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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至 13 日，陕西省教
育厅在榆林市子洲县召开“城乡教
师学习共同体——名师引领行动”
项目推进现场会，作为项目成果展
示，子洲县共安排了 6 门课程、12
名教师的同课异构教学活动。与
会人员观摩了教学研讨活动，实地
考察了项目实施成效。

陕西目前共有省级骨干教师
1.36 万人，累计培养命名中小学省
级教学能手 4138 人、学科带头人
1066 人、教学名师 389 人；评定中
小学正高级教师 633 人、特级教师
1648 人。为主动适应教育现代化
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2021 年
以来，陕西省教育厅创新基础教育
送培送教方式，以“城乡教师共同
体——名师引领行动”项目实施为
抓手，深入开展新时代“结亲式”帮
扶送教活动，通过“名师问诊、名师
视导、名师领航、成果展示”多批次
任务驱动，聚焦中小学课堂教学改
进，量身定制、精准培养，有力扩展
了广大城乡教师的“朋友圈”，有效
提升了城乡教育一体发展速度。

作为项目首个实施县，子洲县
遴选了70多名“种子教师”和290多
名“影子教师”参与导师团队研修、
培养活动，涉及高中、初中、小学、
幼儿园等全学段教育的 10 多个学
科，为全县师资队伍建设搭建起

“造血”平台。通过请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线上教研与线下跟岗相
结合、校外交流与校内共享相结合
机制，畅通省级专家团队“输血”渠
道，实现点对点、面对面精准帮
扶。在此基础上，利用“名师工作
室+种子教师”的融合型研修培养
模式，激活教师成长的内驱力。子
洲县首席学科总导师王林波说：

“三年来，我和‘种子教师’们一起
共研共修，有磨课辩课也有专题讲
座，有优课赏析也有备课指导，在
共同发展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近三年来，全县共组织开展
‘种子教师’课堂教学创新展示大赛、
跟岗学习汇报交流、送教下乡、优秀

教育教学成果展示等各类活动50余
次，受众教师1500多人。”子洲县教
体局党组书记马飞说，全县中小学、
幼儿园共完成各级各类课题 102
项，92名教师获得国家、省、市优秀
教科研论文和成果奖，培养省级教
学能手12名，市级教学能手20名。

项目落地后，子洲一小设立了
“教师成长中心”，成立了 3 个教学
能手工作室（坊），筛选了27名优秀
教师和省级专家“师徒结对”，利用
省级名师开展一对一“订单式”培训
指导。采取“专家请进来—老师走
出去”“线上教研—线下跟岗”“校际
交流—区域共享”“送教下乡—坊室
联动”等途径，引领教师开阔眼界、自
觉学习、主动成长。三年来，子洲一
小共培养出高强等3名省级教学能
手，苏月等5名市级教学能手以及21
名县级教学能手。“历经名师问诊、视
导与领航，线上线下培训，还有各位
专家、学带导师谦和严谨的指导，我
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团队——子洲县
学科带头人高强体育工作坊，实现
了从一个人的独自行走到一群人的
共同探索。”高强说。

同课异构、名师讲坛、师徒结
对、优秀教案作业展评、规范课堂教
学、特色校本研修……“城乡教师学
习共同体——名师引领行动”也给
子洲中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项目实施以来，该校共有 3 人获评
省级教学能手，1人成长为省级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该校负责人说，

项目架起了教师成长的“梯子”，极
大地增强了学校的整体教育实力，
有效遏制了生源流失等问题。

活动当天，郝苑苑的导师、陕西
省高中地理学科带头人丁军全程听
评了两节地理课。他认为，两位“种
子教师”课堂教学进步明显：“国航
老师以 3 个教学环节为牵引、12 个
问题贯穿始终，课堂主线清晰；苑苑
老师对教材的整合力度大，选取学
生熟悉的毛乌素沙地为案例，运用
结构图对教学重难点进行思维架
构，创新性强。”同时他建议，要充分
运用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原理，开
展深度教学来进一步夯实学生“必
备知识”与“关键能力”。

据了解，陕西省“城乡教师学
习共同体——名师引领行动”先后
在榆林子洲、宝鸡扶风、安康石泉、
延安志丹、渭南富平、西安周至等
14 个县区落地实施。项目开展以
来，宝鸡市用好“三个三”（项目设
计上整合三级培训资源，人员构成
组建三支团队，任务落实上提供三
个保障），采用“一课多研多磨再
上”的模式，在“讲、评、议”结合中
达成知识的学以致用，有效内化，
生成技能；安康市将“城乡教师学
习共同体”的构建细化为“融合型
教育共同体、共建型成长共同体、
学术型特色共同体、协作型学习共
同体”；延安市按照搭建一个平台
（城乡教师带领学习共同体交流平
台）、设置四种模块（师徒结对、课

