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议事会不一般

课堂破题质量立校

连续4年在全省小学数学文化优质

课评比中获一等奖，共有13人次获省级

奖项、8人次获国家级奖项，高级职称教

师比例大幅提升，成功创建全国数学文

化实验学校……这是乍浦实验学校小

学数学团队近年来交出的成绩单。这

样的成绩放在平湖乃至整个嘉兴市，也

是可圈可点。“杭师大教授李国强每半

个月来一次学校，他的加盟改变了小学

数学团队的气质。”小学部原党支部书

记翁勤林介绍，以前去市里上公开课心

里总有点胆怯，而有了李教授的把舵定

向，如今大家是争着报名参加。

为让跨区域合作办学变得更紧

密，双方协商确定了以导师引领下的

项目负责制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运行

模式。换言之，由杭师大精选一批教

育专家与乍浦实验学校的学科教师结

对，以骨干引领、全员参与的方式，从

指导上课、听课、点评、论文及课题等

入手，开展全方位的学科素养培训。

目前，共有8个学科选定了导师，主要

来自杭师大经亨颐教育学院等相关部

门，还有杭城部分资深教研员。他们

既有丰富的学校指导经验，又有课堂

教学方面的专长。

“我觉得，这些导师还有个特点，那

就是责任心都很强，下得去，能和一线

教师打成一片。”徐丽华介绍说。像小

学语文组的导师吕映教授就是一位省

内外有名的小学语文课程专家，长期活

跃在教学一线。在导师的引领下，乍浦

实验学校的教师对课堂、教材、教法、学

生等“研磨”得更细致、更透彻了。“栽下

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自从这些学科导

师进校后，乍浦实验学校就成了各种高

规格教科研活动的热土，教师们足不出

户便能感受各路名师的风采。

去年，体育也升格成为两校共建的

学科之一。作为首任导师，杭师大体育

学院教授周建新很快就把准了脉，“不

能考什么教什么，而要立足体育新课

标，从发展学生素养出发，实施教、学、

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很快，专项

运动技能大单元教学课改就在乍浦实

验学校轰轰烈烈地铺开了。一年下来，

三大球与飞盘运动不仅风靡整个校园，

而且很多任课教师还开出了高质量的

示范课。在今年的平湖市体育与健康

学科教师专业技能大赛中，该校有两名

教师分获初中组一、二等奖。

改变还在继续。如今，乍浦实验学

校的教师会打趣说，“自己不是在磨课，

就是在磨课的路上”。所以，有教师勇

夺浙江省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有教师

在全国优质课大赛中摘得头名……学

校发展史上的一个个空白被先后填

补。“通过改变教师来改变课堂教学，进

而改变学生、改变学校。”姚良坦言，随

着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户

籍生开始回流。在很多学校因“空巢”

