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23日02版 新新 闻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主编：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xw@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体验粗陶魅力
弘扬传统文化
11 月 18 日，山东省滨州市沾

化区文化馆开展体验粗陶魅力，弘

扬传统文化活动。沾化区第三实

验小学学生走进文化馆跟随市级

非遗粗陶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文文

学习粗陶制作技艺基础知识，体验

和感悟粗陶文化，增强传承和保护

传统文化的意识。

（贾海宁/摄）

委员专家与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实践者对话

共商区域教育优质发展
本报讯（记者 康丽）“几年下来，

我们感受到了学校对家长的尊重、温

和、包容，感受到了我们是一个成长共

同体，这就是‘合作对话’的深刻体现。”

11月 14日上午，由北京市朝阳区委教

育工委、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人民政协

网主办的教育之春“感受发展·走近朝

阳·走进校园”沙龙在北京举行，北京市

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初三（1）

班学生家长刘琛一语道出这几年学校

开展“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感受，

而这也正是本次沙龙的主题。

“开始学校只有数学和英语两个

学科加入课题实验，现在是全学科推

进。”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

学校校长刘美玲历数几年来学校的课

堂之变、教师之变、学生之变、家长之

变这“四大变化”。

最能体现这种变化的，就是望京

实验学校教师李惠敏的数学展示课。

“‘合作对话’对我来说有着不同的意

义，它相当于我的第二个师傅。”李惠

敏直言，“合作对话”是自己职业生涯

和教师专业的破冰环节，让她真正懂

得了教学，懂得了学生，看到了学生实

实在在的成长。

沙龙上，李惠敏的这节数学展示

课深深打动了与会者。

“身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每当看到

实践这只大脚扎实地踩在了课堂上，

心灵就会为之震动、为之动容、为之欢

悦。”观摩课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

新蓉说，“在‘合作对话’课堂中我们欣

喜地看到，师生间的教学演示、孩子间

的学习活动、教师间的相互磋商都朝

向最美好、最有效、最有适宜性的教育

方向，我觉得如果一个好老师能够找

到最合适的方法教给最合适的孩子，

这就是好老师最大的勋章”。

这一点同样得到了与会者的共鸣

和肯定。

“教师通过‘合作对话’为核心的教

育教学模式的探索，让美好的教育追求

落地，这样的探索非常有价值，不仅给

学生带来实际收获，也让教师的教学能

力、专业化水准获得了很好提升。”北京

四中校长马景林由衷地说。

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钟祖荣看来，“合作对话”体现了

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把学生放在了

学习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建构主义的

思想，通过大家的讨论分享来建构知

识的意义；体现了教育的互动性、关系

性、主体间性，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师生

关系、生生关系；也体现了共治共建共

享的治理理念，对话就可以协商，协商

就能够综合各方面意见。

毫无疑问，“合作对话”带来的影

响不仅体现在每一节课上，还反映在

师生关系、家校关系上。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关

键，我的理解就是‘关系’，没有‘好关

系’就没有‘好教育’，‘合作对话’一个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建立良好关系，尤

其是良好的师生关系。当然这种合作

也不限于师生关系，还涉及家校之间

的对话、师生关系的对话、生生关系的

对话等。”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

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

沙龙上，作为“合作对话”教育教

学范式课题研究负责人，北京市朝阳

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世元就朝阳区

学校文化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

分享，从学校文化到教育文化，再到理

想的教育文化，直至提出理想的教育

文化落地的抓手——“合作对话”教育

教学范式，这项课题通过系列可操作

的模式和方法，最终让“立德树人”成

为一线教师主动的价值追求。

在王世元看来，“合作对话”教育

教学范式建立在“成长共同体”基础

之上，通过“对话”唤醒受教育者强烈

的对话愿望，实现了受教育者由内而

外的知识、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建构。“‘合作对话’存在于所有教育

教学范式中，只要教育发生就有‘合

作对话’”。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接下来

将有什么新的拓展？与会专家在沙龙

上给出了建议。“党和国家提出要培养

学生的关键能力，即认知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等。我们的教育改革要

融合关键能力与基于各门学科的学科

素养，这是接下来需要思考的。”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

长、教授薛二勇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

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陶沙认为，这

项改革将提质和增效落到了实处，超

越了课堂和单个教育活动，从文化的

角度来提出和检验解决方案。教育要

塑造时代新人，下一步需要考虑怎么

从孩子的脑结构和功能更优发展的角

度来推进、拓展、辐射。

“基础教育的许多改革需要‘袁隆

平式’的改革，需要大面积提高质量，

而不是单弄一个试验田，单种一棵很

好的植株就完了，因为我们面向的是

全体孩子。”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一级巡视员、特级教师李奕表示，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初步形成了

工具方法，已经有了区域整体推进的

态势，接下来要结合当前的问题和实

际做新的探索和研究，聚焦高质量教

育体系的构建，成为区域教育发展真

正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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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2023届大地明师班开班典礼举行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加入大地

