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特级教师测试不合格将取消奖励津贴

徐州 35000 余名教师首次迎来业务“大统考”
本报讯（记者 李大林）8 月

27 日， 徐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教师业务能力测试在徐州高等
师范学校举行，走进 47 个考场
的 1300 余名教师，既有各直属
学校不同学科的普通教师，也
有校长、副校长；既有新入职的
年轻教师， 也有不少获得过诸
多荣誉的骨干教师。 当天，在徐
州 11 个县（市、区），覆盖小学、
初中、高中 3 个学段 24 个学科
的 3.4 万名教师，也使用同样试
卷进行了测试。 这是徐州市教
育局首次组织大规模的教师业
务能力“统考”。

为什么要进行这 样 的 测
试？ 在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吴昊
看来， 这既是不断提升办学质
量，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需要， 也是基于徐州教育
的现状和问题， 提升教师业务
水平的实践探索。“徐州基础教

育体量庞大， 师资队伍水平与
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及人民群众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相比， 还有
一定差距。 在此状况下，徐州教
育人必须自加压力， 建立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的学习研究机
制， 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
同体， 探索教师成长的绿色通
道。 ”吴昊说。

据悉， 与往年仅在直属学
校组织教师业务能力测试相
比，本次测试组织力度更大、参
与面更广、要求更高。 参与测试
者除 45 周岁以下教师外，还包
括获得过市级以上名优称号的
教师。同时，参测教师从中学延
伸到小学， 从市区拓展到县
（市）， 实现了全学段参与、全
区域覆盖。 不仅如此，该市明
确要求， 凡申报“领军名师”

“带头优师” 等称号者均需参
加测试， 且成绩排名须达前

50%； 已获得省特级教师及市
“名师工程”“青蓝工程”等称号
的教师， 若测试不合格将不予
发放奖励津贴。

“试卷的内容很丰富，不是
一般的‘刷题’。 ”徐州市第十三
中学一位数学教师表示， 初中
数学试卷分为两个部分， 理论
部分题量不大， 却凸显了综合
性和导向性：徐州市 2017 年中
考数学试题难度系数是多少？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包括
哪些内容？ 如何确定科研选题
并开展研究？ ……这些问题引
导教师走出学科知识的“小圈
子”， 转向关注现实问题和实
践智慧。 高中阶段的语文测试
题除理论题和学科知识外，还
从选修教材 《<史记>选读》中
节选语段进行断句和翻译 ，考
查教师的语文素养及基本能
力。“题目不难，但要考出好成

绩， 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肯定
不行。 ”徐州市第三中学语文教
师傅曼说。

“专业素养的提升不仅是
教师成长的需要， 也是教育行
政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
机关人员更应率先垂范。 ”吴昊
说。 为此，8 月 12 日，徐州市教
育局全体机关干部已先期组织
了一次业务能力测试， 局领导
班子全体成员、各行政处室、事
业单位及部分直属学校校长、
书记 166 人参加测试。 闭卷考
试、封闭阅卷、成绩公开，这些
做法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学习
和思考的重要性。

在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
研员高青看来， 这样的测试还
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次的
考题除学段、 学科的差异外，还
有很多共同点。例如，核心素养、
区域课改、 考试改革等方面，每

份试卷都涉及这些内容。这不仅
打破了学科壁垒，更聚焦了教育
热点问题。 ”

考试结束后， 工作人员不
仅统计考试成绩，还结合测试
内容做“大数据”分析，这些数
据将成为教研部门进行学科
分析和判断的重要资料。 与此
同时，如何进一步健全工作机
制、创新考核方式 、发挥业务
能力测试的作用，也成为徐州
教育行政者思考和筹划的重
要问题。 首场测试开考一小时
后，他们就组织了一次小型研
讨会。“通过测试和研讨，将在
全市教育系统形成共识， 即立
足徐州教育的发展战略， 抓住
徐州教育的根本问题， 使学校
成为学习型组织， 校长和教师
成为学习型个人，从而激发教
育内部的改革和生长力量。 ”
吴昊表示。