而缩减办学规模的大背景下，港区管委

会又计划投资近4亿元，一个能容纳48

个班级的乍浦实验学校龙湫校区明年

开建，而与杭师大的下一个十年教育合

作也将开启。

高校专家蹲点一线

如今在乍浦，杭师大教授徐丽华几乎

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去年，这位拥有全

国小学教师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小

学教师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市家庭

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多个学术头衔的教育

专家获得了港区颁发的“最美贡献奖”。

要知道，整个港区只有5人得奖，徐丽华是

教育卫生系统的唯一一人。毫无疑问，获

奖是对她过去8年里两地奔波、蹲点一线、

引领乍浦实验学校发展的最高褒奖。

2014年8月，乍浦实验学校挂牌成

立后不久，港区管委会就与杭师大签下

了十年的教育合作协议。其中最具实质

意义的一条是，由高校利用资源优势，选

派学科专家团队到学校，以专家咨询、名

师带徒等方式，开展教师培养及教学指

导，帮助学校提升教学质量。合作办学

启动后的第二年，徐丽华来到了乍浦实

验学校。没多久，她就被这些朴实的办

学者感动，被他们的教育梦感染。从此，

每个月她都会到乍浦蹲点，参会引领、随

堂听课、专业指导等成了“必修课”。

“一开始，我发现教室的窗台下有纸

屑，估计是学生扔的，但学校工作明显没做

到位。”徐丽华回忆说，她悄悄地用手机拍

了照，并向学校有关负责人连续提了3次，

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正是以纸屑为突

破口，以问题为导向，乍浦实验学校开始推

行精细化管理、走动式管理，从而提高了整

个团队的执行力与工作质量。随着持之以

恒地抓环境卫生、上班纪律、教学规范等，

师生们的精气神慢慢地发生了转变。

所谓“眼界决定境界”，只有让教师认

识到差距、找到发展的目标，他们才不会

“躺平”。而与杭师大的合作，也给乍浦实

验学校带来了丰沛的优质教育资源。林

正范、任学宝等一大批浙江教育界的大咖

纷纷到校作报告，杭师大附属东城教育集

团、仓前教育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来传经送

宝。此外，学校还选派中层干部、教学骨

干到千岛湖建兰中学考察和学习，并设立

唐少华名师工作室，推广理解性教

学的教改经验……

在杭师大的牵线下，乍浦实验

学校与浙江海洋大学成功“牵手”，

开展多年的海洋特色教育终于有了升级

版。2019年暑期，学校建成浙北地区第

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浙海大捐赠的中华

鲟、玳瑁等珍稀标本成了“镇馆之宝”。浙

海大教授赵盛龙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双

方的合作。过去的7年里，他也深度参与

乍浦实验学校的海洋特色创建，如编写校

本教材、给“海洋之约”夏令营学生开讲

座、担任浙江省少年海事学校顾问、参加

海洋特色教育研讨会等，将海洋特色教育

不断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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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红专

近年来，为了推进区域基础教育的优质

均衡发展，地方政府主动携手大学尤其是师

范大学开展教育合作，至今热度不减。由于

受空间距离的影响，异地合作办学很难保证

大学的专业支持到位，容易使大学与附属学

校之间的“强关系”变成“弱关系”。9年来，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乍浦实验学校蹚出了一

条高质量发展的“乍实路径”，结出了异地合

作办学的硕果。乍浦实验学校的成功之道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治理导向的理事会架构。理事会

是大学合作办学的一种制度创新。但以往

大学附属学校的理事会成员都由教育系统

的领导和专家组成。乍浦实验学校的理事

会却与众不同，除教育系统外，由港区分管

教育的领导牵头，涉及教育的各政府部门如

社会发展与治理部、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领导列席。这种理事会架构很

好地体现了现代治理的精神，因为治理的本

质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正是有了治

理导向的理事会架构，原先在教育系统内部

无法解决又影响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些难

题如教师自主招聘等迎刃而解。这样也使

校长省却了很多非教育的困扰，可以全身心

地投入到学校的内涵发展。

二是专业且敬业的学术校长。大学合

作办学一般采用项目制来推进。项目负责

人扮演了“学术校长”的角色，统筹项目的

规划与实施，其在合作办学中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杭师大教授徐丽华作为项目负

责人近十年如一日，每两周下学校指导一

次并在乍浦住宿，其敬业精神令人敬佩。

项目推进初期，徐教授采用走动式管理和

替身领导，以问题为导向，从小事入手，推

动学校常规管理的提档升级。徐教授利用

自己的学术声望和资源，一方面把杭城的

教育专家引进学校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办学经验，唤醒干部教师的教育理想和情

怀；另一方面，组织学校骨干到杭师大参加

暑期培训班、到杭城名校学习考察等，进一

步强化干部教师追求卓越的信念和信心。

通过徐教授的持续高位引领，学校干部教

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学校办学

活力和内生动力大大增强。

三是常态化运作的名师工作室。改变

一所学校的关键是改变教师。名师工作室

涉及全学科，面向全体教师常态化开展活

动，其对教师产生持续性和整体性的影响，

是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学校教学质量的重

要抓手。学校8个名师工作室的导师大多

由杭师大的学科教育专家担任，他们理实

结合，经常邀请杭城一线名师、教研员入校

指导，聚焦教师理论素养提升、课堂教学改

革指导、教科研水平提高等。通过名师工

作室的扎实推进，学校营造了浓郁的学术

氛围。在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教师的专业

素养得到快速提升，其成就感和自信心也

大幅跃升。正是改变了教师，进而改变了

学生和学校。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
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钱塘江畔，九龙山下，在山海相接的地方耸立着一所年轻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走进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乍浦实验学校，这里绿植丰茂、书声琅琅。大门