明师研习班，我们很自豪，也很期待即将

开始的学习。我们将认真学习，积极互

动，做到知行合一。”11月18日，在中国教

师报、洛阳师范学院和中小学课改名校

联合举办的2023届“大地明师研习班”开

班典礼上，洛阳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学生

李妍妍代表全体学员表达了心声。

大地明师研习班是由教育专业媒

体、师范院校和中小学课改名校三方

联合共建的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平台，

致力于打通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教育的

最后一公里。大地明师研习班的精神

偶像是陶行知，班训是“大地明师，明

日之师，教育报国，舍我其谁”，授课理

念是：把“教”降到最低，把“学”放到最

大；“学员即资源，流程即课程”。首届

大地明师研习班于2018年3月正式开

班。

据洛阳师范学院副校长赵海彦介

绍，大地明师研习班是洛阳师范学院

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有效抓手，

目前已培养学员 171 人，采取集中授

课、名校访学和挂职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突出“理念+操作+体验”，强调实

操、实战、实效，在做中学、学中思、思

中悟、悟中行，致力于缩短准教师到教

师的过渡期和教学方法的摸索期，让

学生上岗就能站稳讲台。目前已经毕

业的 4 期学员均服务于基础教育一

线，深受用人单位欢迎。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吕同舟在

开班典礼致辞中说，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这为教育发展、科技创新

和人才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教师职

业与这三个战略性支撑关系密切，教

师是教育发展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实

践者，是科技创新的奠基者，是各类人

才的培养者。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

育发展的中坚力量。师范生是教师队

伍的源泉，是充实教师队伍的新鲜血

液和生力军，高素质师范生培养是实

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大地明师研习班

正契合了这个任务和要求。

据了解，2023 届大地明师研习班

开班后，整个课程体系在原来的基础

上，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年版）》内容纳入学习。

（上接1版）

培育“种子教师”
让更多课程上出“思政味”

7月 15日，卢国维思政课名师工

作室开展第一次集体备课活动；8 月

3 日，吴玉萍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举行

第一次全体成员研讨活动；8月5日，

肖家慧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开启第一

次集中学习……今年暑假，柳州市首

批 15个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

开展的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沙龙学

习等活动，点燃了柳州市教师的“大

思政”教育热情。

“上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柳州

市教育局思想政治教育科科长张巍介

绍，为打造一支优质精干的思政课师

资队伍，柳州市聚焦“六要”标准，分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卓越教师”对

全市思政课教师实施阶梯式培养。

今年 6月，柳州市成立了第一批

15个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充

分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带

动教师成长。每个工作室由1位主持

人、3位导师和10位大中小学思政课

教师成员组成。各工作室面向柳州市

所辖的 6个县、区，通过名师讲座、教

科研交流、精品课展示等方式开展思

政课教师“手拉手”帮扶活动，实现了

城乡育人机制一体化发展。

除了设立名师工作室，柳州市

还通过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研实

践共同体等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构建“大思政课”格局。

2021 年 11 月，柳州市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研究基地暨思政课教

师培训基地建成。基地设立了思政

课教师发展中心、思政课协同创新

中心、思政课资源开发中心和思政

课实践教学中心，实现了师资建设

一体化、教科研一体化、资源建设一

体化和实践教学一体化，让柳州市

思政课教师有了更加专业化的发展

平台。

今年 6 月，由柳州市 5 所高校牵

头，分别组建了 5个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教研实践共同体，带动 43 所

不同学段学校参与，成员单位共同开

展思政课教学研究，共享优质资源，

促进了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发展，有效

拓展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工作的覆盖面。

不仅如此，“德育名师大讲堂”也

开办起来，每月定期邀请广西区内外

思政课名师开展全市范围内的线上

全员育人大课堂。每年开展思政课

教学能力技能比赛、班主任业务能力

比赛、“让思政课活起来”思政微课比

赛，以赛促教，不断提高教师的全员

育人能力。

“3 年来，我们组织开展全市中

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集中培训 3000

余人、德育名师大讲堂等网络在线

培训 1.4 万余人，实现了全市思政课

教师培训全覆盖。”张巍说，“课程

思政种子教师”茁壮成长后，以蝴蝶

效应带动了柳州市课程思政和思政

课程教师团队的整体成长。

为了让各门课程都上出“思政

味”，柳州市还积极引导各学科教师

将思政元素融入知识传授，通过名师

引领带动，精品课程打造，示范课堂

培育，实现各学科与思政课同向同

行、同频共振的育人效应。

优秀师资，成就优质教育。近年

来，柳州市 1门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2 名教师入选全国课

程思政教学基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

型经验名单；在广西校园课本剧展演

中，柳州市铁一中的课本剧《濂溪·爱

莲》荣获广西中学组第一名。

“小学课堂气氛活跃，充分调动了

小学生参与积极性，启蒙了积极情感；

中学课堂事例鲜活，贴近中学生生

活，打牢了思想基础，提升了政治素

养；大学课堂专题化，引导青年大学

生思考成长，增强了使命担当……”

