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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要发展，必先发展
乡村教师。为此，宁波自2016年
以来，先后推出两轮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支持计划，其中第二轮计
划从2021年开始，到2023年结
束。

正在实施的第二轮计划，包
含加强乡村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和
师德师风建设、建强乡村骨干教
师队伍、加强乡村基地学校建设
三个重点项目。其中建强乡村骨
干教师队伍，又包含了深化名师
骨干带徒、设立名师乡村工作站、

深化乡村教师访学活动、实施乡
村校长“领雁”计划等内容。

在第一轮支持计划中，共有
192名乡村教师通过名师骨干带
徒，顺利结业成为“种子教师”，后
来他们又带动了自己学校或周边
学校教师的发展。在第二轮支持
计划中，又有近200名乡村教师
成为名师带徒学员，同时，118名
特级教师和名师成为基地学校的
驻站导师，两者结合，将有更多乡
村教师从中受益。

记者 王伟 樊莹

“甬有优学”品质不断提升

乡村教师正在

“破圈”
成长
“与过去的乡村教师

相比，现在年轻的乡村
教师幸福多了，想要成
长，机会到处都是。”说
起乡村教师的成长，余
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小
学副校长谢宏达有感而
发。

10 年时间，从一名
普通乡村教师一步步成
长为余姚市优秀教师、
余姚市学科骨干教师、
宁波市教坛新秀、浙江
省教坛新秀、教育部优
秀乡村青年教师培养
人，谢宏达以及和他相
似的乡村教师们的成长
之路，折射出共同富裕
道路上“甬有优学”的品
质与温度。

如何弥合教育领域
的城乡差距？提升乡村
教师专业素养是关键。
2016 年，宁波市教育局
启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支持计划，如今，该计划
已进入第二轮。一批乡
村骨干教师从中发展起
来，并辐射周边区域，更
多的乡村教师正在“破
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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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老师的数学课
上，同学们踊跃发言。

1 从拜师到收徒
乡村教师的成长

2015年，是谢宏达工作的第4
个年头，也是他专业能力提升的关
键之年。这一年，他参加了余姚市
第四届中小学骨干教师跨校带徒活
动，拜入宁波市名师徐华军老师门
下，并结识了许多教学业务上的引
路人。在师徒之间浓厚的教学研讨
氛围下，谢宏达开始突破城乡、校际
壁垒。“我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师
傅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少走很多
弯路。”

感恩于与名师结对收获的宝贵
经验和知识，谢宏达随后又积极参
加了宁波市特级教师跨区域带徒活
动、宁波市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
计划、宁波市小学语文高级研修班
等各级各类活动与培训。

依托这些成长平台，他的学习
脚步从余姚到宁波再到省外，拜入
浙江省特级教师张晨瑛、陈燕老师
门下，还到华南师范大学参加定点
培训，汲取国内教学新理念，开启全
新视野。

10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乡村教
师，成长为教育部优秀乡村青年教
师培养人。在第六届余姚市中小
学骨干教师跨校带徒中，谢宏达出
师带徒，成为三七市镇片区学业导
师，带领其他老师以课题的形式开
展农村小学教学上的实验研究，如
尝试“日常小研讨-学期大评比-
学年教研节”三级教研模式，同时
与相邻乡镇的两所学校组建了“姚
东三校教研共同体”等，拓宽教学
视野。

如今，谢宏达所带的徒弟，三七
市镇中心小学的马佳银老师，已经
成为余姚市教坛新秀并荣获余姚市
小学语文优质课评比一等奖。

“以前能力强一点的老师通常
都会往城里走，乡村学校留不住人
才。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好了很
多，因为刚入行的年轻乡村教师学
习渠道有不少，成长空间也很大。
在良好氛围的带动下，整体乡村教
育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谢宏达欣喜
地说。

2
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必然

会反映在课堂教学上，从而提升
乡村教育的水平。

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教科
室副主任、道德与法治教师沈砚
琼去年11月通过宁波市第二轮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计划，拜
宁波市名师、余姚市道德与法治
教研员魏爱军老师为师。仅仅一
个学期，沈老师就感觉自己收获
不小。“魏老师会把最新的教研理
念发到工作室群里与我们分享，
也会对我们的公开课进行指导、
提出建议，我们也会围绕某个主
题进行设计交流，比如‘双减’背
景下的作业设计等。”

就在上个学期，沈砚琼老师
《唯改革才有出路》的课在镇海区
红色金课评选中获得第一名。这
堂课上，沈老师使用了多种方式，
生动形象地阐释主题，让孩子们
对道法课充满了兴趣。比如，她
通过讲述自己父亲的经历，带孩
子们进入了当年吃不饱穿不暖的
岁月；又通过自己母亲的录音，讲
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
变化；讲到深圳时，沈老师通过自
己在深圳的朋友，现场采访了深
圳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分享在深

圳的生活感受；再辅以小组探究
方式，让生活在当下的孩子们，探
究、理解“唯改革才有出路”。

在宁波市第二轮乡村教师专
业发展支持计划中，镇海区九龙
湖中心学校入选成为宁波市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基地学校和名师乡
村工作驿站。该校教导处副主任
王磊告诉记者，依托这些平台，学
校老师在导师们的引领帮助下，
眼界开阔了，看到了更高、更广、
更深的一些东西。大家精心打磨
课堂，锤炼教学技艺。这一学年，
学校有3位老师入选宁波市中小
学特级教师跨区域带徒学员，有
5人入选宁波市乡村名师骨干带
徒学员，1人获宁波市骨干班主
任称号，2人获镇海区骨干班主
任称号，5人获区教坛新秀，有60
余篇课题、论文、案例在各级各类
比赛中获奖。

老师们的变化，作为校长的
赵建强也看在眼里。在赵校长看
来，这几年学校教师的自我提升
需求趋于强烈，上级研训部门对
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较以往更
高，再加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
使得学校教研活动扎实推进，教
育质量更有保障。

教学相长
受益的是孩子们

3 宁波推出专业发展支持计划
更多乡村教师将因此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