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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骨干—名师—名家
甬城教师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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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6日，2023宁波市中小学初
任教师培训班开班仪式举行。刚入职的新
教师们，在几天时间内接受了政治素养、师
德修养、教学基本功等方面的培训，听取了
前辈的经验传授。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他们
将分多次接受初任教师规范化培训。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周静梅，今年入职鄞州中学，成为一
名高中语文教师。她说自己非师范生出身，
更需要入职前后的规范化培训。“宁波市教
育局和我所在的鄞州中学都提供了非常多
的学习机会。通过培训，让我对师德涵养、
课堂教学与评价、教学变革、班级管理等有
了具体的了解，这对我非常重要。”

为了更好地对初任教师进行培训，市
教育局在以往培训要求基础上，形成了规
范化新要求。新教师入职第一年，将围绕

“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与研究、专业
技能与实践”三大维度，接受职业道德、专
业意识、综合素养等11个领域的培训。另
外，市级层面通过举办初任教师基本功竞
赛等以赛促训活动，提升各地初任教师培
训成效。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
得更远。近年来，宁波推进全市中小学新锐
教师学科教学优秀团队建设，正在建设10
个市级普通高中新锐教师学科教学优秀团

队、20个市级初中新锐教师学科教学优秀
团队、30个市级小学新锐教师学科教学优
秀团队。

慈溪阳光实验学校的初中科学团队是
20个市级建设的初中新锐团队之一。目前，
9人团队中，慈溪市骨干教师有5人，慈溪
市名师工作室成员有3人、导师有1人，4人
参加了市特级教师带徒，1人成了宁波市首
届卓越工程培养对象。团队总负责人、学校
初中部主任张科说，良好的团队建设让每
位老师每个学期都有一个清晰的成长小目
标，团队内部形成了有序竞争、良性成长。
当团队里有人参加优质课比赛、教坛新秀
评比的时候，整个团队会帮助参赛老师一
起备课、磨课。大家一起设计的“体验型科
学课堂”，让学生们在试学、议学和审学中
得到了更好的成长。

奉化区教育局两年来遴选并推进了区
级36个、市级5个新锐教师学科教学优秀
团队建设，形成了“区域奠基行动领进门、
学校团队多样态精准修炼、教师个体专业
拔节生长”的基本思路，不断探索新锐教师
团队赋能新路径。据5个市级新锐学科团队
不完全统计，一年内获评宁波市学科骨干1
名、市教坛新秀2名、区教坛新秀一等奖3
名；省市级获奖45人次，指导学生获奖60
余人次。

宁波中小学名教师、专业

首席教师评选结果公示，浙江

省教坛新秀候选人名单公示，

2023年“浙派名师名校长培养

工程”名单公示，浙江省农村

教师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公示

……

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又有一批教师获市级、省级各

类荣誉。甬城教师究竟是如何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们一起

来看看宁波教师的培养体系。

新教师培训。通讯员供图

最近正在公示的宁波市第九批中小学名教
师评选中，市教育局特设了面向经济欠发达镇
乡学校的名教师岗位，共有6名教师通过评审
进入公示。

象山县教育局教科研中心的小学语文教研
员徐金盈，申报了此次名师评选中象山县泗洲
头小学的特色岗位。没有意外的话，她将在接下
来的6年内，在泗洲头小学工作，并发挥市名教
师的作用，带动当地教师提高教科研水平。

徐金盈告诉记者，泗洲头小学是一所规模
很小的山区学校，全校学生仅200多人，做教研
员时她曾去过这所学校，老师们都很认真努力，
但学校缺少引领型教师，整体师资力量较为薄
弱，年轻教师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也是此次
在宁波市第九批中小学名教师评选中能够特设
岗位的原因。“我希望自己接下来能在引领教师
发展、促进教科研方面发挥作用。”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乡村教师幸福多了，想
要成长，机会很多。新锐教师夯基启航工程中，
有一项专门面向乡村青年教师，要求完善乡村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计划，破解乡村优质教学资
源不足难题。名师骨干拔节扬帆工程中，要求特
级教师（名师）带徒在选拔学员时，向农村尤其
是海岛、山区等边远地区学校倾斜。

2022年开始，宁波在第二轮乡村教师专业
发展支持计划中，又启动了名师乡村工作驿站
机制，聘请省特级教师、市级名师为驻站导师，
学校所在乡镇的乡村教师为站点学员。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驿站根据所在乡镇学校对学科资
源的需求，调研筛选形成需求圈；对特级教师、
名师的专长进行梳理，形成供给圈；根据供需双
向匹配，为乡村学校的定向发展提供专业导师，
通过蹲点的方式，为学员提供专业性、常态化和
有针对性的指导。

正是在这一轮发展中，镇海的沈砚琼老师
拜宁波市名师魏爱军为师。沈老师说自己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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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成长。”

而这，绝不是个例。

“特级教师带徒让我在更高的平台上
拓宽了眼界，提升了能力。”这是记者在采
访中，时常时常听到的一句话。

百师带千徒、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
作室、走名校访名家计划……宁波市新时
代中小学中小学（幼儿园）名师骨干拔节扬帆工
程，旨在打造一支师德高尚、学科专业厚
实、教育教学能力突出的骨干教师队伍。该
工程充分发挥特级教师（名师）在教书育
人、教育科研、培养骨干教师等方面的示
范、引领作用，深化特级教师（名师）跨区域
带徒活动，引领骨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带
动区域教研。

今年6月，一场共读辩论赛在高新区
实验学校举行。领读导师、特级教师

章才根，宁波大学教授、教育学博
士冯铁山，全国作文名师工作室
导师、宁波市名师陆青春担任
点评嘉宾，精读团的六名老
师分为正、反两方，围绕
“传统的课堂教学能不

能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这个辩题进
行分享与争鸣。大

家在唇枪舌剑中展开思维的碰撞，导师们
则引导辩手更加深入地立足实际进行思
考。“我们是一线语文教师，我们从未停止
过对课堂的思考。”活动结束后，陆青春名
师工作室的学员老师们说，导师带领下的
各类活动，让学员们收获良多。

骨干、名师、特级教师之后，还有甬城
教育名家领军工程名下希望培育的教育家
型领军人才。自2021年10月启动的该项工
程，今年到了收官阶段，学员们在更高水平
的成长平台上，带领团队完成教改项目，举
办个人教育思想研讨会，出版专著……已
有部分名家渐渐展露领军特质。

从新教师入职培训、新秀、骨
干、名师的培养，再到甬城教育
名家工程，宁波的中小学教
师专业发展体系不断
丰富完善，向纵深推
进。

从规范化培训到新锐团队打造

从拔节扬帆到名家引领

乡村教师有了
更多成长机会

A

B

C

根据2022年宁波教育年报数据，全市共有中小学专任教

师（含义务段、普高、中职、特教）64300人，幼儿园专任教师

24328人。

其中，在职省特级教师176人，市名教师263人，市专

业首席教师34人，市学科骨干教师655人，市优秀双师型

教师83人。当然，各区（县、市）的骨干、名师数量更多一些。

从数字比例可以看出，从一名新教师成长为学科骨干、名

教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离不开个人努力，更离

不开系统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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