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成立首批青少年普法实践
基地和普法小记者团队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曹奕）日前，
常州市首批 118 名龙城普法小记者
举行集中宣誓活动，同时首批 8 个常
州市青少年普法实践基地正式启动。

2017 年是“七五”普法规划实施
第二年，常州市教育局与司法局整合
资源， 发挥社会组织优势， 在该市 8
所学校建设青少年普法实施基地，并
成立龙城普法小记者团队。 青少年普
法实践基地为学校开展青少年模拟
法庭、普法教育课、普法阅读课提供
了活动空间和载体。 各基地学校同步
成立的普法小记者站在为小记者提
供专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将陆续组织
开展法治夏令营、“法治阳光照我成
长”征文比赛、法治专题讲座等活动。

要闻速览

遵循教育规律，回归教育本真。 镇江丹徒以“适宜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为信念，打造“宜人教育”———

关注每一个 适合每一个 发展每一个
近日， 在镇江市丹徒区举办的

“阳光校园·我们是好伙伴”主题演讲
比赛中， 来自全区 27所中小学的 30
名参赛学生个个能言善道、妙语连珠。
比赛结束， 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华腊
明给获奖学生送上了一张张火红的
荣誉证书。 在华腊明眼里，这不仅是一
次比赛、一张证书，今后很有可能会对
孩子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有孩子们
喜欢了，适合他们了，才是最好的”。

丹徒自古就被称作“宜”。 自
2013 年起，该区结合地域实际，梳理
教育发展脉络，提出了“宜人教育”
这一响亮的口号。 何为“宜人教育”？
在丹徒教育人看来，就是尊重人、发
展人、成就人的“适宜的教育”。

关注人人
找准最适宜发展区

每天放学后，丹徒实验学校英语
教师魏志坚都有一件必做的事
情———志愿导学， 主动找学习成绩、
行为习惯不太好的学生，逐一和他们
谈心；主动家访，与家长深入沟通，了
解学生的校外表现，并以此制订分层

培养计划。 最近，班上的几名学困生
进步很大，他的分层培养计划取得了
不错的效果。在魏志坚看来，“宜人教
育”应该是生本教育。“教育不应该以
甄选和鉴别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培养
富有‘生命元素’的人，引导学生找准
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使之成为热
爱生活、人格健全、适应社会发展需
要的人。”同样的理念，在丹徒区各中
小学的教育管理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5 月 15 日， 江苏省大港中学党
委副书记庄红君等一行 3 人来到辛
丰镇黄墟村， 走访慰问贫困家庭。

“家庭的贫困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
成长产生影响， 但每个孩子都是平
等的，通过走访了解后，才能挖掘出
他们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激发他们
的潜能。 ”庄红君说。

《走进之后才发现》是丹徒宜城中
学先后 5次组织“百名教师进千家”集
中家访活动所形成的故事汇编。 在宜
城中学教师眼中，没有“差”孩子，只有
不了解孩子的老师和家长。 只要走进
学生的心灵世界，寻找“因生制宜”的
对策，每个孩子都能创造惊喜。

在推行“宜人教育”的过程中，
除了教师， 家长也发现了孩子可喜
的变化。 学生家长沈建华告诉记者，
自己的孩子毕业于荣炳中心小学，
起初她一直想让孩子转到城里学校
就读， 但一件事让她打消了这个念
头。“学校对学生书法爱好的重视和
培养让孩子有了更多的追求， 我家
孩子的成绩非但没有因此下降，反
而进步很多。 ”她高兴地说。

多年来，丹徒正是这样执著坚持为
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宜的教育，不削足适
履，让每个人都获得应有的充分的发展。

宜人课堂
唤醒学生主体意识

“在课程设置上，‘宜人课堂’就
是强调从根本上服务学生的发展，既
考虑学生的学习需要，更考虑学生与
生活经验的契合，用适合的方式给学
生最美好的教育。 ”丹徒实验学校语
文教师庄晨霞口中的“宜人课堂”，是
在丹徒“宜人教育”理念引领下打造
的特色课堂，也是该区促进办学内涵
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

