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章萍）2020年起，《现代金
报》将致力于深耕教育领域，成为一张以“服务
教育事业、促进师生发展、指导家庭教育、优化
教育生态”为办报方针的城市教育类报纸。

前不久，在宁波市教育局与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推进《现代金报》改版转型、推动媒体
融合纵深发展会上，宁波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朱达寄望《现代金报·宁波教育》：“为我们
的下一代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营造良好的氛围。”

朱达表示，作为教育的传播者，未来这份
报纸可以承载的内容很多。首先，它要传递中
央和省市委教育重要方针政策信息；第二，要
搭建平台，让优秀教师、优秀校长、特色学校分
享教学、治校等理念；第三，要充分调动广大教
师的积极性，激荡教育思想，成为教师学术交
流的阵地；此外，还要广泛宣传家庭教育乃至
社会教育等话题新闻，善用媒体第三方的视
角，增强宣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朱达强调，教育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

是文化问题，要跳出教育看教育。我们要以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引导全社会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立
德树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未来的《现代金报·宁波教育》团队将深
植宁波教育沃土，以“身边的教育家”为理
念，办成一张具有权威、前沿、开放和鲜明甬
上特色的学习型报纸。这个平台将打造成浙
江省乃至全国的有特色有经验的教育宣传
城市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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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从15年前开始探索实施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并于2004年、2016年、2018
年进行了三次改革升级。在这方面，全市中小
学都开展了许多有益学生发展的探索。

以学校课改一体化为例，宁波国家高新
区外国语学校聚焦品德表现、运动健康、艺术
素养、创新实践和学业水平。学校对这五个方
面的评价内容以及方式方法都进行了细化，
做到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规定动作与
自选动作相结合，让学生走向自主的ID+课
程体系。如7－9学段设置考察研究活动、社
会服务活动、设计制作活动、职业体验及其他
活动，最大化丰富学生学习经历，促进其综合
素质的提高。

宁波市实验学校则在学生的德育方面做
了长足的探索。在学生入学之初，他们便需要

领取一本《海韵志愿者证》，这本“证书”将在
初中三年内始终跟着学生，用来记录学生的
义工完成情况。除了记录作用，学校还设置了
合理详细的奖励机制，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在
义工活动中有所得、有所悟。志愿者证包括志
愿者基本情况、参与志愿活动时长绩效、活动
反馈意见等。学生参加校内外志愿活动、随手
义捡活动以及社区公益活动后，需要在上面
记录相关内容并敲章证明，每学期末由班主
任审核。义工章成为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活动
的凭据与动力。

据悉，今后宁波市的综合素质评价工
作将继续为学生搭建好平台，以实际数据
为依据，客观、公正、公平地把握好评价规
则，在推进工作的实效性上进行积极的探
索和实践。

ID+课程、义工章……
全市中小学都开展了有益探索

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老师提
问，有学生回答，有学生沉默。这是常规的课堂，
这个过程中，有的学生听得聚精会神，有的学生
却开起了小差。

在海曙外国语学校，课堂是另外一副样子。
老师先讲几分钟，学生在下面听，然后四人一组
就老师的问题开展讨论；讨论结束，老师邀请某
一小组的学生分享他们的讨论结果；发言完毕，
这位同学会说：“我代表我们微共体发表如上意
见，其他成员还有补充吗？”或者说：“我们微共体
展示完了，其他微共体有没有补充？”如果有，讨
论继续……这个过程中，老师一直在倾听，在合
适的时候作补充或总结，然后大家一起学习。

□记者 王伟

学生独学——微共体内讨论组学——不同
微共体之间补充交流群学，这种名叫微共体的协
同学习方式，正是海曙外国语学校一直坚持的办
学特色。11月27日，来自北京、贵州、湖南、合肥
等省市的校长、老师近百人，来到“海外”取经，走
进课堂看师生和生生如何互动，听校长薛瑞芬讲
述学校在微共体方面的各种探索。

林艳玲是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的校长，当
天，她在“海外”走访了一天，一间一间教室看过
来，和老师学生聊天，听薛校长的演讲，观摩微共
体协同学习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我不
是一个人来的，我还带了学校另外8名老师一起
来交流，我们学校2017年正式引入微共体教学
模式，现在也有不少进展，但是薛校长他们走得
更早更远，值得我们学习。”

在林校长看来，以往的课堂更关注对知识的
教学，但微共体协同学习模式下，孩子们除了学
习知识，还学会了与人交流沟通，懂得接纳包容，
这对孩子们未来真正融入社会非常重要。

林校长与薛校长的结识，缘于她们共同参加
了10月底到11月初的第三届全国学习共同体
大会。大会上，海曙外国语学校作为全国13个学
习共同体研究项目校之一，同时也是浙江省唯一
的受邀学校参加，薛瑞芬校长做了《“海外”与“学
共体”的八年情深》主题分享。

微共体是微型学习共同体的简称，是指为数
不多的学生、老师或者家长，在一定组建原则的指
导下，自主或经引导选择合作伙伴而组成的相互
协作、荣辱与共的紧密型团队。这样一个团队紧密
到什么程度？在薛瑞芬校长看来，在微共体内，成
员之间有学习关系，他们是一个互帮互学的学习
共同体，学在一起；同时又有团结协作的工作关
系，他们做在一起。长期学在一起、做在一起，有时
候还玩在一起，慢慢就有了情感关系，是一个亲密
的情感共同体。微共体承载着建设学校合作文化
的使命，既包括班级合作文化的培育、教师合作文
化的培育，也包括家校合作文化的培育。

因为一种叫微共体的
协同学习模式

全国百名校长老师
来宁波这家学校取经

怎么破除“唯分数论”，不再“分分计较”，实现全体学生全面而个性的发展？综合素质评价

已经成为整个教育界共识的突破口。宁波教育界在这方面探索了15年，已先后完成“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三次改革，走出了一条特色化道路。

近日，宁波市义务教育（初中段）综合素质评价推进会在慈溪育才中学召开。这场活动很有

“分量”，与会者有400余人，宁波市及各区县（市）的教育局领导、相关科室负责人及学校业务

副校长都出席了此次会议。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余晶晶

研发“教育大数据”平台
避免“千校一面”现象

自宁波市从市级层面出台了《宁波市初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南》以来，慈溪、奉化、
余姚等地紧随其后创新不断，有的专门设计
开发学生喜闻乐见的家庭作业，有的为学生
建立了“教育大数据”，不仅记录成绩，还记录
成长点滴，成为一个个具有宁波特色的综合
素质评价校本化典型样本。

其中，慈溪以学生成长记录为基础，以发
现学生潜能、培育学生个性化发展及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对
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初中三年
中，每一名学生都随时可以查询自己的评价
情况，了解其他同学的公开情况，充实自己的

成长记录，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由于不同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存在差

异，慈溪潜心研发了“教育大数据”平台，依托
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小学、
初中、高中多元、开放、高效的综合评价机制。
平台还创造性地采用模型定制的方法，使不
同地区、不同学校通过简单的个性化设置，就
可以生成符合个性需求的操作系统，避免“千
校一面”现象。

今年，慈溪市教育局还在区域推进上加
大力度，着力构建区域统一和学校特色相结
合的评价体系，注重与日常教育教学和管理
的融合，实现了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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