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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在悠扬的古琴声中字正腔圆地吟诵

“赚得行人错喜欢”，用简笔画描绘关于“一

山放出一山拦”的想象……4月4日，在绍

兴市上虞区博文小学的报告厅里，一场精

彩的课堂展示拉开了小初衔接专题研训活

动的帷幕。台上，学生们在教师的引领下

品字读趣、联想悟理；台下，300多名参训

教师聚精会神观课，共同探寻语文小初衔

接的有效路径。

为落实《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加强学段之间的衔接，体现

学习目标的连续性、进阶性，提升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联合浙

江师范大学网络继续教育学院组织开展上

虞区小初衔接专题研训活动暨区第三届初

中、小学语文“名师高徒”启动仪式。作为

小学、初中语文90学分线下培训的创新、

特色课程，这一活动旨在推动中小学语文

教师教学业务的交流和沟通，促进小初学

段的平稳过渡。

跨学段同课异构，推动衔接“双向奔赴”
从小学升入初中，曾经让学生引以为

傲的语文成绩，为什么会从90分跌至80

分甚至60分？义务段语文教学如何凸显

整体性、渐进性和持续性？从问题出发，本

次研训聚焦小学、初中两学段语文课堂，以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为文本，通过同课异

构的方式直观展示两学段学情、教学方式

等方面的差异。

“下岭便无难是谁的观点呢？”“那诗人

对下岭又持什么态度呢？”现场执教五年级

课堂的教师王德辉睿智、从容，引导小学生

从诗题入手，抓住行人、诗人两种对待“下

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以此为切入口，步

步深入，层层推进，上出了哲理诗该有的理

趣。“请大家自主圈出认为比较有味道的字

词，结合助读系统进行赏析。”执教七年级

的教师杨芳则通过配图明意、回溯识人等

五种学习哲理诗的策略，引领中学生赏析

“诚斋体”的语言美、读悟杨万里的人格

美。两堂颇具辨识度的语文课，让一直以

来被“隔离”的小学、初中语文教师，有了一

次对话的机会。

在题为“同课异构、语文先行——共话

小初有效衔接”的议课沙龙环节，两名执教

教师介绍了课堂教学设计的思路及备课心

路历程，小学、初中语文名师代表进行了点

评。绍兴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上虞区名师叶

丽华说：“我们看到了初中语文课堂的开放

程度之高，对小学语文教学启发很大，因为

课堂让每个学生都展现出了思考轨迹。小

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的精准度较高，但开放不

够。因此，小学高段的语文教学需要去驱动

学生，给他们思考的空间，并引导他们在表

达上更多使用长句，为衔接做好准备。”

绍兴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上虞区名师、

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张玉兰是本次

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她介绍了这场教学展

示的初衷：“从文本的挑选，到两名教师的

教学设计，其实全都指向一个目的——希

望两堂课的对比直观呈现小学、初中两个

学段的差异。”在张玉兰看来，课堂不仅是

一扇窗，更是一面镜子、一道光，能真实而

直观地展现教师们“双新”探索的点和面，

折射出殊途同归、以生为本的课标理念，呈

现不同层次学生和教师的精彩。

许多学员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观摩跨

学段的同课异构课堂，这种直观的方式给

他们带来了冲击，“震撼”“心潮澎湃”成为

课后总结中的高频词。一直以来，中小学

语文教师之间缺乏了解，教学面临割裂状

态，这场极具创意的研训活动让两个学段

教师的携手前行成为可能。

“初中是转折、是爬坡，怎样帮助学生

顺利过渡？教师们需要一个平台去了解彼

此，共同寻找衔接的关键点。”本次活动的

策划者之一、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周颖说：“这次小学教师执教初中文本是很

新鲜的挑战。那么，初中语文教学在小学

的基础上如何传承和提升？下次我们会选

一篇小学的文本，再进行一次同课异构，希

望能给教师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聚焦项目化学习，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如今，项目化学习已成为全球教育领

