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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遂昌县实验学校民族校
区，展现在眼前的是宽敞明亮的教
室、丰富多彩的文化长廊、整洁美观
的文化景观……几年前，这所农村
小学仅有7个班级，全校仅有240余
名学生，如今校园占地面积达3.7万
余平方米，是老校区的 7倍，可容纳
36个教学班，1620名学生。

2018年，后江民族小学与遂昌
县实验小学联盟，成为遂昌县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分校，实行统一管
理。通过三年努力，学校办学规模
和教学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
为一所农村学校，学校的教学成绩
已达到城区学校的平均水平，并且
连续三年获得学校发展性评估一等
奖、教学质量贡献特等奖。

优质资源共享
集团化办学实现和谐共融

农村学校优质师资大量流失成
为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重要原因，
集团化办学正是为了实现城乡师资
资源的再均衡。遂昌县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实行内部校长、教师流动制
度，城区中心校向农村薄弱校输出
管理和优秀师资，实现城乡间的双
向师资流动。

徐丽娟是遂昌县实验学校实验
校区的一名资深英语教师，去年她
调往民族校区担任英语教研组组
长，这段任教经历就带给她很多不
一样的收获。

“学校的老师踏实内敛，勤奋实
干，给了我很多教学上的启发。”徐丽
娟说，两个校区的老师会定期进行教
研、评课，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还一
起编写知识闯关题，两个校区的学生
都能获得同样优质的教育资源。

据了解，目前实验校区已有 12
名老师到民族校区进行轮岗，民族校
区有5位老师到实验校区任教，这一
模式不仅实现了教师资源优化配置，
也实现了两个校区的教学文化共融。

集团化办学离不开专业人才。
集团非常注重个性化名师的培养，
通过组建集团“阳光书社”、学比拼、

“以生为本”深度教学大讨论、教师
沙龙、名师工作室等形式加快教师

专业发展，联合培养高素质教师队
伍。

“经过 5天的跟岗学习，我从师
傅那学到了不少教学和管理技巧。”
朱思雅是民族校区的一名青年教
师，得益于集团的“青蓝结对工程”
和跟岗学习机制，她与实验校区的
资深数学教师柳世斌进行了教学结
对。值得一提的是，集团还定期组
织多种形式的基本功竞赛，让青年
教师有机会参与教学比拼，锻炼教
学能力。仅半个学期，朱思雅就得
到了十几次磨课的机会，在师傅的
全方位指导下，她的专业能力得到
飞速提升，去年还获得了市教坛新
苗和县教坛新秀一等奖的好成绩。

与此同时，每位优秀教师的成
长都离不开教学反思。集团要求每
位老师互相听课，并互相提出建议，
以此促进教师个人素养的提高，完
善课堂教学。

此外，集团狠抓教学质量管理，
积极推进教学质量管理的一贯性。
每个学期开学，学校会在年级组长、
教研组长会议上，对教学质量管理
时间表、内容表进行分析和研究，开
展一个学期两所学校日常的质量管
理活动，实现了“内容一致，方式一
致，时间一致，活动一致，要求一
致”。

集团通过一套班子、两个机构、
巡回办公、每月例会等形式实现集
团办学文化的融入。同时在课程设
置、评先评优、教师考核、教师评聘
以及教师的调配等等方面也实现了
融合，两所学校，一张考核表，通过
一体化管理实现和谐共荣的目标追
求。

挖掘特色内涵
集团化办学实现和而不同

两所校区都有百年的历史，两
校区都有各自的文化底蕴。早些
年，实验校区以培育白马精神和构
建白马文化为载体，铸造了以“白马
精神”为引领的校园精神。但三年
前的民族校区，仍没有提炼出自己
的特色，文化布置一片空白。

在共享优质资源同时，集团化

办学应该如何尊重和激励成员薄弱
校在办学过程中的文化再生，促进
集团成员校的内涵特色发展呢？围
绕这一深度思考，遂昌县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提出“和融教育”，鼓励学
校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理念。

民族校区是一所农村学校，75%
的学生来自进城务工随迁家庭子
女。学校现有班级 458 人，共有畲
族、水族、壮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学
生99人，占比21.6%。学校立足自身
特色，以弘扬畲族文化为依托，培养
具有“民族情怀，世界眼光”的新时代
好少年，争创民族特色学校。

“凤凰图腾”是畲族文化的象
征，蕴含了畲族独有的文化内涵，民
族校区以此为圆心，打造了以“凤
凰”为核心的校园文化。如今的民
族校区里，广场上的雕塑做好了，教
学楼一到四层的文化墙做好了，花
坛里的明德亭做好了……经过两年
时间，集团完善了两所校区的校园
文化，同时积极开展和融教育。

