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楼英俊发言的前一天，武义县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梅郎校区班主任杨秀美带着

题为“与角色对话：在共鸣中实现情感教

育”的演讲走上了台。大屏幕上，演讲标题

下方还有一行小标题——“我们班的童话

剧之旅”。

杨秀美所在的武义县实验小学开展

“优秀班集体建设”以来，经历了以五年级

为主年段尝试探索、全校铺开整体推进、

特色班集体提升培育3个阶段。2021年，

学校开始打造雷锋班、百情班和星梦班3

个特色班级，旨在发挥名班主任的带头作

用，带动年轻教师和学生们的成长。作为

百情班的导师，杨秀美将此前一直在做的

童话剧演绎阅读文本纳入进来，让学生们

在阅读童话、演绎童话的过程中理解细腻

的情感。

六（8）班学生邹书娴从一年级开始就

在演绎童话《再见树耳》中老奶奶这一角

色。她说：“别的小朋友都是演小精灵，而

我要饰演老奶奶，这中间的过程比较难，

因为要不停地揣摩和观察老年人的动作、

语言、神态等。”到了五年级，她还和同学

尝试演绎了新的童话《驴家族》。

“当我们去看学生的演绎作品时，能

窥探出他们在排练过程中的文本理

解度、同学之间的配合度、组织协

调能力等，这些优秀的童话作

品同样能够给予他们价值观

的指导，成为课本知识的补

充。”学生们的更加自信、与

人沟通能力增强等变化成

长都被站在幕后的杨秀美

看在了眼里。

不同于小学阶段，武义

县第三中学高二（12）班班主

任何君伟直言：高中阶段的创

优目的在于营造良好的学风，促

进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在武义三

中，学校不仅推出“早读大声率、上课抬

头率、晚自习埋头率、时间利用率”的“四

率教育”来抓学生的学习习惯养成和班级

氛围营造，还坚持“梦想教育”，将学生的

高考目标细化到每一天、每一堂课，实现

“小习惯促成大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班主任需要在学生高

一入校就开始制订班级建设的长期方案，

并做好学期记录。到高二时，学校将会依

据班主任汇报的班级成长情况评选出优秀

班级。这项工作在武义三中已经开展了13

年。“今年我正好带第4届学生，此前已经汇

报过3次。”何君伟说，每次制订方案，他都

会与学生们一同探讨带班理念、细则等，然

后在汇报之前对班集体建设过程中的系统

工作、特色、活动情况等进行整理。汇报过

程也会有其他班主任共同参与。“这事实上

也是一次班主任成长培训。”

