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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133人次被录取
3年178人次获奖励
复旦大学来甬
为镇海中学“颁奖”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
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曾昊溟）
近五年，133 名镇海中学毕业
生（不包括省内外教育帮扶所
培养的学生）被复旦大学录取
就读本科；近三年，镇中毕业生
获复旦 178 人次各类奖励，总
人数居全省第一。11 月 18 日，
镇海中学获颁复旦大学优质源
基地和中学学术实践基地两块
荣誉牌。这也是今年复旦大学
在浙江省首所中学颁发这两项
荣誉。

当天，复旦大学专家教授
一行在法学院博导、招生办公
室主任潘伟杰教授陪同下来到
镇海中学进行考察交流、授牌
等活动。复旦大学长江学者、材
料科学系副主任梅永丰教授做
客镇中人文科技大讲堂主讲第
127 讲《从折纸到微纳制造》。
活动由吴国平校长主持，高一、
高二和高三部分学生现场参
与，高三部分学生家长线上参
与。

梅教授的报告从传统的折
纸工艺讲起。折纸是中国的传
统艺术之一，薄膜材料是我们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形态。
梅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他们
是如何通过剪纸/折纸技术，将
薄膜材料与半导体工艺结合，
实现基于卷曲折纸技术深入浅
出的三维微纳制造，在力光电
磁等各方面展开研究，并应用
到物联网传感、类皮肤柔性电
子和微纳机器人等重要领域。
讲座中，梅教授特别提到目前
自己的学生中，有一位复旦卓
越直博生，即是镇海中学 2019
届优秀毕业生、国家奖学金获
得者刘俊含。

潘伟杰则作了《一个多世
纪以来中国才俊的选择》主题
报告。介绍了复旦大学的悠久
历史和相关招生政策情况，并
对镇海中学的办学成绩和所培
养出的杰出人才表示了肯定。

“我们非常欢迎镇海中学更多
的优秀学子报考复旦！”报告中
还提到获国家奖学金的刘俊
含、丁俏力等镇中优秀毕业生
的成长案例。

《意见》指出，宁波素质教育“五
个中心”负责统筹全市的非学科特
色优质课程，区（县、市）教育行政部
门结合区域特点和学校需求，负责
辖区内非学科特色优质课程的审定
工作。同时，区（县、市）教育行政部
门也可遴选非学科类特色优质课程
资源进入“五个中心”管理平台，帮
助中小学校选择获取优质课后服务
教育资源。作为校内课程的有效补
充，严禁学校借课后服务名义与培
训机构联合办班。

据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
进入学校课后服务，要坚持以课程
为导向，应当满足四个条件：

一是课程条件
课程须为“证照齐全”的校外培

训机构开设的课程，满足素质教育
发展需求，有详细的课程内容和教
学安排。课程按层级须经区（县、市）
教育行政部门教研室或市素质教育

“五个中心”审核认定。
二是师资条件

授课教师应符合《校外培训机
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具备
相应培训课程的资格（技能证书/资
质证书等），无犯罪记录或其他不良
行为。

三是机构条件
提供课程的校外培训机构应由

同级科技、体育和文广旅游等行政
部门推荐，持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
机构审核意见书，并持有市场监管
部门或民政部颁发的营业执照或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被列入校
外培训机构“白名单”，且在全国校
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等
数字化监管平台公开运营。

四是机构信誉
提供课程的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经费充足，无违规使用资金、抽逃资
金、拖欠教职工工资等情形；办学行
为规范，信用等级良好，没有被主管
部门或其他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行
政处罚等情形。