《第一朵杏花》是庄晨霞执教的
一节常规课。 为了给孩子们营造最
佳的上课效果， 庄晨霞打算等到杏

花盛开时正式上这一课。 无奈，杏花
一直迟迟未开。 于是她果断决定，不
按照教材顺序教学，而是请学生每天
仔细观察杏树的变化，并和他们一起
静待花开。 后来，当第一朵杏花在枝
头绽放的那天，真实的情景鲜活地展
现在眼前，学生们的情感一下子被调
动起来，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像这样深受学生喜爱的日常课，
丹徒还有很多。 2014年起，丹徒区计
划用 3年时间开展“宜人课堂建设年”
活动，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投身课堂教
学实践，探索实施“宜人课堂”路径，丰
富“宜人课堂”内涵，提升全区中小学
教育教学质量。 今年，丹徒将活动主
题聚焦于“把教学过程变成学习、合
作、交流、发展的过程”，充分尊重学生
的好奇心，克服学生课堂焦虑，激活他
们的思维，保护其学习积极性与创造
性。在“宜人课堂”环境下，学生主体意
识得到了极大的唤醒和激发。

“只有让尊重学生成为共识、高
效课堂真正建成、 异步教学落实到
位，学生才能实现从苦恼学习到愉快
学习、从依赖学习到自主学习、从单
独学习到合作学习、 从接受学习到
探究学习的转变， 才能从根本上推
动教育质量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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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江苏教育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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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规范财政长效管理 ＞2

■本报见习记者 许妍 特约通讯员 徐润福

近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37 支队伍 104 名选手会聚苏州，决战 2017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酒店服
务赛项。比赛现场，每名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宴会摆台和中式铺床两个项目。与往年两人分项角逐的
赛制相比，今年的项目难度更高、挑战更大。 图为选手正在进行中式铺床比赛。 小小龙龙 摄摄

“记得去年暑假，连续的暴雨
导致很多地方道路被淹， 不少学
员为了能及时赶到培训地点，有
的多次转车，有的步行长路，对于
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 大家都格
外珍惜。 ”日前，在南京市雨花台
区乡村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育站
首期学员结业仪式上， 学员代表
罗有斌感慨万千。一年来，他和其
他学员在导师团队的带领下一起
学习研修， 与名师大家面对面交
流， 共展示了 50 多节次公开课，
多篇论文获得省级奖项， 多人获
得区级学科带头人、教坛新秀、教
学先进个人等荣誉……

经历了为期一年的培训与
考核，南京市“领雁工程”11 个乡
村骨干教师培育站首批600 多名
乡村教师近日正式结业，以更加
丰满的“羽翼”迎来了他们教育

新征程的“起飞时刻”。 在南京市
委教育工委书记张生看来，随着

“领雁工程”的持续推进，一批批
乡村教育“领头雁”的“起飞”，有
望使全市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突
破瓶颈。

贴心服务，倾力支持

3 月中旬，当记者走进溧水区
明觉初级中学时， 数学教师杨绍
平正在讲授一堂公开课《从特殊
情形入手》。“整堂课他都在引导学
生自己探索解决问题， 和刚刚进
入培育站相比， 他的教学风格发
生了很大的转变。 ” 评课专家之
一、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发展学院
院长唐志华对杨绍平的课给予了
高度肯定。 作为南京市乡村骨干
教师培育站评估组专家，一年来，
唐志华见证了许许多多像杨绍平

这样乡村教师“领头雁”的成长。
“以前我在课上更多的是让

学生学会做题，很少系统地考虑
对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 培育站
专家的引领、 示范给我带来了最
新的课程理念， 对我的教学实践
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杨绍平告
诉记者。

事实上，制约乡村教师成长
最主要的客观因素是平台的匮
乏， 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洪蕾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多次到
溧水农村初中实地调研， 发现了
一批肯学习、 肯研究的中青年骨
干教师，但由于专业引领不够，他
们自主发展的能力比较欠缺。 ”因
此， 在支持溧水区建设初中数学
教师培育项目的过程中， 她首先
想到的就是为这批颇具潜质的学
员汇聚一批初中数学名特优教师

资源， 让他们有机会在更高的平
台上寻找自我成长的空间。

于是， 南京市 11 个培育站
探索构建了行政支持、专家支撑
的乡村教师支持服务体系———由
市教育局、区教育局、区教师发展
中心或教师进修学校共同建立

“行政支持系统”；以主持人、导师
团队为核心集聚全市名师资源，
构建“专家支撑系统”，为学员提
供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