镇江连续 16 年举办
暑期领导干部培训班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李娜）近日，2017 年度镇江市教育
系统暑期领导干部培训班落下帷
幕 ， 来自全市教育系统的 200 多
名领导干部参加培训 。 在为期 2
天的培训活动中，专家们的前沿
观点不仅赢得了与会者的共鸣 ，
还激起大家在新学年工作中开
创“适合的教育”新征程的热情 ，
纷纷表达了“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愿望。

据介绍 ，该市已连续 16 年举
办全市教育系统暑期领导干部
培训班 ，培训班成为提高领导力
和执行力的重要抓手。 此次培训
围绕“推动事业发展新转型 ，开
启适合的教育新征程 ” 主题，全
国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教授做
了精彩的辅导报告 ，内容涉及国
际关系分析与研究、教育守护与
展望 、教育信息化变革等热点话
题和重要问题。

扬州在校生全部
纳入城乡居民医保

本报讯（通讯员 陈德胜）日
前 ，扬州市人社 、财政 、教育 、民
政四部门印发 《关于做好全市
在校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 《通
知》指 出 ，今 年秋 季 学 期 起 ， 全
市托幼机构儿童 、 各类中小学
生 、 高等院校和职技校全日制
在校学生将全部纳入该市城乡
居民医保 。

据介绍 ，扬州在校学生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
政 府 补 助 相 结 合 的 筹 资 方 式 ，
个 人 缴 费 标 准 统 一 为 每 年 130
元 /人 。 每 年 9 月 1 日 至 12 月
15 日为在校学生下一年度医保
费用集中缴费期 ， 以学校为单
位 ， 统一办理参保登记和保费
代征 。 扬州市外户籍的高校新
入学学生 ， 在按期足额缴纳下
一 年 度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费 后 ， 自
报到之 日起 即可享受城乡居民
医保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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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 ＞2

8 月 31 日，我省各中小学开学报到，孩子们告别暑假重返校园，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图为无锡市扬名中心
小学学生在领取新学期教材。 汤毅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旭）8月30
日，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凤凰校
区一年级新生领到了他们人生
中的第一本语文书，这本“高颜
值” 的新版教材让他们爱不释
手。翻开第一课，“天、地、人、你、
我、他”等一个个端正精致的方
块字映入眼帘……“新教材回避
了一开始就学习拼音的枯燥感，
而是把汉字摆在第一位置，趣味
性更强。 对孩子们来说，更容易
度过幼小衔接的适应期。 ”该校
语文教师高天琪告诉记者。

据介绍，从 9 月 1 日起，教
育部统一编写的义务教育道德
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将在
全国投入使用。 我省中小学也
正式启用语文等统编教材。 根
据中央对三科教材统编统用、
三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2017
年秋季学期， 全国所有地区小
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
编教材，2018 年覆盖小学和初
中一二年级，2019 年所有年级
全部使用统编教材。

“新教材”都有啥亮点？ 记
者了解到，义务教育阶段原品德
课将调整为道德与法治，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 法治教育等主题内容，并
专门设置了中国梦、 总体国家
安全观等专题。 语文教材加强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传
统教育和国家主权意识教育等
方面的内容设计。 历史教材突
出民族团结教育、 国家主权和
海洋意识教育及国际理解教育
等方面内容，采用“点—线”结合
的方式编写，使教材内容循序渐
进地展开。

对于我省部分中小学校来
说，新编教材并不陌生。 以苏州
为例，2016 年秋学期起，该市七
年级已率先启用新版初中历史
教材。“新教材增加了知识梳
理、 课堂活动、 史料介绍等内
容，编写更贴近学生，同时在使
用过程中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
求。 ”苏州市吴中区历史教研员
王得众向记者介绍道， 新版教
材用 10 年时间编写而成，内容
由扎实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
因此教师要加强自身学习，真
正“吃透”教材。

记者从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获悉， 为应对新教
材的变化，我省相关学科教研员、骨干教师已于暑期
参加了由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组织的新教材培训。 此
外，各地也积极组织本地区教师开展培训，确保教师
对新教材的内容组成、教材特色、编写意图等全面了
解掌握，并能将新教材理念在教学中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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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伴随着阵阵秋风 ，
暑假在一片清凉中悄然结束 ，高
校大学生们已陆续返校。 刚刚过
去的两个月，他们做了什么，又有
哪些收获？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同样的暑假 ， 不同的学生有着不
一样的精彩。