堂 共研、专题培积极训、跟岗实
践）、采用三种方式（线上+线下、送
教+跟岗、培养+指导）、实行双向考
核（导师团队考核与种子教师考
核）、实现一个目标（城乡教育均衡
协调发展）有序开展；榆林市利用
信息化平台为城乡教师资源共享、
反馈交流提供便利条件，为城乡教
育一体发展赋能助力……

同时，项目实施单位陕西师范
大学建立首席导师总负责制，通过
任务驱动带动发展；省教科院着力
建立“搭建一个平台，实行双向考
核，四步多轮驱动，形式多样融
合”“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名
师引领行动”实施机制；陕西学前
师范学院开展学校管理、教育教学
研究与指导，促进了乡村教师和骨
干教师两个群体双向成长。

“‘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名
师引领行动’项目是陕西积极发挥

‘三级三类’骨干教师在综合素质、
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示范
引领作用，带动薄弱地区学校教师
成长的一项创新实践。”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吴振磊说，
三年多的实践探索，实现了对乡村
教育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为
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促进城乡
教育共同发展、实现城乡教育优质
均衡创造了陕西经验，“下一步，要
不断扩大项目实施范围，力争在 5
年内实现所有农村县区全面覆盖，
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辐射作用。”

11 月 16 日 ，虽 然 是 周 末 ，
但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依然
聚集着对科学实践充满兴趣的
学生：生物观察团的成员们在
近距离观察研究生物样本；物
理创想营的成员大胆地将物理
原理应用于创造发明；智能创
客班的成员正在研究模型的设
计与优化……

“‘周末实验室’是我们学校
的一大特色，旨在为那些对科学
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提供一个自
由探索的平台。”双十中学海沧
附属学校教务科主任叶平宝介
绍，实验室制定了详细的开放计
划安排表，包括科学实践内容、
指导老师等。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线上预约，以个人或小
组形式，在专任教师的指导下利
用实验室资源自行设计创新项
目，开展特色实验活动等。

目前，依托“周末实验室”平
台，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已成
功组建了物理创想营、生物观察
团、化学梦工坊、智能创客班、航
模逐梦旅、科技先锋队六支特色
鲜明的科技探索团队。在教师
的精心指导下，团队成员不仅巩
固了学科基础，还进一步开拓了
创新思维，实现了学科理论知识
与科学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与
相互促进。值得一提的是，众多
参与“周末实验室”的学生团队，
凭借出色的创意与实践成果，不
仅拿到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
在多个全国性的科技竞赛中大
放异彩，斩获多项殊荣。

“‘周末实验室’通过开放各
类校园实验室、举办学科探索实
践活动，充分盘活实验室资源，全
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探索出学
校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模
式。”海沧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闫
凤芹介绍，作为全国首批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区之一，厦门海沧区正
在全面推广“周末实验室”这一创
新模式。全区现有科学类功能教
室近400间，含新型科创空间、脑
科学实验室等前沿科学教室，能满
足当地中小学生学习需求。

近年来，厦门海沧区多措并
举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努力为
青少年打造一个覆盖家校社，且
更加开放、多元的科学教育环

境。截至目前，当地积极引进高
校高水平专家作为科学教育顾
问，已实现 45 所中小学科学副
校长全覆盖。今年以来，教授、
专家开展科学家进校园宣讲活
动达 40 场以上；在区域内中小
学建设“少年科学院”，课后服务
开展科学教育类社团的学校达
到 100%；近两年该区投入科学
教育经费超两亿元，有力保障区
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如今，“周末实验室”已成为
海沧区各中小学的新标配，越来
越多的青少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
的科学梦想。热衷于参与“周末
实验室”活动的学生家长赖世忠
说，孩子通过课堂学习，产生了
进一步探索未知的渴望。学校
适时推出的这一创新举措，满足
了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了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
力，更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合作交
流的平台。 （据《科技日报》）

陕西深入开展新时代帮扶送教活动——

城乡教师“结亲帮扶”城乡教育“一体发展”
□雷思佳 本报记者 孙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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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土地退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形成的原
因是什么……”11 月 12 日下午，子洲中学教师刘国航、郝苑苑围绕高二年级地理《生态脆
弱区的综合治理》一课进行了同课异构。与此同时，子洲一小杨慧、吴博围绕四年级语
文《麻雀》一课开展了同课异构：杨慧抓住关键词进行朗读指导，带领学生以读促悟；吴博
则重点归类总结文章的写作框架，引导学生体会作者情感、学习写作方法……

九年级的李约，自进入中学以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实验室。
对物理痴迷的他，常常和同学聚在一起设计各种小实验。不久前，他制
作的自动煎蛋器获得第39届福建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第39
届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和卢嘉锡专项奖。

他所在的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通过周末开放校园各类
实验室，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动手实践，激发青少年对科技创新的兴
趣。目前，这一模式已在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厦门
海沧区全面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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