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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理论，建教研新制

学校大力推行专业教研新机制，积极开展深
入的理论研修。邀请高校教授与研究员担任项目
指导专家，为团队提供专业引领。项目核心团队
定期围绕教育理论及实践问题展开研讨，秉持求
真务实的态度，立足课堂实践，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教学。依托名师工作室等平台开展课例研究，发
挥先行研究、交流研讨和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学
科基地建设建立跨校合作机制，持续推动项目建
设。

探学法，创课堂新样

学校开展“做中学”教学实验，组织语数英教师

研发“学案”，充分发挥其在导思、导探、导学方面的
功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建构知识的能力。实施

“大概念”统摄性学习，整合教材资源，让知识点结
构化、体系化。推进“大单元”主题性学习，从学科
内拓展到学科间，从课内延伸至课外，形成主题性
学习单元。开展“大任务”项目化学习，全方位培
养学生的认知、合作与创新能力。

构评价，促成果远扬

学校精心开发一体化评价机制，涵盖 4个维度
和10项指标，通过课堂观察、师生对话等多种方式，
结合学科 SOLO 评价量表，全面评估学生学习结
果。项目研究成果丰硕，在省级以上重点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26篇，举办讲座、展示公开课45次，吸引近
5000人次参与，极大地扩大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共享“心”空间

新学期，江阴一中、徐霞客实验小学家长
驿站为家长建立共享暖心空间，将家庭教育新
理念融入家长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家长不必
进入校园，可与教师在驿站进行有效的交流，
共同探讨家庭教育问题，形成家校之间高效育
人合力。

温馨家长驿站上“新”更上“心”
□江玉

为改善家长接送体验，市教育局联合各镇街推出家长驿站项目，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65个家长驿站。新学期开始，各家长驿站上线
暖心服务，为学生接送保驾护航，谱写了家校共育新篇章。

近期，华士镇投入60余万元，在陆桥中学、华士实验小学和华士中心幼儿园等3所学校
建成家长驿站。新项目的建成和投用，进一步完善了全市家长驿站的版图布局。

升级“馨”服务

新学期开始，云亭中学家长驿站新升级的
温馨服务让人眼前一亮。该驿站面积近100平
方米，除了家长休息区，还设置有教育宣传区、
阅读区、便民服务区等多个区域。各项便利的
功能缓解了家长等待时的焦虑，更在家校间搭
建起沟通的桥梁。

投用“新”驿站

我市两个省基础教育前瞻性
教学改革实验项目顺利结项

□江玉

以美塑师，理念升级

通过“大美育”课程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学校教
师的育人理念得以逐步转变。近 3年来，学校共有
10余项国家、省级课题立项，以美育为主题的研究
成果丰硕，出版专著23本，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200
多篇。“教学审美化：普通高中课堂转型的三十年探
索”获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正高级、特级教
师、省教学名师、“苏教名家”培养对象获评人数达
30多人次，1人入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名单，1人入
选教育部“双名工程”名单。

以美启智，五育并举

学校通过在美育中发现“五育”、渗透“五育”、
落实“五育”，打通“五育”之间相互割裂的现状，进
而推动学科育人渗透美、德育活动彰显美、艺术创

作表达美、社会实践体验美、劳动教育创造美的学
校生活审美格局重构。近3年来，南菁学子在学科、
艺术、体育、人文等方面频创佳绩，省现场作文大赛
特等奖，学科竞赛国家、省一等奖，各类国际科技发
明大赛一等奖，各类艺术比赛大奖等每年获奖人数
超过200人。“麦田”学生志愿者连续3年赴西部开展
公益助学活动，展现了新一代南菁学子对社会的责
任和担当。

以美传情，辐射四方

学校初步建立了“大美育”课程体系辐射推广
机制。加强对山东临沂、山西运城、甘肃陇南、甘
肃酒泉以及青海、宁夏等地学校的支持与帮扶，共
同建设美育联盟。搭建了艺术类课程基地联盟、
甘肃酒泉合作共同体、新疆甘肃山西支教团、名师
工作室推广平台、省级及以上培训基地等推广平
台。

本次结项成果大胆突破传统教学局限，精心构建极具地方特色的高质量课程教学体系。这一创新举措
高度契合当下教育改革理念，为学校内涵建设提供了强劲动力，为江阴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项目名称】
重构校园生活：普通高中“大

美育”课程体系建构
【参与单位】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项目简介】
该项目以美学精神优化统领

学校课程教学文化，整体建构了
“两轴五域三类”“大美育”课程体
系，总结出美育课程体系实施的

“整合式、融合式、综合式”三大路
径，以“大美育”助推教学方式转
变，最终通过课程体系的整体建构
与课堂教学的整体变迁实现校园
生活的重构，探索具有普遍推广价
值的美育范式。

【项目名称】
小学新结构性学习的实践研究
【参与单位】
江阴市辅延中心小学、江阴市城

中实验小学
【项目简介】
该项目立足课改，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以内容结构、形式结构、运行结
构、效能结构为内涵表现，积极开展素
养导向下的新结构性学习评价改革的
探索和实践，通过构建“认知结构”“知
识结构”“素养结构”三位一体的结构
性体系，让学生在任务驱动、超越学
科、合作完成及评价跟进中培养合作
交流能力、创新实践能力，提升核心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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