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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徐远敏）童心永向党，“艺”
起向未来。近日，由缙云县教育局、共青团缙云县委、缙云
县少工委主办，缙云县青少年宫（红领巾学院）、工艺美校承
办的“金棒杯”缙云县第 38届“仙都之秋·音乐”大赛举行颁
奖典礼，300多名获奖选手、家长代表及部分指导老师参加
现场颁奖活动，其中金奖 39个，银奖 64个，铜奖 64个。

《年画娃娃》《欢乐吉祥隆咚呛》《羊娃娃》《小小运动
员》……颁奖典礼在 33位幼儿园小朋友婉转动听的歌声中
拉开帷幕。全国小梅花得主徐焕荣等 9名选手表演戏曲联
唱，花旦、小生、青衣、老生、反串轮番上演，动人的扮相，优
美的唱腔，牢牢吸引着现场观众的目光，将颁奖典礼推向了
高潮。歌舞《英雄巴特尔》、舞蹈《彩虹之舞》、钢琴独奏《春
舞》《驽玛阿美》、声乐《茫茫敕勒川》等多元的音乐火花呈现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典。

据了解，“仙都之秋·音乐”大赛创办于 1986年，设置独
唱、独舞、独奏等组别，至今已成功举办 38届，是缙云艺术
教育的特色品牌赛事之一，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
的艺术人才。近年来，缙云县坚持以艺术润泽童心，构建了

“班—校—县”三级艺术赛事机制，积极开展“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建设，丰富学生社团活动，开展艺术节、读书节、科
技节、体育节等活动，培养学生体艺特长，落实“双减”工作，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仙都之秋·音乐”大赛举行颁奖典礼

用音乐点燃
也用音乐谢幕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周孟秋）“我笑得好
看吗？”近日，在莲都区梅山中学的团体辅导教室里，
妈妈们嘴里咬着一根筷子，一边练一边问。原来妈妈
们正在利用筷子练习迪香式微笑呢！这也是梅山中
学第六期智慧家长课堂的精彩瞬间。

教室里，妈妈们神情专注，嘴里咬着筷子，努力调
整着面部肌肉，试图展现出最甜美的微笑。有的妈妈
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有的则与身边的同伴相互交流微
笑的技巧，整个教室一片温馨，一次次的微笑成为了
妈妈们打开家庭教育的神奇钥匙。

欣辰同学说：“自从妈妈参加了这个课程后，变得
温柔多了，她的行为、说话方式、情绪都有了很大的改

善，我们一家的家庭氛围也越来越好了，所以我真心
地支持妈妈多多学习！”

小吴的妈妈在参加智慧家长课堂的学习后说：
“非常感谢黄老师和学校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学习
的平台，让我学到了很多情绪管理方面的技巧，特别
是对孩子教育方面的，让我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家里
的氛围比原来好了，和孩子相处也更轻松了。”

课程负责人黄苏青老师介绍，她深耕家庭教育多
年，看到不少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力不从心，陷入
迷茫。于是她积极尝试了“《家庭教育讲座》+《智慧父母
研修班》+线上公益课程陪伴+线上线下答疑指导”的独
特课程形式，充分借助“互联网+教育”模式，以线上线下

立体式高度联动，打造最具特色的家长社群式学习课程
体系，开办了智慧家长课堂。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开展
了六期。

莲都区梅山中学党支部书记艾小俊说：“为了切实
有效地破解家庭教育难题，黄老师开展的智慧家长课堂
就是我们积极探索家校共育的新路径。我们通过策划
并开展一系列公益性的家庭教育服务活动，以团队力量
相互支持，为家长们提供更科学、实用的指导与帮助，希
望每个参与学习的家长都能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坚固
基石。学校也将持续加大对家校共育工作的投入和支
持，不断完善相关机制和资源，让家校共育工作更加扎
实、深入地开展下去。”

莲都区梅山中学探索家校共育新路径

办智慧家长课堂 为父母排忧解惑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林桂媚 程立 华懿）1月 10
日下午，青田县中山中学举行班主任工作论坛，4位班主任
以生动的案例和真挚的情感分享了自己管理班级的得与
失，展现了独特的个人魅力与专业素养。

在论坛中，高二（1）班班主任刘婧以《班主任带班育人
故事》为题，从育人理念、治班方法、让学生在爱中成长、提
灯引路育梦成光等四个方面展开。她通过理解学生，为学
生提供积极的情绪价值，让学生在爱中茁壮成长。高三（2）
班班主任刘晓晓则分享了两次接手高三班级的带班经历。
她结合具体学生案例，由问题到解决方法再到学生现状的
转变，给在座班主任分享了实际有效的带班智慧。高三（3）
班班主任刘丽丽从心理学角度分享了自己的带班智慧。高
三（4）班班主任李晓亮以三个故事为例，从情绪管理、未雨
绸缪、明察秋毫等角度讲述教育哲理，启人深思。

