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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并举的推进与落实，

不仅要体现在课程建设上，
更要体现在评价体系上。如
何突破单一的评价方式，用
多元化的评价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

海曙区雅戈尔小学政教处
主任刘静认为，评价实施需要
突出开放、生成和表现，注重
多样化、过程性。该校在每年
的四五月份，会结合读书节、
艺术节及六一节，组织学生开
展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评展
活动，以此考核传统文化学习
情况。“比如从吟诵水平、诗词
积累量、巧对对联等方面对学
生进行国学素养的评价，并纳
入学生个人成长档案。”

海曙区储能学校学生发

展中心副主任李珊珊也有相
似的观点。她介绍了学校实行
的“储能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我们注重过程性评价，
关注学生三年成长的整个过
程，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
会。”

评价体系的创新要从“娃
娃”抓起，幼儿园也不甘落后。
海曙区集士港镇金色童年幼
儿园橄榄树园区保教主任陈
碧菲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淡
化结果导向的评价，把评价权
赋予四个角色：教师评、家长
评、同伴评、自评。“评价是为
了促进幼儿更好地成长，我们
尝试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功
能，尊重幼儿个性表达，激发
幼儿向上向善的潜能。”

探索特色课程，促进教师“抱团”发展……

“月湖之约”教育论坛
探讨打造卓越教育之道

一 年 一 度 的 海

曙区“月湖之约”教

育管理主题论坛于2

月 27 日拉开帷幕。

今年的论坛分为四

个分论坛，中小学校

长、副校长、优秀中青

年干部围绕“卓越”这

个关键词，以争当卓

越校长、培育卓越教

师、培养卓越学生等

主题展开。幼儿园园

长主题论坛也以“追

求卓越”为主线，畅谈

如何实现幼儿园的高

质量发展。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李晨

立足学校特点
不断探索“特色课程”

如何给每一个学生提供适性
教育、激发学生潜力，这是每个校
长都在思考的问题。

“德育工作要‘润物细无声’，
让学生在行走的课程里成长。”宁
波市尹江岸小学校长朱益丰认
为，“生活即教育”，学校立足地理
优势，着重打造“双南”基地特色课
程：南塘老街、火车南站。在“南塘
老街”主题下，学生们开展“舌尖
上”“砖瓦上”“河流上”等项目化学
习，感受“宁波帮”精神；在火车南
站，学生们学习怎么看车次，怎么
搭乘列车，以及乘车礼仪等。“通过
项目化学习，将学生带入生活情
境，在实践中感悟，在体验中成
长。”

在朱益丰看来，只有让学生从
自己的世界出发，用自己的眼睛
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
自己的方法去探究，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才能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朱校长的体验式课程策略，与
海曙中心小学雅戈尔校区校长周
静珠不谋而合。海曙中心小学雅
戈尔校区作为一所新校，循着以

“行”为中心的文化基因，形成了
“行·动”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的兴
趣、经历、体验。“哪怕是一年级的
学生，我们也支持他们用自己的
脚步来丈量长和宽，用自己的手
来围一围立柱的宽与厚，积累测
量经验，形成直观感受。”

宁波市达敏学校作为一所特
教学校，在开发和创新“特色课程”
的基础上，还很看重个性化课程体
系的构建。校长陆雪萍表示，如果
说特色课程是作为“扬长”课程，那
么个性化课程则是“补短”课程。

“作为一所特教学校，我们所有的
课程都是立足于特殊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出发，并针对不同学生的需
求展开一对一式的个性化教学，这
些课程的构建会增加教学实施的
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切性。”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
学校的发展与教师的成长息
息相关。如何培育卓越教师，
副校长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

“让教师抱团成长”的想法。
宁波市孙文英小学副校长

王琦表示，要提升教师凝聚
力，得先让“团队备战”成为一
种常态，用教学业务竞赛、执
教公开课等方式，提升教师团
队对教师的吸引力。“学校组
织的每项活动既是培育学生
能力的平台，也是提升教师集
体凝聚力的时机。因此，活动
策划要集思广益，在保证活动
质量的同时，也能很大程度上
激发教师抱团成长的生命
力。”