除了班主任这一身份，何君伟还任教美

术，这在武义三中有极大的用武之地——

1996年，武义三中创建美术特色班，并于

1999年专门设立了艺术教育处，下设美术、

音乐两个教研组。这些年来，学校为全国

各大高校输送了不少艺术类优质人才。现

在，除了自有的美术特色班，武义三中的美

术教育还普及到所有普通班，每名入校的

高一学生都可以接受专业的美术教育。“我

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

潜能，帮助他们开辟另一条实现梦想的道

路。”何君伟说。

对于高二（5）班学生叶凡来说，学校提

供的新选择着实帮了她一把。“高一入校时

我还不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后来叶

凡加入了学校组建的艺体班，在学习美术

专业知识之后，她才逐渐明晰自己对美术

是真的感兴趣，并且在这里还能够接受专

业教师的指导。没有了模棱两可的选择困

难，叶凡现在的学习状态更好了。

状态向好的还有武义县芦北小学五（2）

班学生李子航。5年前，他跟随父母从山东

来到武义。虽然是随迁子女，但他在这里

一点也没感到陌生。李子航的班上，还有

不少从云贵川地区来的学生，他们在这里

朝夕相处，地域的差别从来不是横亘在同

学情谊之间的问题。

芦北小学处在武义县的最东边，这里

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气象基地、

学校后院还有茶园、小养殖场……这些都

为劳动教育提供了场域空间。“开展‘优秀

班集体建设’以来，学校形成了伙伴文化，

通过因地制宜盘活校园周边资源，借助劳

育、德育、气象社团活动等让从不同地方来

的学生都能够形成朋辈力量，在集体中共

同成长。”校长寿叶明说，学校还推出“伙伴

币”来激发学生们参与活动的兴趣。除了

平时的学科成绩，学生们可以通过良好的

行为习惯、上课状态、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等

多方面赚取“伙伴币”，然后在学校文化节

期间兑换自己想要的奖品。

“上次我就兑换了爸妈一直没给我买

的玩具。”因为自己在气象社团中的良好表

现和活动中的劳动付出，李子航终于攒够

了买玩具的“伙伴币”，在校园文化节里兑

到了喜欢的玩具。而且“这是靠自己的劳

动得来的”，因此也格外珍惜。

李子航不知道的是，自己和小伙伴们

的每一次行动都被教师们记录下来。副校

长赵莹颖说，之前学校搭建了云平台评价

系统，学生们在赚取“伙伴币”的过程中体

现出的行为习惯、合作意识、实践能力等都

会被记载下来，成为过程性评价的要素。

“这样一来，我们对学生的关注点也从分数

转向了综合能力等方面。当地学生和本地

学生通过这些实践越走越近，他们都能在

这里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

●记者手记

武义县实验小学教师程露是一位名班

主任，也是星梦班的导师。不同于同事杨

秀美以童话剧为抓手，她因聚焦学生的财

经素养而小有名气。她的培养目标从最初

的让学生发现兴趣点逐渐演变成让学生集

思广益、结合课程内容进行社会实践。

在区域“优秀班集体建设”的顶层规

划下，各学校、各教师都有一番作为。县

域教育的发展是在师生、学校、社会、家

庭、教育局等多方主体的共同推动下进行

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必不可少。大规划

与小行动相互配合，这或许是武义县区域

“优秀班集体建设”可以持续进行的重要

原因。

教育学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作教

育的社会属性。教育的社会属性包括长

期性，即无论从一个教育活动的完成，还

是个体的教育生长，其时间周期都比较

长。在实际的教育过程里，教育过程的

长期性往往与人们希望在短期内看到成

绩的期待相矛盾。如何应对这对关系，

武义县的做法值得借鉴，即立足于“优秀

班集体建设”，将大目标细化在不同的阶

段、细化在多元的活动里、细化在多主体

的评价里。

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正如

文中写到的，随迁子女在集体中获取温

暖、班主任群体也在班集体建设中加深对

学生的了解，提升专业成长。可以说，“优

秀班集体建设”是武义县基础教育发展的

切口，为教育教学管理、教师培养、校风班

风建设等提供了具体而实际的载体。

“一群人”推动教育改变

“一个班”塑造“一群人”

图为武义县泉溪镇中心小学
劳动课开展草莓无土栽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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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优秀班集体建设”金名片
——武义县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江 晨

武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山区，它的身

上有着许多响亮的名片：萤石储量居全国

之首，素有“萤石之乡”的美誉；温泉资源

“华东第一、全国一流”，人称“温泉之城”；

2018年11月入选全国“幸福百县榜”，去年

5月又入选“2021 年中国投资环境百强

县”……所有这些构建起人们对这座山区

县的初印象。

这些年，“优秀班集体建设”这张金名

片在武义持续擦亮，并成为武义优质教育

的代名词。“依托‘优秀班集体建设’，我们

进而思考如何将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班主

任队伍建设、构建优秀班级文化和‘五育’

并举融合起来，推进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武义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朝晖

亲历了“优秀班集体建设”的诞生与发展，

透过形势向好的县域基础教育图景，他看

到的不仅是武义百姓对于高质量教育答卷

的欣喜，还有武义教育人共同推进“优秀班

集体建设”的12年时光——

目光聚焦“一个班”

前段时间，下杨中学校长楼英俊受邀

到湖南株洲参加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苏霍姆

林斯基研究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为

期4天的年会里，他在“我国班集体建设40

年的相聚”活动环节中，介绍了下杨中学

25年优秀班集体建设之路。

“武义县下杨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

初中。自1998年以来，一直秉持着‘在集

体中快乐成长’的办学理念……”站在台

上，楼英俊的眼前除了观众，也浮现出学校

最初建设优秀班集体的模样——

1998年，王宅初中率先开展“优秀班

集体建设”工作的实践探索，到2002年，王

宅初中与下杨中学合并，学校很快一跃成

为农村初中崛起的典型。楼英俊说：“在唐

云增等全国优秀班集体建设专家的带领

下，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优秀班集体建设’

