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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洞头区实验小学
董芳蕾

翻开《洞头教育志》（第一辑）的前

几页，上面写着：“董希尤，虽历抑职，

毫无怨言，矢志海岛教育30余年，为

洞头外籍教师之楷模，赢得同僚们的

赞许和敬仰。”

这位叫董希尤的教师是我的爷

爷，我没有见过他。我出生的那一年，

爷爷去世了。关于爷爷的故事，我听

到的很少，但他留下来的余温，温暖了

我对教师职业的想象。

爷爷是苍南人，1948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活动，曾就读

于平阳师范学校和温州师范学校，毕

业后先到括山乡中心小学任教。21岁

时，他就任职望里乡的支书兼主任。

1953年，爷爷向组织申请到洞头教

书。听奶奶说，那次搬家是在一个炎热

的夏天，爷爷带着家人翻山越岭，走破了

很多双草鞋，脚上的水疱起了又破。为

了减轻负担，不得已舍弃了许多家什，但

爷爷舍不得扔掉那一担书。

他们搭乘简易的机帆船，在海上

漂泊了3天，终于来到了洞头，开始了

扎根海岛30余年的教育生涯。

爷爷先后在县小、教研室、乡中

学、县一中等单位工作过。

小时候，我经常听见乡里人尊敬

地称呼奶奶为“先生娘”。乡里有那么

多教师，这声“先生娘”，一直是奶奶专

属的称谓。

乡里人对我们家格外关照，介绍

我的时候总是和善地说：“这是董先生

的孙女。”

记得我在乡小读三年级的那个清

明节，有一位平时总是不苟言笑的陈

老师，带了几个班干部找到我，说是要

去祭拜我爷爷，让我带路。

雨珠挂在山路两旁交织的杂草

上，陈老师的目光望向山路的远处，好

像陷入了回忆。我那时候太小，懵懂

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站在细雨中神

情肃穆，鞠躬默哀。

多年以后，我才深切认识到，当一

个人离开人世多年，仍然有人记得他、

尊敬他，是这个人一生最大的荣誉。

爷爷是一位有爱心的教师。过去

洞头缺水，人们挑水要走很远的山路，

鞋底走穿了，肩膀磨破了。加上交通

闭塞、物资贫乏，烧热水用的煤炭和木

柴也是不可多得的耗材。因此，很多

学生不常洗头，头上长了许多虱子。

爷爷就经常将学生带回家，自己烧热

水，给他们洗头、理发，用篦子帮他们

除虱。对这些学生而言，爷爷就像他

们的家长。

爷爷是一位宽容的教师。我的同

事周老师告诉我，有一年农忙季，学生

们要去挑粪施肥。有一个男生一时找

不到粪桶，就拎走了我们家的一只

桶。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粪桶，是水

桶。但是爷爷没有生气，也没有批评

他们。

爷爷的很多学生后来都学业有

成，有的当了医生，有的成为教师，还

有的进了机关。爷爷缠绵病榻的那段

时间，他的一位当医生的学生多次上

门给他打针。尽管那位医生见惯了生

死病痛，但笑着给爷爷打完针、安慰爷

爷后，一出门就偷偷地哭。

爷爷和学生之间浓浓的师生情，

让我从小就对教师职业有了向往。19

岁那年，我也成了一名教师。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在离家很

近的东屏小学。第二年夏天，我就响

应县里的号召，主动去教育局申请岛

际交流。

“别人都不想去，你为什么想去

呢？”接待我的那位教师问。

为什么想去？我也问我自己。当

我眺望大海，好像能看到爷爷搭乘机

帆船来洞头的坚定身影。

从东屏岛往返更偏远的半屏岛，

全看潮水和天气。上船全靠一根宽仅

30余厘米的木板，人踩在又高又窄的

木板上，随着潮水起伏，颤颤巍巍，看

着下面礁石上密密麻麻的牡蛎披着锋

利的外壳，不由得胆战心惊。

半屏的学生家境贫困，还有很多特

殊儿童和留守儿童。我希望自己像爷

爷一样，能当好40名学生的大家长。

学生们也把我的好放在心里。有

一年我生日，他们背着我，每人凑一元

钱，去洞头本岛买回来一个大蛋糕和

很多小气球，把气球吹胀，踩爆，制造

出噼里啪啦类似鞭炮的声效。

虽然事后我把钱都一一还给了学

生，但那个坐过公交车、乘过船、爬过

坡的蛋糕一直在我的心里，沉甸甸的。

那一年，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也

被评为县优秀班集体。

生命是一种传承，我工作过的东

屏小学前身就是爷爷工作过的洞头小

学。爷爷和姑姑是教师，我和妹妹也

成了教师。生命也是一场交接，我好

像感觉到爷爷把当年用过的扁担郑重

地交给我，对我说：“好好干！”