不仅如此， 各培育站还组
建了一支管理服务团队， 负责
项目的后勤事务， 使项目主持
人专注于研修内容的选择 、活
动的策划与组织等。“我担任区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多年， 尽管
是只有 12 人的团队，但大多数
活动人到不齐，而如今 60 人的
培育站井然有序。 事实证明，这

样贴心的支持服务极大地提高
了运行效能。 ”溧水区乡村小学
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人王
祥连说道。

对准需求，精确供给

“蔡敏敏老师那天重感冒，
上午签到后悄悄向我请假，打算
听一会儿就去医院挂水。 当天，
我们培育站请来的授课专家所
做的讲座非常精彩，一直持续到
中午 12 点多。 讲座结束后，我意
外地发现她没有去医院，而是坚
持听完了整个讲座。 ”

说起这件几个月前发生的
事，王祥连记忆犹新。 他感叹，对农
村教师来说， 这样的专业提升机会
太难得了，更重要的是，在每次研修
活动前，从内容到形式，培育站都尽
可能征求学员意见，

让乡村教育“领头雁”振翅引航
———南京市“领雁工程”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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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玉婷）6 月 13日
上午，省教育考试院举办高考评卷现
场开放日活动。来自南京市的 10名考
生、家长代表在高考评卷现场，先后
参观了答题卡保管组、扫描组和语文
学科评卷组，并听取了省教育考试院
相关负责人对评卷各个环节的工作介
绍，零距离接触高考网上评卷工作。

据悉，今年我省高考所有科目继
续实行计算机网上评卷，共设省教育
考试院、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3
个评卷点，需评阅考生答卷 167 万余
份。 为强化评卷工作的过程管理和质
量监控， 我省建立各学科评卷专家
组、技术组、纪检监察暨安全保密组
等若干职能机构，通力协作，并认真
遴选评卷教师，扎实做好业务培训和
试评工作。 同时，严格阈值设定，坚持

“四评制”模式，进一步加强评卷复核
和抽查，以确保评卷质量。

活动结束之后， 考生和家长代表
对我省评卷工作规范有序、公平公正的
操作流程和工作人员严谨细致、兢兢业
业的工作作风纷纷表示放心和满意。

据介绍，各科目试卷评阅工作将
于 6 月 22 日左右结束， 预计考生可
在 6 月 25 日获知高考成绩。

我省举办高考评卷
现场开放日活动

本报南京 6 月 13 日讯（记者
王艳芳）今天下午，“2016 江苏省大
学生年度人物暨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 颁奖典礼在南京理工大学举
行。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教育厅厅
长、党组书记葛道凯，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周琪，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潘漫,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尹
群等出席典礼并为年度人物颁奖。

葛道凯在讲话中指出， 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他
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实现“两个
一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推进“两聚一高”新
实践、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本次表彰的大学生年度人
物和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事迹感人
至深、催人奋进，他们以自己的行动
抒写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传递了
青春正能量， 唱响了时代主旋律。
他勉励全省大学生和辅导员时刻牢
记习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亲切
关怀和殷切嘱托， 勇做走在时代前
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葛道凯要求全省各高校以这次
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 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 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
持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扎实做好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更多平
和、进取，富有社会责任感、实践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现代化优秀人才，
为服务江苏“两聚一高”新实践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 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
3 月启动， 全省 114 所院校申报大
学生年度人物参选人 206 人，122
所院校申报辅导员年度人物参选
人 122 人。 经过专家评审、 风采展
评、网络推选、实地考察等环节，最
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蔡甄妮、
河海大学冯全、江苏大学郭丽娜、南
京师范大学郭秦、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钱墨痕、江南大学魏佳星、南京理
工大学谢卓、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院张琪、南京工业大学朱印龙、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祖比亚·加帕尔
等 10 名学生荣获“2016 江苏省大
学生年度人物”称号，南京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邓家伟等 20 人获“2016
江苏省大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苏
州大学孔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
蕾、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芦华、淮
阴工学院潘子松、东南大学邱峰、南
京理工大学施维、 江苏食品药品职
业技术学院王静、中国矿业大学于基伯、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张丽、 南京大学朱颂等 10 名教师荣获

“2016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河海大学
戴媛媛等 22 人获“2016 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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