域的热点。然而，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在

调研中发现，很多教师对项目化学习的认

知不到位，并因此导致项目推进陷于困境，

急需专业指导。本次培训特别策划了语文

项目化学习优秀案例分享和讲座，希望带

领教师们深入探索项目化学习方式，提升

教师项目设计、实施的能力。

博文小学教师叶丽华的案例《从“田家

四季歌”到“禾下乘凉梦”》、驿亭镇中心小学

教师顾斐娜的《我是“梁祝故事”代言人》，剖

析了项目从设计到完成的全过程，具有极强

的可操作性。汤浦镇中学教师汤利英的《农

村小规模学校开展项目化学习的实践》、浙

江师范大学附属上虞初级中学教师彭治萍

的《践行新课标，让项目化写作真实发生》则

从宏观角度出发，探讨了打开学生思维空

间、提升学生学习能力的项目经验。

汤利英还特别分享了让她对项目化教

学颇有感触的小故事。在学生组建项目小

组的过程中，一个颇为内向、回答问题“一

个词一个词往外蹦”的学生被推为组长。

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不善言辞的学生

破天荒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陈述自己不

适合当组长的理由。语言之流畅，逻辑之

严密，和平日的她判若两人。“这件小事给

了我一个启发，项目在设计的时候，如果问

题驱动得好，会非常有价值。每个学生都

有想法，关键在于教师有没有搭好平台，驱

动他们表达。我们可以将课本的内容作为

载体，帮学生习得更多的表达技巧，不断积

累和运用，让学生的核心素养得到提升。”

案例分享环节后，杭州市基础教育研

究室教研员萧琪以“走向真实的学习——

指向核心素养的项目化学习”为题，为参训

学员作了项目化学习的高位引领，并针对

学员关心的“选题如何更有吸引力并指向

明确”“如何让学习情境真实发生”等问题

做了细致的讲解，让参训学员茅塞顿开。

传承教育薪火，助力教师全面发展
师徒结对是促进青年教师业务能力提

升的有效途径。自2019年上虞区举办第

一届“名师高徒”结对活动以来，一大批优

秀的青年教师在名师引领

下获得了迅速成长。在本

次活动现场，上虞区第二届

小初语文“名师高徒”表彰仪式和

第三届“名师高徒”启动仪式也在全

体学员的见证下展开。接下来的两年，又

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功底、良好学科教学基

础、在业务上崭露头角的“高徒”将跟随名

师的脚步，向着教育理想阔步前行。

在结对仪式上，师徒共同签署了结对

协议，教研员为师父们颁发了聘书，实小

集团实验小学教师谢钦茹代表全体徒弟

表态，将在“名师高徒”携手研修的两年时

间里，认真履行徒弟职责，在立足讲台的

同时力争在论文、课题、教学比武等各个

方面取得成绩，早日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

青年骨干、优秀教师。

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员孟海明

说：“希望通过‘名师高徒’这个平台，让徒

弟们收获满满，业务水平更上台阶。希望

多年以后，从这里走出更多的语文名师传

承教育薪火，让上虞语文人的团队更加温

馨，更富人情味，更有凝聚力。”

从具有开创意义的小初同课异构，到

参训学员“点单”的项目化学习，再到充满

仪式感的拜师结对活动，上虞区教师发展

中心在短短一天时间内为学员奉献了一

场立体的、丰富的、高度整合的专业成长

“盛宴”，也为不同学段教师之间架起了沟

通的桥梁。未来，上虞区中小学教师将打

破学段边界，携手前行，推动上虞教育高

质量发展。

搭建沟通桥梁 赋能教师成长
——绍兴市上虞区小初衔接专题研训活动侧记

□绍兴市上虞区教师发展中心 浙江师范大学网络继续教育学院

“同课异构语文先行——共话小初有
效衔接”议课沙龙

教师王德辉现场执教五
年级课堂

□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徐丽琴 周 丰

“用刻刀一笔笔把江山樱花‘留’住。

一朵樱花，要雕刻多少笔才能成形？”近日，

衢州第二中等专业学校的非遗木雕与家具

传承创新中心热闹非凡，衢州市工艺美术

大师、江山市木雕非遗传承人刘世华正在

给该校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授课。

近年来，该校立足山区县特色产业

集群，创新“榫卯协同”育人模式，通过中

职、高校、企业、协会四方协同，供需互

补，共同培养与区域产业需求相契合的

家具产业人才。“学校全力推进人才供给

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成为相互契合的

‘榫卯结构’，培养德、知、技、艺全面发展

的‘现代鲁班’。”衢州第二中专党委书

记、校长徐凌志表示。

从制作到设计
打造紧跟产业的“鲁班学堂”