“我们的和融教育可以解释为
以下几个部分，民族校区和实验校
区文化和融，畲族和汉族文化和融，
学生和自我和融，教师和学生和融，
教师和教师之间和融，中层和教师
之间和融，物质和精神之间和融，甚
至到民族和世界之间的和融。”遂昌
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校长鲍宗武
介绍，集团对民族校区的办学定位
是通过5至8年的努力，让后江校区

从一所乡村学校成为一所教学质量
稳定，教师团队强大，具有民族文化
特色的县城学校。

和融教育增进了两所校区之间
的交流，更凝聚了士气，集团上下心
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极大地调动
了积极性，学校的办学质量稳步提
高。

“在学校里，老师们互帮互助，
不计回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氛
围异常浓厚。”青年教师刘徐丽对学
校的和融文化颇有感触，前年她来
到民族校区任教，在这里她充分感
受到了团队的力量。在日常教学
中，两个校区设立同一个教研组，定
期进行教研活动，同时资深教师主
动倾囊相授，带领年轻教师提高业
务能力，“除了日常教学，两个校区
的运动会、军训活动、学前训练营等
学生活动都进行综合，我们不是两
个校区，更不是两所学校，而是一个
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刘徐丽说。

有了名校优质资源输出，近几
年民族校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先
后被评为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
校、丽水市民族团结进步突出贡献
模范集团等多项荣誉。遂昌县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
现了教育质量提高，集团两校区获
得 2019学年教学质量特等奖，学校
发展性评估一等奖。

（记者 谢佳俊 周如青 通讯
员 李航）

从“乡校”到“县校”的蜕变
——记遂昌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集团化办学

本报讯（通讯员 吴淑琪）连日
来，“同课异构”备课组教学研讨活
动，率先在丽水学院附中高一年级
陆续开展。在备课组长刘伟刚老师
带领下，组内六位老师围绕新教材
第二册的《8.4.1 平面》一课，进行

“同课异构”的教学展示，并组织了
研讨交流，对新教材理念与核心素
养课堂教学作了深入探讨。

六位授课老师展示了各自不同
的学生观、教材理解、核心素养培养
方法，展现了不同的精彩。其中，李
冀英老师以对新教材深刻的理解和
娴熟的课堂驾驭能力获得了大家的
一致好评。李老师通过一堂精彩的
展示课，对新教材理念和核心素养
课堂作了鲜活生动的阐述，参与者

深受启发。
刘伟刚老师总结，新教材理念

“新”在非常关注学生的学，重视数
学知识逻辑与学生认知逻辑的完美
结合。从生活实际抽象概括出概念
和公理，并通过动手实践理解确认
概念和公理，再运用概念和公理论
证其它命题，这样遵循认知逻辑又
尊重知识逻辑的教学就是新教材理
念的教学。

刘老师说，每一次教研活动，都
是一次收获，一次成长。这次“同课
异构”教学研讨活动进一步促进了
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优
势互补，为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
学改革明确了方向，使教师们的专
业素养得以提高。

让老师对同一教学内容
进行不同展示

“同课异构”在学院附中核心素养课堂上初放光芒

本报讯（通讯员 徐子勇 卢韬
全）近日，丽水电大专门举办了莲都
区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莲都区乡
村振兴重点指标单位和各乡镇（街
道）乡村振兴工作分管领导或业务
骨干、乡村振兴示范带有关村主要
负责人等 60余人参加培训。

此次专题培训班，丽水电大科
学设计培训方案，厚植“红色基因”
共谋乡村发展。学员在课堂上系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振兴重要论
述等知识，并在实地上领略“村旅融
合”等项目的风采。专家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与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乡
村振兴战略、新经济形势下的招商
引资等专题进行详细剖析。

为了进一步利用好丽水市红色
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
基因，创新党史学习新载体，学员赴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渔潭村开展
党史教育活动，参观中共浙南一大
纪念馆，学习红色示范乡村创建经
验做法。

沿着整洁的乡村小道，渔潭村

党支部书记向学员们介绍了乡村美
丽蝶变的过程。渔潭村是召开中共
浙南一大的革命所在地，近年来在
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全体村民赓续

“红色根脉”，践行“火种精神”，充分
挖掘红色文化、生态禀赋、江南韵味
等资源优势，把红色资源和绿色生
态元素融入当地产业，发展红色旅
游，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