□朱伟森

普通作业管理通常侧重于检查

教师每日布置的作业量，确保所有作

业都得到全面批改。与此不同的是，

指导性作业管理更注重提升教师设

计高质量作业的能力，强调如何深入

分析学生完成的作业，并据此了解学

生的学习状况，以更好地服务于教

学。即使在进行作业检查时，指导性

作业管理也更加重视其交流与展示

的功能。

指导性作业管理遵循“问题—

交流—共识—反思”的路径，团队成员

针对问题，通过交流讨论，逐步形成共

识，反思实践得失，以此推动工作不断

开展。

如果以拧螺丝比喻这一过程，问

题就像是螺丝钉，有待被正确处理；团

队如同拧动螺丝的手，是作用力之源；

资源则是手中的螺丝刀，是力量传递

的媒介。

而螺纹则是教师之间的交流与教

师个人的反思，它贯穿于拧螺丝活动

全过程，是确保作业管理这一机制运

行成功的关键。交流与反思是否顺畅

与有效，就如同螺纹的螺距、角度、深

度、强度、粗糙度、对称性等指标是否

适宜，直接关系到螺丝的受力均匀、连

接稳定和损坏风险。

一、设计制度，构建模型
有一次，原定于周五下午的全校

作业检查因故提前至周五中午进行。

检查过程中发现有数个班级的作业没

有经过二次批改。这引发了教师的集

体抱怨，因为这些工作不是“不完成”，

而是“未完成”，是由于检查时间突然

提前造成的。教师们还抱怨学校的其

他规定，认为很多规定操作起来过于

麻烦和琐细。

鉴于此，管理者决定利用本周的

教研时间，组织全体教师就作业检查

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讨论的

核心议题包括：作业批改的目的、作业

上是否需要标注批改日期、双等级制

度（其中一个等级反映书写质量，另一

个等级反映答题正确率）的优劣、作业

清晰度标准、作业如何体现学习过程，

以及作业批改规范的制定基于何种考

量——是为了简化教师的工作流程，

还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业进步？

这样的集体讨论，旨在帮助教师们

更深刻地理解作业批改的重要性和方

法，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作业管理和反

馈机制来支持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管理者与骨干教师达成了多项共

识。例如，实行作业“逐项批改”。即

错题先用斜线“\”标识，待学生订正完

毕后再将斜线改为勾。

再如，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而言，

作业做到“日日清”存在较大难度。教

师为了应对作业检查，可能会过度关

注答案的正确性，而忽视了学生是否

真正理解知识点。这种情况下，需要

设置合理的订正冗余度，外加5天的订

正宽限期。

大家一项一项给作业管理的所

有细节建立新的规范，在讨论过程

中，明确了这些规范背后的教学目标

和意义。

学校还趁此机会改进了作业检查

的方式，将其优化为3个环节：教师自

查（促进自我反思和学情了解）、同伴

互评（共享优秀教学经验）、异质抽查

（从其他年级组抽调人员，确保检查的

公正性和客观性）。这些质量控制措

施帮助、支持和引领教师改进教学，同

时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鼓励教师

探索个性化的教学实践。

二、张弛有度，保证质量
作业管理要达到张弛有度的理想

境界，“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完成作

业的时长，二是指作业达到的效果，就

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管理者要

引导教师把作业量控制在上级规定的

作业时长内，并通过作业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

根据课程设置标准，教学管理团

队计算出四到六年级每周语文学科的

课时数占总课时数的6/16，并据此确

定了四到六年级学生家庭作业中语文

学科作业的理想时长约为25分钟。

团队对一个自然班学生完成四年

级《盘古开天地》这一篇课文的作业完

成时间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37名

学生能够在15分钟内完成，而有8名

学生超过了15分钟。

学生在回答选择题、连线题用时

差异不大，而在回答主观题时，后30%

的学生与前30%的学生之间表现出明

显的差距。

团队进一步以《普罗米修斯》和

《麻雀》两篇课文的作业为样本，在不

同的班级实施了作业分层布置的实

验。根据质量监测反馈，所有学生均

能在15分钟内完成作业，且教学质量

并未受到影响，甚至有所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学校建议语

文教师在布置《学评手册》（县级校本

作业推广成果）作业时，根据作业难度

和题型特点进行分层布置，并提供了

具体的题型与学生分层搭配建议。

三、量体裁衣，精心设计
量体裁衣是我们对教师作业设计

的指导原则。教师的作业设计贯穿于

整个教学过程，我们要对设计的作业

进行“产品合格性”诊断，确保作业的

质量和适用性，通过一系列的控制手

段来减少实施过程中的偏差。

某教师将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三年

级上册第9页的例题改编为：“你能用

一幅或几幅图画来说说（70－46）÷8

表示的意思吗？”

对于这样的改编，教师心中有些

忐忑，不确定是否符合教学要求。

在团队的指导下，该教师对学生

解决这道题的能力水平进行分类预

估：“水平0”，只提供与算式无关的一

幅图画；“水平1”，图画中数据间的关

系没有体现；“水平2”，作品准确表达

出3个数据，数据间关系有一处正确；

“水平3”，3个数据及数据间的关系都

表达正确。

在收集并分析了35份学生作业

后，他发现达到“水平3”的学生占全班

的26%，而处于“水平1”和“水平2”的

学生则占到了63%。

该教师反思并意识到，作为教师，

应该自己先做一下作业，不仅是为了

得出答案，更重要的是预估学生的能

力水平，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调

整教学策略。有时，表述上的一字之

差或许会让题目的难易程度相差甚

远；而对于那些难度较大的题目，可以

考虑将其作为优秀学生的挑战性作

业。这样就可将作业区分出梯度，以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学校管理的核心是组织与指导。

