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戴世勇 记者 任
素梅）“入党一定要端正动机，这个动机就是
我们的初心。 ”11 月 11 日晚，在扬州大学报
告厅，年已八旬的扬州大学退休教授严公宝
正在为该校新闻与传媒学院 100 多名大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作报告。 与往常一样，报告
厅内座无虚席。 唯一特别的是，这是严公宝
退休后的第 300 场思政报告，许多学生慕名
前来。

严公宝老师 1964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
学政教系，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直从事马
列主义研究及教学工作。 2004 年，严公宝退
休后，被扬州大学聘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理论组宣讲团成员。严公宝表示，“现在的
年轻人中，不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必须
要改变，我有义务为这一改变出一份力。 ”

“理论宣讲，如果不结合实际，很难吸引
听众，我的目标是让大家听进去，所以必须
要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 ”严公宝说，因
此每次作报告前他都要很认真地备课。“我
对讲稿的基本要求是‘过三遍’，完成后至少
要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我要对学生
负责啊！ ”严公宝笑着说。

厚达 1 米的手写演讲稿稿纸、30 多万
字的讲稿内容见证了严公宝的理论宣讲
路。 如今已经 80 岁高龄的他，站在讲台上
依旧精神矍铄，讲起课来铿锵有力，他表
示：“300 场不是我宣讲工作的终点， 只能
说是新的起点，只要同学们爱听，我就一
直讲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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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玉娇 特
约通讯员 曹奕）日前，常州市
民程先生欣喜地发现，通过“我
的常州”App，他可以查询到自己
家所对应的学区信息，包括所在
学区各个小区地图、对口学校详
细地图等。

记者从常州市教育局了解
到，今年年初，该市启动了“常州
教育电子地图”项目，以地图形
式向市民提供学校地理信息查
询、大市范围内公办小学和初中
施教区查询、校外机构查询和入
学指南等服务。目前，“常州教育
电子地图”已在“我的常州”App
和常州教育网上提供试用。

“每个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
有对应的施教区，但由于城市建
设不断进行，施教区信息也处于
不断微调的状态，市民对此类信
息十分关注，所以教育部门应尽
可能向社会公开施教区信息。 ”
据常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过去，常州市各级教育局通
过电话、网站或简易查询系统向
社会公开施教区信息，但无论是
信息的丰富程度，还是获取信息
的便捷性都存在不足。

为此，从 2019 年开始，常州
市教育局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
教育公共服务能力，为广大市民提供便利。目前，施教
区信息已更新至 2019 年 6 月， 所有市民均可通过
App 或网页，直接了解学校或培训机构的信息。

据了解，下一步，常州市教育局将继续完善该
数据平台，将其与其他相关系统进行数据整合与共
享，如连接学籍库显示学生统计信息，连接公安人
口数据系统预判学校新生数，连接规划部门的数据
显示校内布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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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
作为南通市首批课堂教学改革样板

培育学校， 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向全体
教师发出号令： 向传统的灌输式、 强硬
式、冰冷式、亦步亦趋式的教学习惯“告
别”。 副校长许习白说：“‘告别’是为了更
好的‘相遇’，如今我们的课堂‘老师退了
一步，学生进了一步’，真正实现了‘我的
课堂我做主’。 ”

在如皋市实验初级中学， 记者看
到的课堂与别处很不一样 ：教室门敞
开着，几个学生围在讲台前，拿着一
张纸热烈讨论 ； 其他学生认真地听
着，神态专注；教师穿行在学生中，不
时地倾听、指点……早在多年前，如皋
教育人就开始了一次“突围”，把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打造高效课堂作为推
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突破口 ，
形成了“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 如皋
市实验中学又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
形成了“互慧课堂”，突出“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交流展示、点拨提升”核心
元素，与全市课改的“12 字要求”不谋
而合。

南通市开发区实验小学构建的“童
真课堂”，从儿童立场出发，通过“教在起
点、重在经历、贵在倾听、巧在化错、美在
自然”的“五在”操作要义，准确定位课堂
教学“教（学）什么”“怎么教（学）”“教到什
么程度，学到什么水准”；重视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投入度，让学习“真实发生在

每个学生身上”，最终从“好的课堂”走向
“美的课堂”，实现教师“真教”、学生“真
学”。前不久，“童真课堂”经省教育厅验收
批准， 被列入 2019 年江苏省前瞻性教学
改革实验项目。

