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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徐剑军 王正） 近日，省教育厅发布一条新举措：推出“3+4”模式，3年职高和4年本科一起读。这意味着，职高与本科之间又打通了新的渠道，在高考竞争日益激烈的现状下，为学生升学提供了新思路。记者昨日了解到，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宁波外事学校是我市首批试点的中职院校，两校昨日相继公布了招生计划。
据了解，这项新举措的全称为“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招生”，今年正式启动。浙江省有职业院校365所，初步确定其中的15所中职院校（我市两所），与省内8所本科院校联手培养学生，计划招生590人。按照政策，这批学生将通过中职院校招生，然后按中职和本科一体化培养。届时，中职课程与本科课程进行一体化设计。即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由中职院校统一招生，到时统一参加高考。不过，学生还是要求考上本科线。据省教育厅职成教处负责人透露，这条分数线会单独划定。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今年试点推出的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在全省范围内招生40人，由宁波市职教中心学校统一招生。入学后，前三年在该校学习，后四年在浙江科技学院学习，毕业颁发国家认证的本科毕业证书。学生只需参加中职升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全省统一考试，上了线就可以进入浙江科技学院进行本科学习。当然，学生如果没有上线，但达到中职毕业要求的，可以拿到中职文凭。

“学生七年学习一个专业，不仅有扎实的专业技能，还能沉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宁波职教中心学校徐老师说，这样更能培养出适应符合行业、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应用型人才，与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相配套。他表示，其实原来中职院校就有“3+2”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职高三年+大专两年，“3+4”模式可以想象成“3+2”的升级版。
宁波外事学校试点“3+4”人才培养模式的也是该校老牌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学校今年省内招生40人，其中宁波招10人。三年在宁波外事学校学习，对口的四年本科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学习。

5.6万专任教师，班主任占四成多，如何吃苦不吃亏？宁波多举措为班主任“发福利”
又到招生季，期望孩子分到一位不错的班主任，是大部分家长的心愿。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事务，以及付出多、专业方面精力不足的局面，很多年轻教师对当班主任并不热切。为鼓励教师当班主任的积极性，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近日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多项措施增强班主任岗位的吸引力。

严格准入制度，规范班主任选聘机制

记者了解到，我市有专任教师5.6万人，其中班主任占了四成多。优秀的班主任，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可能是一辈子的。相比其他任课教师，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也更多。
因为班主任的重要性，意见明确，初任班主任一般应参加不少于48学时的班主任岗前培训，具备2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和担任副班主任（见习班主任、班主任助理）至少一年；初任班主任要求任职2年内取得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上岗资格证书（C级及以上）。
同时，文件还规范了班主任的选聘机制。学校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班主任选聘办法，鼓励思想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奉献精神强的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并把“师德”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健全激励机制，增强班主任岗位吸引力

此次下发的文件要求，构建市、区县（市）、学校班主任荣誉系列评选体系，实行宁波市“十佳百优”班主任评选。明确学校要在奖励性绩效工资、职称（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向班主任倾斜。
同时，意见要求完善班主任岗位月津贴制度，可按照教师职务结合担任班主任的年限逐年增加班主任津贴。学校可以将年度绩效增量分配向班主任倾斜，不断提高班主任待遇。学校可以探索中小学班主任职级管理制度，通过有效激励机制鼓励教师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鼓励中高级教师担任班主任。

构建专业成长平台，拓宽班主任发展通道

为了鼓励教师长期从事班主任工作，宁波从培养机制上构建班主任专业成长序列，建立“新秀班主任”“骨干班主任”“名班主任”三级班主任专业成长序列，在担任班主任岗位工作期间，享受同级“教坛新秀”“学科骨干”“名教师”同等待遇，并设立班主任专项奖励资金，对优秀班主任进行奖励。
同时，落实班主任职称评定的“双通道”制度，既可选择参评学科专业系列，又可选择参评德育系列。去年，我市开展的首届“名班主任”评选中，落实了奖励机制。获得市“名班主任”称号的老师，在担任班主任期间，可以享受和市名教师同等待遇，所需经费参照名教师津贴渠道开支。

“市‘名班主任’能享受和市名教师同等待遇，是对班主任工作价值的肯定，也大大鼓舞了班主任队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宁波市首届“名班主任”余姚市舜水中学老师徐小红说。

成立名师工作室，打造专家型班主任队伍

这学期以来，宁波市十佳班主任鄞州区华泰小学的徐柳亚老师忙着给一些学校送教，送教的内容不是专业学科，而是她多年来总结的班主任工作经验，为的是指导年轻班主任更有效地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
为了发挥名优班主任的示范作用，我市鼓励能力水平突出的名优班主任设立工作室，开展带徒培养工作，加快班主任成长共同体建设。
意见指出，将建设市、区县（市）两级“名班主任”工作室，鼓励中小学校建立“名班主任”工作室。到2020年建成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10个以上，建立以“名班主任”工作室为主要依托的班主任实训基地，使“名班主任”工作室成为助力班主任专业化成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此外，意见还要求完善班主任分层分类培训机制。要求市、区县（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将中小学班主任培训纳入教师全员培训计划，强化班主任培训过程管理，建立全覆盖、分层次、科学合理的班主任培训体系。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史望颖

我市两所中职院校试水“3+4”新模式
中职生“直升”本科将成现实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张路）“开展垃圾分类差别化教育，让垃圾分类成为幼儿园孩子必修课，成为连接家校的桥梁；中小学阶段继续推进‘高校+’，让更多大学生走进中小学，传递校园垃圾分类文化。”这是记者昨天在宁波市2018年校园垃圾分类推进会上获悉的信息。据介绍，目前我市垃圾分类示范学校已达19家。今年将对这些示范学校进行联合检查，不符合示范要求的将进行摘牌，同时继续培育新的典型。今年我市将继续在校园推广“垃圾去哪儿了”第二课堂。该项目自2015年全面推进以来，已经有2.6万人次参与，并获得2017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2018年校园垃圾分类推进会昨在镇海区立人中学举行。
记者 刘波 摄

垃圾分类
将成幼儿园孩子必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