4位班主任的经验分享和深刻的教育思考，不仅引起各
年级段长及全体班主任深思，也得到了校党支部书记的充
分肯定。他希望全体班主任以此论坛为新的起点，与时俱
进，善于创新，走进学生，懂学生，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青田县中山中学举行班主任工作论坛

4位班主任相继分享
育人理念和治班方法

课堂教学改革和作业管理改革的落脚点都
在学生身上，学生评价体系的改革同样是青田
温溪二小创新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传统的以
考试成绩为标准的评价方式被彻底打破，取而
代之的是一套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榕芽少
年”综合评价体系。

前不久，学校表彰了 2024年 12月份的“榕
芽少年”单项优胜获奖学生，包括“善芽”少年30
名、“智芽”少年30名、“健芽”少年30名、“美芽”
少年 30名和“勤芽”少年 30名。这些获奖学生
在12月的德育、智育、体育评价得分都不少于30
分，美育、劳育评价得分不少于20分。

“在评价中，我们注重过程性，各班老师结
合学生的课堂表现、行为习惯、校园活动、家务
劳动等日常情况，在‘学在青田’的评价系统中
进行实时评价打分，不允许老师集中一天或某

几天给学生刷分。”李玉兰介绍，在单项评价的
基础上，获奖次数最多且至少两次获评单项荣
誉的学生便可获评学校的“榕芽少年”（五好学
生），每学期组织表彰一次，每班获评人数不超
过 20%。

在五育评价体系下，青田温溪二小的每位
同学都有一份涵盖学科素养、奖惩情况、体质
健康、班主任寄语等内容的综合素质报告单，
记录着学生的成长轨迹，成为学生的成长档
案。老师也可以在浙里办把学生的成长档案
推送给家长，形成家校共育一键通达，有效发
挥家长的力量，强化家校共育合力，共同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改革促发展，以笃行担使命。正是在
课堂教学、作业体系、学生评价等方面的创新
教育改革下，青田温溪二小为学生们创造了
更加宽松、富有活力的学习环境，有效促进了
学生的全面发展。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浙
江省课外阅读先进集体、丽水市提质贡献集
体、丽水市经典诵读暨传统美德教育试点学
校、学校发展性评价优秀等荣誉。

“教育改革永远在路上，我们将继续探索
前行，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务实的行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代新人。”李玉兰说。

记者 吕恺 周如青 通讯员 吴君玲 毛家法

科学设置综合评价 五育并举向未来

青田县温溪镇第二小学：

创新教育改革 照亮学生全面发展之路

上周，青田县温溪镇第二小学举行全校教师项目
化作业设计评比，共评出了 50 件优秀作品，优秀率比往
年提升 20%，优秀作品将作为学生寒假的实践性作业。

“这已经是我们学校第四届教师项目化作业设计
评比，主要想让学生将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于生活情境，
培养孩子的高阶思维。”教务处主任邹海丽说，通过这
几年探索，温溪二小的作业设计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原
来较为单一的实践性内容到现在各学科的知识融合，
大大提高了孩子的综合运用能力和高阶思维，以核心
素养为导向的作业改革成了学校教育改革的一大亮
点。

近年来，青田县温溪镇第二小学不断创新教育改
革，通过搭建 3（n+1）研课平台、构建“四三二”作业体
系、深化“榕芽少年”五育评价体系等举措，有效激发了
教师的内驱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作业质量，减
轻学生的作业量，进一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夯实根基。

“四年前我刚到温溪二小时，学校共有 48名教
师，其中 40岁以上 29人，获市级以上教学荣誉的只
有 1位，教师的年龄相对偏大、学科缺少‘领头羊’、
没有流动性的教师队伍，学校很难发展。为此，我和
领导班子商量寻找突破口，进行课堂教学和作业改
革，激发教师的内驱力，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回想
起刚到青田温溪二小时学校的教师队伍情况，校长
李玉兰说，改革是痛苦的，可唯有改革才有出路。

为此，温溪二小搭建了 3（n+1）研课平台，即
“n＋1”调研把脉、“n＋1”自巡选优和“n＋1”课例教
研。其中，“n＋1”调研把脉是指教学管理人员每学
年对每位老师线上巡课 n节，线下听课至少 1节，围
绕课程标准落实、教师精讲精练、课堂留白等维度
深入剖析课堂，收集并总结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存在
的个性和共性问题，形成有效剖析报告，并提出改
进措施。

“n＋1”自巡选优是每学年教师利用巡课系统
对自己上过的课进行完整回看，并做好课堂有效性
记录。教师在自巡的 n节课中挑选自己最满意的 1
节，交予学科教研组。“我们教研组长会邀请市县有
关学科的专家组成员，对老师上交的优课进行‘麻
雀’解剖，提出每一堂课的优点和改进点，从而提升
教研组的课堂指导能力。”李玉兰说。

而“n＋1”课例教研是指年级学科组“同课同
构”课例教研。组长每学期确定一堂教研课，带领
组员共同研课，在研课过程中，由组内的 n 人分别
对这堂课进行说课、上模拟课、试讲等，每个环节后
组织讨论、反思、修改，最后推荐 1 人参加校级展
示。