在日前举行的柳州市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学术论坛上，与会

专家一致表示，柳州市不同学段的思

政课各有特色，精彩纷呈。

“未来，我们将突出课程育人、活

动育人、文化育人、阵地育人和实践

育人，用红色课堂、红色活动、红色文

化、红色阵地、文明实践培育‘红色青

少年’。”潘旭阳表示，柳州市将继续

大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

不断提升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

无锡连云港两地学校举
行交流共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陆培 通讯员

汪舒蕾） 11月11日，江苏无锡连云港

两地学校交流共建活动在无锡举行。

从“黄海明珠”到“太湖明珠”，从“花果

山”到“惠山”，相隔400多公里的无锡

外国语学校与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第一附属小学在南来北往的合作间

探索育人道路和教育真谛。

据悉，今年3月，江苏省委、省政府

作出深化南北结对帮扶合作的决策部

署。7月，无锡市教育代表团与连云港

市教育局签订教育南北结对帮扶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开启两地教育帮扶合

作之旅。两地教育局多次联系对接，

共同制订了《无锡连云港教育结对帮

扶合作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江阴市

与灌云县、宜兴市与灌南县、锡山区与

东海县、惠山区与赣榆区、滨湖区与连

云区、新吴区与海州区全面结对，加上

在锡高校、直属院校，共确定了首批结

对共建学校（单位）45对。

活动中，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第一附属小学校长章建华与无锡

外国语学校小学部校长皋洁瑾签订

结对协议，两校将通过开展交流活

动，提高两校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

量，通过教师结对帮扶，提高双方教

师的业务水平，两校将建立良好的合

作机制，以合作促发展。签约仪式

后，双方就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素质

教育等进行研讨交流。与会专家对

交流内容进行了点评指导。

“学生个体有差异，信息传导不一

样，教师要注意教育教学方法，做到因

材施教。”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马斌通过生动的教学案例强调了“法”

的重要性，指出作为教师要勤思考、善

反思、成思路、能思辨。

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任克奇表示，

希望双方取长补短、互利共进，碰撞新

思维，拓展新路径，从学校管理、学科建

设、学生交流、教师研训、队伍建设等方

面找准切入点，深化务实合作，提升发

展实效，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

双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整体提升，为两

地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赋力。

据介绍，此次无锡、连云港两地

学校结对，合作共建，共同探索育人

道路，是无锡、连云港两地南北挂钩

合作的再深化、再对接、再落地。未

来，双方将围绕教学科研、师资培训、

学科建设、教育信息化等，互通互联，

共享资源，加深合作。

筑牢信仰之基 闪耀信仰之光

本报讯 11 月 19

日，西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乡

村振兴中的乡村教育

高质量发展”高端论

坛，从事乡村教育领域

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

与一线教育行政部门

领导、校长和教师代表

70 余人在交流分享中

共同探寻乡村教育高

质量发展之路。西北

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奎

出席论坛并致辞。活

动中，共有 700余人参

与线上互动，近 2000

人次观看线上直播。

在 主 论 坛 中 ，东

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

辉作了题为《乡村教

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报告，认为乡村

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

育发展，应将教育与

当地的一方水土联系起来，与生活、

生态、生命联系起来。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善槐认

为，乡村振兴是关于乡村整体的发

展，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应与教育

现代化保持一致，发展速度应与教

育现代化目标对标，发展任务应满

足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保障是教师的专

业化发展，基础是学校的内涵化发

展。”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局原局长汤

勇表示，发展教育必先发展教师，地

方教育局长、校长必须坚持教师第一

的观念，善待教师、尊重教师、信任教

师、理解教师，对教师应有同理心。

针对乡村教育如何高质量发展

问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副院长周晔认为，乡村教育高质量

发展要直面“问题”，建立“自信”；保

持“传统性”，走向“现代化”；保持

“特色化”，实现“共生性”。

在分论坛上，参会学者主要围绕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实证研究”“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理论与政策”“乡村学

生发展”“乡村学校文化建设”“乡村

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乡村振兴与乡

村教育有效互动”进行讨论。来自湖

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的专家教授，与区域教育局领

导和学校管理者围绕“乡村振兴中乡

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实

现路径”展开圆桌对话。

甘肃省岷县教育局副局长李鑫

认为，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

努力实现乡村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乡村学校硬件

建设全部达标；全面加强教师培训；

优化乡村学校管理模式；努力提升

农村学校教育质量。

周晔总结了本次论坛所达成的

共识：一是乡村振兴，教育要优先发

展，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

的基础；二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指

向人，指向乡村学生的健康成长、发

展；三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要素是乡村教师，要注重乡村教师的

发展；四是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

精神层面的加持。 （韩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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