《意见》强调，引进的非学科类校

外培训课程收费，可纳入课后服务费
范围统一收取，不得收取除课后服务
费外的其他费用，不得委托家长代收
费。学校与提供培训课程的机构结算
课后服务课程费用时，一律采用先上
课后付费模式。学校要将引进的非学
科类校外培训课程项目、收费标准、
资金使用等情况公布，主动接受学
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意见》强调，各区（县、市）教育
行政部门和市素质教育“五个中心”
要定期组织对提供课后服务的机构
和课程开展监督检查，对任课教师
进行公示，建立评估退出机制。学校
要加强对进入本校课后服务课程的
日常动态跟踪和评估，一般每学期
至少组织1次质量评估，内容包括学
生、教师、家长等对课程的满意度测
评。对出现服务水平低下、教学质量
不佳、不受学生欢迎或存在安全隐
患和违规行为等问题的课程，要纳
入“黑名单”，严禁进入校园，切实保
障课后服务质量和学生安全。

严禁学校借课后服务名义
与培训机构联合办班
市教育局规范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进课后服务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为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拓宽课后服务渠道，满足学生发展兴趣特长

需要，近日，市教育局印发《关于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课程进入课后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就相关工作作出规范和要求。

吴国平校长（右）从潘伟杰
手中接过“学术实践基地”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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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长是乡村教育中的“关键
少数”，在振兴乡村教育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一个好校（园）长，能引
领带动区域乡村教师整体成长。有一
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
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从而提升乡
村教育教学质量。

如何培养好乡村教育的带头人？本
次高级研修班培养周期为2022年11
月至2025年10月，参训人员为90名宁
波市乡村校（园）长和6名舟山学员。

在研修内容上，培养方案以校（园）
长专业发展为主线，助力提升乡村校
（园）长师德涵养、专业素养、依法治校能
力、战略思维能力和教育创新能力，努力
形成管理特色和办学风格。

为了更好地促进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领雁计划”构建了“护航领飞”
导师团队，导师团队有理论导师和实
践导师构成。理论导师由具有较高理
论水平、课题指导能力的高校专家和
教科研机构专家担任，实践导师由宁
波市名校（园）长或宁波市骨干校
（园）长担任，指导学员开展教育研究
与实践诊断，承担“领雁计划”培养对
象的部分培养和指导工作，搭建集中
研修的交流平台。

乡村校长“领雁计划”高级研修班开班
3年内需完成8项“领飞”任务

“如何加强乡村学校音乐
教育、打造音乐特色学校？”“乡
村教育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乡村学校优质生源流失严
重，家长教育重视程度低，家庭
教育基本缺失”……开班仪式当
晚，乡村校（园）长们集聚一堂，
畅谈乡村学校发展中面临的困
境，并分享各自经验。

这样的同伴互学，让与会
校（园）长们打开了思路，纷纷
表示受益匪浅。

据介绍，校（园）长们的研
修形式多种多样。通过“名校访
学、高校研学”，在长三角教育
一体化中，加大乡村校（园）长
培训力度；通过“输出展示”，举
办乡村校（园）长教育论坛、乡
村现场成果展示会，融合各地
乡村教育同行进行对话交流、
经验分享，结成乡村校（园）长
学习共同体；通过“科研引领”，
开设专项课题研究，促进科研
行动能力提升；通过“同伴互
学”，进行同行对话、跟岗学习、
易校蹲点等。

学员们需要在3年内完成

8项“领飞”任务，包括提交一份
三年个人培养计划；完成一篇
学校管理类论文，字数不少于
5000字，最终论文将形成论文
集；3年内至少完成一个宁波市
师干训专项立项课题；完成一
篇名校考察报告；完成一个学
校诊断报告；完成一个学校诊
断报告改进计划；完成一个学
校改进报告；结业前提交一份
培训总结与反思。

实际上，宁波市乡村校长
“领雁计划”，是宁波市第二轮
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计划中
的其中一项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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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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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培养一支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努力形成乡村教育新

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1月21日，宁波市乡村校长“领雁计划”高级研修班正式启动，开班

仪式在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宁波教育学院）举行。

本次高级研修班参训人员为90名宁波市乡村校（园）长和6名舟山学员，他们将在3年时间内

完成学习培训。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张蕾

乡村校（园）长抱团成长
3年内需完成8项“领飞”任务

配备高水平团队导师
理论学习和实践研修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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