借鉴企业管理的研究思路，学校管理

行为也可以分为指导性管理行为和控

制性管理行为两个维度。作业是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通过指导性作

业管理行为，对典型案例进行提炼，带

动团队共同发展。

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可以强化教

师作业设计与布置、分析与反馈的能

力，促进教师的专业自主成长，同时提

升教学管理的效率。

【作者为李阳冰学校（小学）副
校长】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
葛林高 俞慧慧

初任教师俞淇炫在宁波市奉化区中小

学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并将代表奉化区参加市级比赛。学校为此

迅速组建跟岗团队备赛，团队成员中还有校

级领导的身影。

从教第12年，宁波市教坛新秀、浙江省

教改之星李倩顺利获评奉化区学科骨干。

在学校跟岗团队助力下，她的专业成长之路

可谓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收获。

……

在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尽管教师们

的成长故事各有不同，却都离不开“团进”两

个字，“自育、互惠、引领”正是教师们成长的

关键词。学校以“跟岗共同体”为载体，将不

同发展层级的教师组合配对，通过众筹项

目、主体、资源、评价等要素，力促每一位教

师从“边缘参与”到“深度合作”的转变。

学校党总支书记侯军波认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是团队协作、共

同进步的过程，并提出“自我驱动，让成长自

然舒展”的教师发展理念，以团队文化驱动

教育研修，让所有成员获得充分发展。目

前，学校梳理每位教师的教学关键能力，因

需定制，组合了11个演练型跟岗团队、12个

问诊型跟岗团队和10个任务型跟岗团队。

每个团队配备一名领衔人，把教师从听众、

看客带回教育现场。

在深耕校本研修的同时，学校深化城乡

教育共动，与片区4所学校组建实验共同

体，与温州的平阳县昆阳镇第七小学、文成

县实验小学组建教共体，共同孵化项目成

果，促进城乡教育共富。

一、靶向分析，定制发展菜单
跟岗研修实施前期，学校依据教师发展周期，划定“生

存关注”“任务关注”“自我更新关注”三级进阶路径。

1.磨合期：技能磨合（1~5年）：教师初入职，正处于角

色、能力和知识体系的转化期，面临着所学理论和教学实

践的磨合，迫切关注专业活动的基本技能，以解决课堂中

遇到的现实冲击。

2.胜任期：策略探索（5~10年）：在教师能在熟悉的教

学环境中运用技能后，需要由关注自我转向研究学生，灵

活应用教学策略，完成较为复杂的教学目标。

3.突围期：理念更新（10年及以上）：10年教龄的教师

有较为明确的自我发展意识，能依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一般

路线作自我规划，并探索、形成富有个人特征的知识能力

结构和教学风格。

学校给每位教师绘制能力迭代图谱，精准定位各人

的起点，助推各层级成员之间的配对组合。近年来，学校

涌现3位特级教师、4位正高级教师、10位市区级名优骨

干教师，另有3人次入选浙派名师培养对象、市领军拔尖

人才。

二、分层组队，形成组织形态
跟岗研修超越了传统的备课组、教研组为单位的组织