口、墙壁上几个海蓝色的大字醒目可见，那是学校矢志追逐的育人理念——“让

每一颗‘珍珠’都闪闪发光”，这也是他们对港区孩子最美好的寄语、对港区百姓承

诺的教育梦。

从9年前困境时的两校合并到如今跃上良好发展的快车道，乍浦实验学校的涅槃反转

得益于同杭州师范大学的跨区域合作办学。9年来，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校

与中小学校等四方紧密联动的办学模式已在乍浦实验学校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学校先后

斩获多项平湖市的教学质量进步奖，2021年更是顺利通过嘉兴市首批新优质学校考核，社

会美誉度不断提升，蹚出了一条高质量办学的“乍实路径”。

“现在学校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已经到了出成果的阶段。”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嘉兴

港区）党工委委员、教卫党委常务副书记徐林祥兴奋地说。在他看来，向杭师大借力办学

让乍浦实验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校风、教风、学风明显好转，更培育出一大批会学

习、有特长、潜力深的学生，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让乍浦变得越来越迷人与多彩。

新学年开学后，乍浦实验学校有个

雷打不动的议程，那就是召开一年一度

的理事会。理事会由港区分管教育工作

的领导牵头，涉及教育工作的各政府部

门如社会发展与治理部、财政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负责人列席，当然还

有杭师大各职能部门、学院分管领导及

委派的专家。大家坐在一起听学校汇报

上一年工作，并部署下一年任务。用理

事长徐林祥的话来说，理事会的作用一

是把握方向，二是谋划项目，三是协调各

方，四是督促落实。

像“老大难”的教师自主招聘就是在

2015年的理事会上敲定的。“以前都是

‘拉郎配’，想要的老师就是招不进来。”

校长姚良直言，理事会的成立让学校第

一次拥有了拍板定事的权力。在杭师大

的鼎力支持下，截至目前学校已经顺利

完成7年的自主招聘工作，共录取了62

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这些被学校选中

的新教师也不负众望，他们在教育教学

岗位上成为骨干，在重大比赛活动中披

金戴银，共获得平湖市级以上180多个

奖项，成为学校发展中一支不可小觑的

新生力量。

进校后的第5个年头，社会法治学科

教师俞雪慧通过竞聘上岗，成为教务处

副主任。这名绍兴文理学院的本科毕业

生是乍浦实验学校首批自主招聘的新教

师之一。“因为是双向选择择优录取，所

以学校非常重视对我们的培养。”俞雪慧

说，学校愿意给年轻人压担子，她自己就

曾同时教过3个平行班，后来又担任了班

主任工作。另外，学校还把这些新教师

送进了与杭师大合作开设的“青年成长

营”，进行系统性的培养。如今，他们中

已有3人进入学校的领导班子，另有3人

被确定为后备干部人选。

翻看理事会每年的议事项目，涉及

最多的就是教师招聘、经费保障和名校

结对等。2018年，一份总投资高达1.1亿

元的学校改扩建计划摆上了理事会的议

程。“我们想用这笔钱来对学校的基础设

施、功能教室、运动场以及食堂等进行改

造，以优化师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姚

良坦言，理事会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这让学校省却了很多非教育的困扰，可

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办学规律、课堂教

学和学生成长等的研究。

遵循理事会“特色办学、文化兴

校”的意见，乍浦实验学校还制定了校

园文化建设行动计划，头 3 年就投入

近500万元，整理出海洋文化、航天文

化、山海文化、心育文化、党建文化、校

史文化等多个建设项目。像航天文化

建设，学校就依托航天少年科学院，组

织学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航天科普活

动，并成功创建全国航天特色学校。

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还为学校的航

天少年科学院题了名。

异地合作办学的
成功之道

推门听课、走到学生中间……是杭师大教授徐丽华蹲点乍浦实验学校的“必修课”。

一年一度的“海洋
之约”夏令营是学生们
最期待的，也是乍浦实
验学校推进海洋文化
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乍浦实验学校，杭师大专家经常与教师们一起
研讨磨课。图为吕映教授（左二）在点评。

三大球和飞盘如今成了乍浦实验学校
的体育“金名片”。图为学校获得了2022年
平湖市初中女篮冠军。

让每一颗“珍珠”都闪闪发光
——杭师大附属乍浦实验学校高质量办学纪实

□江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