在衢州第二中专的木雕课程中，有关

木雕的技艺学习只占据课程的一部分，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发现美、欣赏美、创

造美。

“仅学习木雕技法，学生很难坚持。要

通过课程创新，提供与众不同的学习体

验。在课程中加入书画、木雕等作品赏析，

让学生领略艺术之美，提升审美品位。”刘

世华告诉记者，通过打造以木文化为核心

的多元联动专业阵地，学生可以依托木雕

文化，拓展家具、建筑等木作部分的学习，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这正是本学期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

的木雕课程从选修课转变为必修课的初

衷——为学生审美与匠心的养成赋能。

“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主要根据区域产

业需要而设立，学校也正通过不断拓展

课程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学生的核心竞

争力。”徐凌志介绍，调查研究表明，现

代家具设计与制造业需要的是既懂家具

设计又懂市场、会沟通的专业人才。因

此，学校以“设计”为切入点，引进木工制

作、木雕等非遗技艺，与家具手绘、三维

建模等现代设计手段相结合，打造家具

设计与制作专业的“鲁班学堂”课程体

系，培养强设计、懂制作、会销售的复合

型人才。

翻看该专业学生的课表，除了木雕

课程，专业课还有家具史、美术鉴赏、

AutoCAD制图等。在三年时间里，学生

们不仅要熟悉各种家具材料知识、加工

工艺，学会使用软件绘制图纸、操作家具

制作机器，还要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审美

水平，学习陈列设计、家具销售，并了解

最新的家具市场动态。

2021年，学校积极对接衢州职业技术

学院，联合开展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中高

职一体化人才培养，贯通了该专业学生的

升学路径，五年一贯制培养解决了设计类

人才培养周期长的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专

业人才成长之路。

从体验到上岗
校企协同育人越靠越近

“在销售时，要注意顾客的需求，他们

究竟是看重家具的设计还是结构、工艺，介

绍的侧重点要有所区分……”上学期，江山

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见习学生表彰仪式

上，衢州第二中专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高

二学生何庆瑶以“用心学和细心做”为题，

分享了他在实习过程中的成长与感悟。一

个月的见习期里，他每天要完成200次电

话销售。与他一起获得表彰的还有袁文娜

等3名学生，他们收获了公司颁发的“入职

绿卡”。凭借这张卡，他们将在大学毕业后

优先获得入职该公司的机会。

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课教师邵浩剑认

为，在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等方面表现优异

的学生，正是企业需要的“在身边、看得见

的优秀员工榜样”。“目前‘入职绿卡’的考

评项目全部由企业自行决定，学校负责协

助与指导，脱颖而出的学生说明在企业中

已具备一定的竞争力。”邵浩剑告诉记者。

据了解，学校为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

学生构建了“学生—准学徒—学徒—准员工

—员工”5个阶段的阶梯式成长路径。不同

于以往的企业职业体验，从准学徒期开始，

学校便会与企业共同搭建课堂，企业骨干员

工化身导师为学生授课，既有产品知识、沟

通技巧的讲解，又对学生每日所学进行量化

考核，实现“教学+实践+评价”一体化。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学生通过企业课

堂的学习，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更为详细的了

解，有利于树立专业成长的方向和目标。”作

为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见习期间的跟

班教师，邵浩剑全程与学生同吃同住。常有

学生来找他倾诉，“例如，有学生对职业规划

很迷茫，却不敢请教企业导师”。遇到棘手

的问题，他会联合企业导师与学生开个“茶

话会”。借着这个临时的“人生规划小课

堂”，“双导师”通过实践案例为学生解答：职

业院校学生如何从当下激烈的就业竞争中

突围而出？“硬”技能、“软”实力如何齐头并

进？如何找准个人“精”定位？……不少学

生的人生职业规划也因此越来越明晰。

除了兼职上课，衢州第二中专充分发

挥合作企业技能大师、杰出工匠的引领作

用，开展学校专任教师与企业技能大师结对

活动，不少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在了校

园里。据了解，该专业的时尚门业智能家居

产教融合创新团队被评为2022年衢州市职

业教育创新团队建设对象，基于专业建设的

实践案例——“场域共生、链式培养：中高企

一体化破解山区县家具人才培养‘卡脖子’