关注生活，社会调研出真知

7 月 25 日， 连续多天 40 度以
上的高温 ， 将南京烘烤得犹如火
炉。 人们纷纷忙着避暑，而南京工
业大学的学生们却顶着烈日，前
往 上 海 调 查 民 办 学校 的 教 学 现
状。 与一所民办学校校长深入交
谈后 ， 他们又马不停蹄赶往附近
的公园与广场 ， 向居民发放调查
问卷。 据队长周桐介绍，此次调查
共分成 3 组，还有 2 组分别调研南
京与温州，“令人高兴的是， 我们
所关注的话题引发了教师与居民
的广泛关注，他们很配合，让我们
有了不少意外收获”。

暑假期间 ，南工大以“喜迎十
九大·青春建新功”为主题组织开
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包

括周桐在内的 2 万余名学生奔赴
全国各地 ， 体验不一样的假日生
活。 据统计，该校共组建理论普及
宣讲团 、国情社情观察团 、教育关
爱服务团 、 美丽中国实践团等各
类团队 169 支， 其中 13 支团队获
省级重点团队立项 ， 产生了积极
的社会影响。

今年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
子利用暑假 ， 组成多支探寻红色
抗战文化小分队，先后奔赴南京 、
常州、盐城等地 ，开启“追寻抗战
历史足迹，弘扬红色音乐文化”调
研 之 旅 。 在 常 州新 四 军 研 究 会
上 ， 队员 们 与 6 位 老 兵 进 行 座
谈。 忆起抗战情景 ， 老人们激动
不已 ， 深情地哼唱起 《游击队之
歌》《大刀进行曲》《新四军军歌》
等歌曲。 活动结束后，队员们纷纷
表示 ， 老兵们让他们从红色音乐
的角度， 对抗战历史有了不一样
的理解与感悟。

暑期社会调查的内容丰富多
样，既有像南工大、南师大学子那
样以国情 、社情为重点的调研，也

有的将精力放在自然与生态环境
研究上。 前不久，河海大学暑期社
会实践博士团远赴甘肃省治沙研
究所 ，围绕“干旱地区人为干预下
地下水动态研究” 等课题开展为
期 8 天的调研活动 。 据该所所长
刘世增介绍 ， 博士团的加入，对
地 下 水 动 态研 究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此行让我深刻认识到，‘一
带一路’ 经济带上还有很多水资
源问题亟待解决 ， 我想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为此出力。 ” 博士团中
一名成员说。

播撒温暖，支教团队献爱心

支教活动历来是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 今年也不
例外。 7 月 21 日，在南通市文亮小
学， 当地小石桥社区的 30 名留守
儿童在操场上快乐地忙碌着 ，为
发射亲手制作的水火箭做最后的
准备 ： 摆好固定装置 、 安装水火
箭、为水火箭充气……随着 2 枚名
为“太空一号”和“繁花似隐”的水
火箭相继升空 ， 操场上响起了阵
阵掌声。

孩子们的精彩表现离不开南
京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志愿者
们的努力。 7 月 20 日至 26 日，该
学院 8 名大学生组成“青芒 ”暑期
爱心支教团 ， 与孩子们度过了 7
天的难忘时光。 其间，他们利用自
己的专业优势 ， 带领孩子们完成
了水火箭 、机械臂 、LED 灯等项目
的制作 ，还开设了“手拿小地图 ，
共拼中国心”“国粹遗韵 ， 绘制脸
谱”等文化小讲堂。 据支教团团长
刘州鹏介绍 ， 他们还在小石桥社
区内设立了志愿者基地 ，“以后每
年我们都会到这里开展暑期支教
活动”。

8 月 1 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 90 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 ， 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
工程学院“微行筑梦 ”支教团来到
贵州省平塘县丹平小学， 在该校
开设了国旗班 。 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孩子们身着军装 ，肩扛旗帜 ，
走起正步来有模有样。 据支教团
团长杨明志介绍， 每年 8 月 1 日，
他们都会到当地与孩子们一起庆
祝 建 军 节 。

■本报记者 潘玉娇 李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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