上，这是当时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彼时，下杨中学的校长就是王朝晖。

在王朝晖看来，除了父母、教师，对青少年

成长影响最大的就是朋辈群体。“建设有利

于学生自主发展的群体环境，发挥群体的

育人功能，坚持学生个性化培养与集体主

义培育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

2003年9月，王朝晖离开下杨中学来到教

育局任职，发挥班集体作用的教育理念也

逐步从单所学校扩散出去。

2011年，武义正式实施区域推进战

略，在全县全面推进“优秀班集体建设”，并

成立了武义县优秀班集体建设工作研究

会。这一年也是武义县推进“优秀班集体

建设”工作的元年。作为领头羊，下杨中学

的做法为全县域中小学推行“优秀班集体

建设”提供借鉴：开展两轮优秀班集体创建

实验班的实践研究、推进以年段为单位的

优秀班集体创建活动，此后的教学改革、班

级管理、教师团队建设、家校教育共同体等

工作也都借助优秀班集体建设平台得到长

足发展。

“我们后来将优秀班集体创建活动简

称为‘群体创优’，按照七、八、九年级3个

年段的要求，对办学理念、德育目标、德育

内容和实施途径等进行了概括与梳理。”楼

英俊坦言，学校主要通过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

人等6条途径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并配以相应的考评机制，定期研讨，推

动创优工作螺旋式发展。

时至今日，武义县中小学“优秀班集体

建设”之路已经走到第12年。在2021年

举行的“优秀班集体建设”十周年表彰会

上，王朝晖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这项县

域教育大事。“10年深耕，我们借助‘优秀

班集体建设’提升了我县中小学的德育实

效，促进了我县中小学办学水平的持续提

高……而今到了新阶段，我们要从德育延

伸出去，坚持‘五育’融合，丰富‘优秀班集

体建设’的新内涵。”这既是总结，又是宣

告，标志着武义县聚焦“一个班”的“优秀班

集体建设”历经演变，迈入了2.0时代。

“优秀班集体建设”
再升级

“武川小学以‘为孩子的精彩人生

奠基’为抓手，各年级分设目标，建设

‘幸福班集体’，一所新办学校迅速完

成了从蹒跚起步到规范办学到特色

发展的飞跃。”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通过‘少

量多次’教育模式探索与‘三色袖章’

德育实践，深入推进创优工作，以制度

改革激活班主任队伍，以项目化活动

打通班集体成长路径。”

……

这是一份县域内各学校开展“优

秀班集体建设”的成果汇总，“把每一

所中小学的每一个班级都建设成师生

共同学习、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的

目标正在武义慢慢实现。“在创优

2.0时代，我们着重以‘五育’融合

为抓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提升班主任的专业水平，推进素

质教育落实落细。”王朝晖说。

如何推进？武义县把着力

点放在了专业指导、制度建设、氛

围营造等方方面面。如组织专家

指导团队，定期对“优秀班集体建设

工作”进行指导；多次召开总结会、现

场考核观摩活动，形成区域推进“优

秀班集体建设”的浓厚氛围；根据“优

秀班集体建设”基本原理，结合武义

教育实际，编制《武义县区域推进优

秀班集体建设工作指导意见》，修订

了《武义县优秀班集体建设工作考核

实施细则》《武义县中小学班主任专

业发展目标要求》等指导性文件。

除此之外，县教育局还把“优秀班

集体建设”成效列入对学校、教师个人

的年度考核，各个学区还组织联合考

核，互相学习，共同提高。2009年后，

武义县还逐步提高班主任补贴，设置

“教育贡献奖”，实施名师培养向班主

任倾斜等政策，开展“班集体建设带头

人”“名班主任”评选，激励、引导更多

优秀教师加入班主任队伍。

依托区域“优秀班集体建设”，十

几年来，武义县收获满满：2012年，

全国中小学优秀班集体建设经验交

流大会在武义召开；2016年12月，浙

江、上海、江苏三省（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在这里召开了“建设新集体，培

育新个人暨区域推进优秀班集体建

设成果分享会”；2017年，区域推进

优秀班集体建设工作更是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典型

案例；2021年，该项工作又被确立为

第九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民生示范

工程”推荐案例。

“接下来，我们将以‘五育’融合、

党团队一体化育人、家校社协同、典

型引领作为新阶段‘优秀班集体建设’

的 4个关键词。”王朝晖强调，要把

德、智、体、美、劳育活动纳入到班集

体活动中来，使之成为丰富班集体生

活的重要载体；要做到党团队一体化

育人，发挥团组织在班集体发展中的

引导作用；做到家校社协同，通过家

长学校、家长委员会等渠道加强家校

联系，引导家长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做到典型引领，继续开展进阶式班主

任培训，发挥名班主任的引领作用。

而在这些做法的背后，也蕴含着他乃

至每一位武义教育人的期待：在未

来，越来越多的教育主体参与到‘优

秀班集体建设’中，将武义教育的这

张金名片擦得再亮一些。

图为武义县白阳小学校园科技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图为武义县东皋小学体育课上教
师给学生教授武术基本技法。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汪 恒 电话：0571-87778077 版面设计 余江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