海曙区古林镇布政小学副
校长楼玉桃则分享了学校的

“1+X”模式，“1”指的是预备
学科带头人，“X”指的是若干
位教师。“X”可以促进“1”的成
长，同时随着“1”的提升，又可
以引领“X”的成长，教师之间
彼此支持，相互学习，形成合
力，从而达到“X+X”的成长。

古林镇中心小学副校长龚
静飞认为，学校可以通过组建
读书会、成立新秀工作坊等方
式，让新秀教师“抱团”学习和
成长。“一个人可能走得快，但
只有一个团队才能走得远。有
什么比赛活动，我们哪怕只有
三分条件，都会去参加。因为
对我们来说，在边学习边改进
的过程中，可以把三分完善到
十分。此时个人成绩已不重
要，重要的是教师团队能够共
同经历与成长。”

从个体到群体
推动教师“抱团成长”

以“多元化”评价方式
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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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沙龙环节，海曙外国语学校校长张宗余、东恩中学校长董润华、古林镇
中心初级中学校长陈林，围绕“做优质教育 办卓越学校”主题各抒己见。爱菊艺术学
校校长李珍主持。

传承并弘扬厨艺和厨德

高一烹饪新生
参加授帽仪式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
者 樊莹 通讯员 王炳炳 仇杏梅）

“我在此庄严宣誓：热爱烹饪事业，弘
扬饮食文化；尊师重道守纪，爱岗敬
业诚信；树立高尚品格，练就精湛技
能；培养团队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不
辜负师傅、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劳动
光荣，技能宝贵！为做一名德艺双馨
的厨师而奋斗……”近日，宁波市古
林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新型现代学徒
制推进会暨 22 级烹饪专业授帽仪
式，168名烹饪专业高一新生接受烹
饪名师、学校老师为自己佩戴洁白神
圣的厨师帽，并齐诵宣誓词。

这种仪式感会让学生终生难忘。
从这一刻起，他们将正式跨入厨师的
职业大门，开启逐梦新征程。

新型现代学徒制的核心是校企
合作、工学交替，成败的关键是师徒
厨艺加厨德的传承与弘扬。近年来，
古林职高烹饪专业五年贯通新型现
代学徒制班积极探索全课程贯通体
系，每届的高一学生都要参加一个特
别的“入行礼”——授帽仪式。

这个仪式，不仅仅是一套帽子的
传授，更重要的是一种职业精神、职
业道德、职业标准的传承，一种烹饪
技艺和烹饪文化的传承。

浙江工匠、宁波市餐饮业与烹饪
协会秘书长、宁波菜博物馆馆长李阳
辉先生以行业师傅的身份传授经验。
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谈起，“从学徒
到师傅，一路成长离不开明确的职业
规划，学好本领，不透支未来。尽管学
习会有枯燥的时候，但同学们不能轻
言放弃，要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态
度，相信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22烹饪 3班学生竺思敏有感而
发。她说，以前心中有个刻板印象，总
以为烹饪就是煮菜、烧菜，纯粹的体
力活，没有什么出息。但这段时间，她
学到很多，如原料采购、保管等知识，
切、雕、包、捏等烹饪技艺。老师还介
绍了一些优秀毕业生的成长故事，他
们中有的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有
的成为企业的骨干，这让她对未来充
满希望，也有了具体的奋斗目标。

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校长
陈曙东勉励同学们学会感恩和坚持。
他表示，今后，古林职高将以新校迁
建为契机，继续坚持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着力培养高端应用型人才，植
根宁波市西枢纽片区产业特点，强化
区域产学研共同体，促进共富乡村振
兴技能培训，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交
流，推进一体化长学制教学改革，全
面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为学生
幸福奠基，为区域发展赋能，为服务
宁波滨海大都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授帽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