在 3（n+1）研课平台的带动下，温溪二小的教师
快速成长。从 2021至 2023学年，21位老师获评市
绿谷名师系列荣誉，22人次获丽水市中小学素养大
赛优秀指导师，5项有关作业改革的课题获县一等
奖及以上，12项有关作业管理的论文、案例在县级
以上的评比中获奖。

李霞老师就是在 2023年获评丽水市教学新秀
的。“校内课前研课、课后研讨等研课平台让我收获
颇丰，学校还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校际间的教学交流
活动，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展示风采，学习其他学校
的优秀教学模式，都让我受益匪浅。”李霞说，近年
来，学校教师队伍中的教研氛围浓厚，很多教师将
课堂教学改革与课题研究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
理论水平，并付诸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

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激发教师内驱力
学校教师如何设计与实施体现核心素养导

向的作业，不仅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颁布后的
难点所在，也是落实“双减”政策的关键所在。
面对作业功能认识不全、作业设计形式单一和
作业研究领域局限等现状，作为青田县作业改
革试点校和作业改革基地校，温溪二小通过优
化作业设计和评价，建立数字化作业管理平
台，构建了完整的“四三二”作业管理体系，以
此来提升作业质量，减轻学生的作业量。

那什么是“四三二”作业管理体系呢？李
玉兰介绍，“四”指的是学科教研组、年级学科
组，通过精选、改编、自主设计“四级”作业——
日作业、周作业、月作业、学期作业；“三”是指
优化书面作业、实践性作业、项目化作业的三
张评价量表，推进作业控量提质；“二”是指依
托县教育局开发的“作业管理平台”和校级“非
书面作业管理平台”两个平台，确保作业在实
施过程中不打折。

“我们的日作业是年级学科组老师在单元
集体备课时，根据课时目标，在《先学后练》为
主的教辅中精选课后作业并分层次布置，时长
约 10 至 20 分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完成
相应的作业。”温溪二小分管教学副校长季春

伟说，“周作业”是学科老师根据每日批改作
业收集的错题，把一张 A4 纸正反面的作业量
分为三层让学生在周末跟进练习，作业时长约
30分钟左右。

“月作业”是年级学科组结合单元知识设
计的实践性作业，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
能力。而“学期作业”即项目化作业，在年级组
教师的配合下跨学科融合。“根据我们学校的
实际情况，之前就为五年级的同学设计了选新
校址的学期作业，同学们或小组合作，或亲子
搭档，调查学区，查阅资料，走访城市规划部
门，都对新校址提出了合理的建设性意见。”李
玉兰说，很多学生家长反馈这样的作业很有意
义，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会。

针对上述的“四三二”作业管理体系，学校
教学研究组在原有作业评价量表的基础上，优
化了书面作业、实践性作业、项目化作业三张
作业评价量表，促成校本研修作业的成果质
量。此外，学校借助青田县教育局开发的“作
业管理平台”和自行建立的校级“非书面作业
管理平台”，确保作业的“控量提质”在实施过
程中不打折。自 2021学年推进作业改革以来，
学校的绿色成绩评价实现三年连升。

构建作业管理体系 控量提质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吕夏红）近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食育活动在丽水市实验幼儿园实验园中三班的小厨房
里上演，小朋友们穿着可爱的小围裙，变身小小厨师。

在实验园许大厨和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一起认识食
材，了解制作过程。从简单的揉面、搓条，到小心翼翼地拧
成麻花状，一个个面粉团儿变身为“小麻花”。一会儿的工
夫，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各式麻花新鲜出炉。晾凉后，小朋
友们第一时间将麻花用油纸包装起来，并贴上了福字，送给
幼儿园的老师、保安叔叔和医务人员，分享他们的劳动成
果。这样的食育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制作麻花的技
巧，也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幼儿变身小厨师
小麻花里寻年味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周玲巧）1月 13日，遂昌县
万向中心学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体育素养展示之大
课间跳绳展评，切实推进小学生综合评价改革。

伴随着跳绳音乐的响起，裁判员单奕武老师一声令下，
一至六年级的学生按照顺序，轮番上阵。场上同学迅速挥
动手中的跳绳，双脚轻盈地跳跃着，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的笑容，眼神中透露出坚定的决心。

“把握好自己的节奏，身子腾空而起的时候，跳绳可以
甩过两次，这样我们的速度就会更快了。”501班的王骆萱和
边上的同学分享着自己的跳绳技巧。

据学校校长傅杰介绍，学校结合实际开设了“双大课间
跳绳”特色活动，为了让学生跳出自信，跳出成果，学校分别
在期初、期中、期末进行检测，并设定“梦想吉尼斯冠军”和

“梦想吉尼斯进步之星”称号，让学生享受到大课间乐趣的
同时，养成强健的体魄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促进学生综合素
质的全面发展。

校园绳王争霸赛
全体学生轮番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