困境的创新实践”“德·知·技融合：中职学

校学生实习管理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分别入选2022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

典型案例、全省职业教育德育特色案例。

衢州第二中专：

四方协同造就“现代鲁班” 本报讯（通讯员 夏雯雯）近日，温州市

举行首届中小学生汉字素养大赛。来自12

个县（市、区）和市直学校的28支代表队、

168名选手参加了小学组、中学组的比赛。

大赛包括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采用

积分制计分。初赛题型包括选择、填空两

项。考察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要求的用语用字

规范、汉字文化常识、国学文化常识等方

面，从多方面考察参赛者的汉字素养基

础。决赛题型为听写一项，其中小学组为

汉字听写，中学组为诗词文听写。决赛突

出考察参赛者语言文字实际应用能力。

据了解，汉字素养大赛传承了汉字听写

大赛基础能力要求，聚焦学校教育改革和课

堂教学。该市秉持“以字立人，以文化人”理

念，通过培育汉字教育团队、开展汉字命题

研究，举行汉字素养大赛、举办汉字文化论

坛、打造汉字文化景观等方式，推动汉字教

育，弘扬汉字文化，切实增强师生历史自觉

和文化自信，传承和推广中华优秀文化。

温州举行首届中小学生
汉字素养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林晓莹）“专员第一

时间上门了解我的需求，针对入职和项

目落地的情况还提供了专业帮助，态度

亲切，业务办理很顺利，真是太好了！”日

前，刚刚入职浙江工商大学的高层次人

才张教授对人才联络专员的服务表示很

满意。

4月13日，浙商大启动人才工作推进

会暨首批人才联络专员聘任仪式，首批25

名人才联络专员上岗。这些人才联络专员

的来头可不小，他们均是来自学校各个领

域的专家。其中，六成是教授、副教授，四

成是各学院行政部门主管。

浙商大人才发展与工作办公室主任高

燕介绍，人才联络专员上岗后，与高层次人

才进行一对一结对，不仅要为人才提供入

职服务、项目落地、政策申报、法律咨询等

全方位服务，还要懂人才条例，为人才提供

一站式、个性化服务，在生活条件保障、子

女入托入学、选房、买车等方面为人才解决

实际问题。

作为第一批上岗的人才联络专员，工

商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杨雪萍十分自豪。

她说，人才联络专员是一个特殊的身份，

替人才“跑腿”使命光荣，服务好人才，执

行力和灵活性很重要，要变“照着干”为

“想着干”。

浙商大把人才工作列入“一号工程”。

校长王永贵表示，学校将不断深化人才强

校战略，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

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各方

面优秀人才集聚起来。

浙商大为引进人才配备联络专员

慈溪成立花季关护
家庭教育指导站

本报讯（通讯员 严利文）日前，慈溪

市花季关护家庭教育指导站揭牌。指导站

通过教育局、检察院、妇联共建的形式，采

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为全市

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专业化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据了解，2018年，慈溪市教育局、市检

察院启动了花季关护工程，组建花季关护

团，并与全市130余所中小学校结对共建，

努力为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法治扣子”。

“开展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离不开一支有

爱心、有耐心、有诚心、有恒心的专业队

伍。”慈溪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家庭

教育指导站将凝聚全市中小学专兼职心理

教师、资深班主任、花季关护检察官、心理

医生及社会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家庭教育

讲座、亲子活动等方式，为全市青少年及家

长提供包括亲子沟通、涉罪未成年人帮教、

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揭牌仪式上，慈溪市家长学校首课正

式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