形式，据每位成员关键能力的发展需求，结合兴趣、性格、

性别等多种因素，异质互补，按需配对，组建以技能磨合为

表征的演练型团队、以专项主题实践为表征的问诊型团

队、以改革项目探究为表征的任务型团队。

不同类型团队下设若干团队，为成员的升格提供个性

化的路径，补救实践中的卡点问题，突破专业发展瓶颈期。

如演练型团队，主要针对磨合期教师，下设入职适应

基地、情境模拟营、明星微讲堂、教学大师班等跟岗团队，

通过同一层级教师集训，就他们发展的现实需求展开补差

补缺。

再如任务型团队，则是以突围期教师为导师发起项目

招标，由胜任期、磨合期教师自主配对参与。为避免尚处

于磨合期的青年教师在团队中的“失语”现象，每个项目在

团队内部做详细的任务分解，通过招标认领，每个层级教

师承接适合自己的任务。

在跟岗团队中，每个成员的角色并不固定，成员经过

一段时间跟岗，通过考核后能够成为导师乃至首席，再来

带动后续团队的迭代升级。

教师们在跟岗研修的过程中，不仅磨炼了自己的教学

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去帮助他人，如何与团队协

作，最大的变化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三、四段十步，成就发展路径
针对当下“重开题，顾结题，轻中间”的“秋千式”研修

方式，学校基于各层级教师的关键能力需求，相互协同、共

同推进，架构起“四段十步”跟岗研修模型。通过“行、思、

展、衍”为教师成长赋能。

“四段”是以“行（分解行动）、思（复盘问诊）、展

（展评改进）、衍（实践衍生）”为节点的动态推进过程，

每一段都有相应的分解步骤。教师可以根据任务进程，

随时发起线上线下的会诊，由成员出题、团队答疑、现场

改进，力求由以往的集体听课走向人人参与、人人学习

的演练场。

为促使研究项目持续孵化，每个团队从课堂入手，聚

焦关键问题，共同提炼主题，以达成研修共识。成员们带

着主题走进课堂，形成案例；案例积淀，形成论文；论文统

整，开发课题……在研修链条不断拉长的同时，鼓励成员

们就每个项目继续深挖主题，持续开展深度研修。

2023年，该项目入选宁波市建设教育部基础教育综

合改革实验区行动项目，面向全市推广。近3年，各跟岗

团队立项各级课题34项，获得含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在内

的市级及以上奖励达11项。语文、数学团队获评省先进

教研组，一批名优教师快速成长。相关配套资源不断开

发，如“一日一题”“名师金课”系列等12项，并出版7部著

作，带动区域内外学校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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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控制：拧紧作业管理这颗螺丝

接过海岛教育的扁担

11月13日，绍兴市柯桥区华舍中心幼儿园锦绣园
区开展丰收节活动。这次活动是各个学段的幼儿和教
师一起策划的：托班摘橘子、品橘子；小班剥玉米、做爆
米花；中班采棉花、除棉花籽；大班挖红薯、烤红薯，拔
萝卜、腌萝卜……幼儿们回归自然，体会劳作的乐趣，
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图为中班幼儿正在使用自制的弹
棉花工具，体验棉花加工的初始步骤。

（本报通讯员 宋冰宁 沈佳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