作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所在
地，丽水市莲都区革命遗迹众多，如
雅溪镇岱后村的中共丽水县委旧
址、老竹镇新陶村的南乡革命纪念
馆、太平乡巨溪村的三岩寺红军洞
等。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开
拓了思路，提升了理念，接下去，将
以如何做好“红色元素发现、红色资
源整理、红色文化保护、红色价值转
换、红色精神传承、红色乡村经营”
的文章，做好顶层设计、当好乡村振
兴领路人、抓好产业发展的专题研
讨，在工作中学以致用，为乡村振兴
战略添砖加瓦。

丽水电大举办莲都区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

厚植“红色基因”共谋乡村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宋诗屿）在 4
月底结束的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
赛上传来喜讯，缙云县东方学校周
桑吉同学以主项 200米 26秒 28，副
项跳远 4.3米，总分 63.6分的好成绩
夺得该项目金牌，并达到国家二级
运动员标准。

据了解，这并不是周桑吉第一次
参加省赛，早在去年，她就曾获得过
省赛 13岁以下组女子 800米跑第七
名，400米跑第八名的成绩。但她并
没有因此怠慢训练，而是日复一日，
迎着朝阳和夕阳的余晖努力奔跑。
星光不负赶路人，这位风一样的少女
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高光时刻！

据了解，缙云县东方学校是丽
水市体育特色学校和县青少年中
长跑训练基地，该校学生在市级田
径比赛中获奖 213 人次，省级以上
比赛中获奖 42 人次，保持着 11 项
县青少年田径项目记录。在 2021
年九年级体育中考考试中，满分
率、良好率、及格率三项数据均居
第一，大幅度领先同类学校，成为
县高中体育高品质人才输送队伍

的主力军。
周桑吉是东方学校培养出的第

14 位国家二级运动员，保持着 1 项
市比赛纪录，3 项县比赛纪录。她
从三年级开始跟随郑荣老师训练，
四年级便开始代表校队去县里参加
比赛，在她人生第一次县田径赛上，
女子组 400米跑和 800米跑，她分别
夺得了第二和第三的好成绩。接下
来的几年，她更是奋发努力，几乎年
年都是县里的双冠。到了高段，更
是成为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200
米、400 米多项跑步比赛金牌的获
得者。

与此同时，她从不曾因为晚训
放弃过任何一节晚自修。在赛场
上，她是用实力证明自我；而在班级
里，她是用成绩令人信服的班长。

她说：“跑步就像我的生命，我
很感谢在东方学校遇见的老师和教
练，他们亦师亦友，陪伴我在跑步这
条路上面临的所有荣光和低谷。我
希望自己能永远奔跑下去，跑出属
于自己的一方世界。”

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上传来好消息

缙云少女周桑吉
跑出了“风”的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海燕 杜益
杰）一段岁月承载一份记忆，一件
旧物诉说一个故事，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缙云县兆岸小
学举办了“回眸百年，重温历史”老
物件展览活动。

这次展览共计展出报刊、钱
币、鞋帽、日用品等 6大类 100余件
老物件，一张张泛黄的旧报刊，一
枚枚斑驳的钱币，一盏盏雕刻精美
的锡壶、一把把镌刻岁月印痕的木
算盘……这些老物件无不展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
和发展成就。孩子们边走边看，边
看边听，接受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
史教育思政课。

本次展览的“C位担当”无疑要
颁给那台西湖牌老式电视机。来
自 602班的陈楚杰介绍道：“这台电
视机虽然看起来又大又笨重，可是
我爷爷的宝贝。当年爷爷花了 249
元‘巨资’才买到的，那时候他的月
收入才 26元，这得花掉他近一年的
收入呢！”“以前的电视长这样啊，
屏幕跟 iPad 一样大，还有按钮，还
是黑白的……”“现在家家都有液
晶智能电视，想看啥就能看啥，我
们可幸福多了……”在一旁参观的
同学议论纷纷。

据校长朱葛良介绍，为了进一

步丰富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和形
式，学校发动孩子们把自家的老物
件收集起来，大家积极性特别高，
有的孩子甚至把太爷爷太奶奶压

箱底的镇家之宝都奉献出来了。
本次老物件展览活动，带领孩

子们进行了一场奇幻的“穿越”之
旅。那些承载着岁月印记的“老物

件”，穿越历史风尘，诉说光阴的故
事，成了深受孩子们欢迎的“思政
老师”，告诉孩子们不忘过去的清
苦，珍惜当下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听，老物件诉说光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