如今，南通各县（市、区）和一大批学
校都形成了自己的课堂教学改革模式。
从个体学校看，有如东县景安初中的“深
度合作，问题伴学”、通州区兴仁中学的
“研学课堂”、海门市东洲中学的“情智课
堂”、海安县海陵中学的“互助课堂”等；
从区域模式来看，有海安的“自学·指导·
练习”教学范式、如皋的“活动单导学”教
学范式、如东的“真学课堂”教学范式、通
州的“学的课堂”教学范式、海门的“导学
案”教学范式、启东的“三段四模式”教学
范式等。

如今，南通市的课堂教学改革已从少
数学校“风生水起”发展到全体学校“千帆
竞发”，从“课改盆景”走向“课改森林”。许
多学校由课堂教学改革切入， 在德育、自
主管理、课程建设、教师培训等方面同步
发力，优秀教师不断涌现，学生素质明显
提升。

从顶层设计到实践引领， 从典型
培育到示范辐射 ，从资源开发到资源
共享 ，从过程考量到结果评价 ，课堂
教学改革在南通不断深入。 郭毅浩
说：“有了踏踏实实的课堂 ，才有基础
教育的过硬质量和学生素质的全面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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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乡村30 年
■本报记者 李大林 通讯员 陈瑜

———记扬州市广陵区滨江小学校长周正文

全省大学生海外文化交流项目
原创作品评比颁奖在扬大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鲍艳丽）11 月 8 日，江
苏省大学生海外文化交流项目原创作品评比
颁奖暨扬州大学 2019 年“青春看世界”大学
生海外文化交流心得分享会在扬大举行。

据悉，江苏大学生海外文化交流项目原
创作品评选活动由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与江苏教育报刊总社自 2018 年起首次联
合举办。 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即得到了各高
校及参与项目学生的积极响应， 共收到文
章、图文美篇、摄影、PPT、视频等原创作品
401 份。 经过层层评审，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作品 4 份、 二等奖作品 12 份、 三等奖作品
22 份。 同时，结合各高校的组织工作，评选
出优秀组织奖 5 个。

本报讯（通讯员 殷开林)近日，响水县
第五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总决赛落幕。 本次
大赛分初赛与决赛两个阶段， 全县共有来自
11 所中小学校的 114 名学生参加，初赛共设
“灌河风光”“3D 打印”等 5 个项目，分小学、
初中、高中三个组别。

此次大赛激发了该县中小学生爱科学、
学科技的热情，增强了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
提高了青少年科学素质， 为全县教育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活力。

响水举办第五届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顾睿卿 项生）11 月 9
日， 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赛在淮安市
淮安区开赛。此次大赛为期 2 天，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 31 支代表队的 450 多名青少年参加。
比赛内容包含精准射击、匍匐低桩网等 10 项
军事模拟竞赛项目。

据悉，为让青少年在活动中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本次大赛在赛事安
排上，充分体现了体育和国防 、体育和教
育的融合，兼具参与性和趣味性。

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体育大赛
在淮安开赛

新闻点击

本报讯（通讯员 潘磊）“神奇的泡泡”
“活力创皂”“跳舞的铜丝”……近日，在江苏
省电化教育馆、江苏教育报刊总社的协助下，
省委驻泗阳县帮扶工作队邀请南京师范大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师生志愿者们为该县
运南片区中小学师生送去了一场精彩的“科
学大篷车”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互动展示、亲身
体验、培训讲座等形式，对泗阳县乡镇师生
开展科学教研精准帮扶。“科学大篷车”是
南师大依托物科院打造多年的公益科普项
目，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乡镇中小学。

南师大“科学大篷车”
走进泗阳

近日，丹阳市建山幼儿园承办全市“地方资源开
发”项目共同体活动。 活动中，该园创新思路，通过户
外拓展农庄将草垫、藤筐等乡土资源巧妙地融入幼儿
日常游戏实践中， 并开展 “红薯造型 DIY”“运南瓜大
赛”等活动。 孩子们在自主、愉悦的氛围中主动探索，
获得宝贵的学习经验，该园的课程游戏化水平也得到
了提升。 袁军辉 童玲 摄

南通：课堂改革催生“硬核”基础教育

作为一名有着 30 年教龄的教
师，他先后工作过 3 所学校，但无
一例外都是农村校；30 年间， 城区
学校多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
从未动摇；30 年， 面对农村学校的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的坚守和
付出，让孩子和家长们感受到了教
育的温度……他就是扬州市广陵区
滨江小学校长周正文。

1989 年， 周正文从师范毕业
后，谢绝多方好意，毅然选择了偏远
的农村学校———扬州市红桥小学。
“相对于城市，农村学校更缺老师。”
这是他内心最朴实的想法。

