园园
故故

事事

花树下花树下、、校道旁校道旁，，随处可见师生乐学随处可见师生乐学
善教的身影善教的身影。。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