红桥小学是一所没有公路直达
的偏远村小，办学条件简陋，学校没
有围墙， 只有一排简易平房和一片
长满荒草的空地。当时还不到 20 岁
的周正文，教学生涯就从这里起航。

白天忙着上课，改作业，辅导学
生，晚上备课，参加自学考试……凭
着不懈的钻研精神， 他的教学能力
逐渐显露出来， 所带班级均分常年
超过乡中心校，位居全乡第一。在青
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中，他脱颖而出，
引起许多学校和同行关注。 面对随

之而来的城区校邀请，他不忘初心，
直到村小撤并， 才和最后一批学生
转到乡中心校。

时光荏苒， 一晃 30 年过去了，
通过不断学习， 周正文逐渐形成了
自己的教学风格， 并取得教育硕士
学位、获得全国录像课展评一等奖，
参加全国校长高级研修班、“江苏省
领雁工程———领军校长”培训班等，
逐渐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乡村骨干
教师。

30 年来，他先后在 3 所小学工
作过， 但无一例外都是偏远的农村
校。 30 年来，他始终不离讲台，即使
当上了校长， 还是坚持每天给学生
上数学课。 他觉得， 只有站在讲台
上，才能体现教师的真正价值。

2011 年，周正文担任滨江小学
校长。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因为临
近长江， 周边老百姓多是造船企业
职工和渔民， 流动人员子女和留守
儿童非常多， 一些家长希望孩子早
点工作挣钱， 学校生源流失率一直
居高不下， 周正文只能采用最笨的
方法———挨家挨户跑。

2015 年 4 月，该校一对双胞胎

学生不辞而别。 周正文带着班主任
反复上门做工作， 两个学生勉强返
校。但没过几天，孩子的母亲又反悔
了，他就联系镇妇联、民政部门的
同志一起上门劝说，并想办法解决
了孩子的在校午餐问题，两个孩子
顺利完成学业并进入初中就读。学
校还有一位患“威廉姆斯”综合征
的学生，一直害怕学习。 周正文就
和老师们一起查资料， 跑医院，帮
助他慢慢找回自信，成功打消了他
辍学的念头。

8 年来， 周正文不知跑了多少
路，学校适教区内的每条道路上都
有他的足迹。 就是靠着这样的“笨
办法”， 滨江小学的控辍率一直保
持在 100%。

“让孩子有学上还不够，还要让
他们学得好！ ”在滨江小学这些年，
周正文一手抓控辍保学、 一手抓质
量建设。 如开展“体艺‘2+1’”“五个
‘100’提升工程”，设立“随迁子女进
步奖”，举办学校文化艺术节、书法
名家进校园等素质教育活动。 近 2
年，他还多方努力，联系苏宁足球俱
乐部， 推行校园足球普及工作……
由于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学校多
次在市、区各类比赛中获奖，孩子们
乐在其中，家长更是喜上眉梢。

由于位置偏远， 学校发展困难
多，优秀教师很难留下来。周正文刚

到滨江小学时，学校市级骨干教师
数量为“0”。 为此，他开始努力抓课
堂，做课题，外出学习，约请专家，
扎实开展一系列的教师素质提升
行动。

2013 年，“0”变成了“1”。 2015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 这还远
远不够，当广陵区启动“教师专业
发展三年行动”时，周正文敏锐意
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依托区
教师发展中心，继续深入推进名师
培养。 如今，该校已有骨干教师 21
名，占比 40.4%，其中市级骨干 14
名。“下一步，我们还要培养出自己
的特级教师。 ”周正文“野心勃勃”
地说。

除了教师培养， 学校搬迁也是
他的一大“心病”。学校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每到黄昏，勉强能看见书
本上的字迹，黑板完全多余。 ”老师
们经常这样调侃。 其实，早在 2000
年初，学校异地重建就提上过日程，
但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数次被搁置。
为此，周正文四处奔走，终于喜讯传
来， 投资近亿元的学校新建项目正
式启动。开工那天，周围的老百姓拖
儿带女到工地参观。

“接下来，除把书法 、足球等
特色项目继续发展好， 我们还要
发挥滨江靠水 、 贴近乡土的特
色， 让孩子们了解家乡、 热爱故
土的同时，打造校园文化名片。 ”
如今， 作为农村学校的带头人，
周正文不忘初心， 正致力于让农
村小学焕发勃勃生机……

站在讲台，
偏远农村又何妨

一个不能少，
还要每个孩子学得好

农村学校，
同样可有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