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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毛翠娥 图文报道

2024年，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
局将坚持以“深耕教育内涵，提升教
育软实力”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

“五强”工程，建设更高水平“教育强
区”，强劲经开教育跃升力量，全方
位构建“经品优学”新格局，为持续
擦亮“常有优学”教育名片作出更大
经开贡献。

实施“守正创新”强能工程。以
党组织整体联动、“特色品牌”重点
推动、党员骨干示范带动等方式，促
进党建业务同频共振、同向聚合。
巩固政治巡察整改成果，持续开展

“清廉单位”创建，有力推进清风护
航“常有优学”专项监督工作。深入
推进常州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建设，深化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
融通盘活各级教育资源，加快推进
全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通过丰富学科教育资源库、命题资
源库、作业资源库，体系建构区域师
生云上学教社区，逐步建成“互联
网＋教育”智慧“云教研”平台，激发
更强的教育发展活力。

实施“城乡均衡”强校工程。凸
显“有用、能用、用好”理念，提升学
校设施设备使用绩效，为教育内涵
发展提供硬件保障。完成新一轮学
校三年主动发展规划论证，督促高
质量实施。扩大集团化办学阵容，
强化考核工作，依托区域内外优质
资源实现集团化办学高水平发展。
积极创建市“新优质学校”、省市优
质园，打造更多百姓家门口好学
校。提高教育督导效能，确立

“123”工作思路，以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为核心，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已有
基础上，抓好年度数据监测和整改，
深耕内涵建设，促进提升学校办学
质量，持续巩固“双创”成果。

实施“德才塑优”强师工程。强
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长效机制，挖
掘师德典型，讲好师德故事，建立师

德失范“一票否决”制度。注重外引
内培，组织区内教师积极参加省特
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三名人才、
市重点培育“四有”好教师团队等评
选。加强教研员队伍建设，压实推
进教科研训一体化，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实施第三轮教师专业成长奖
励、第五轮教育发展基金奖励、第四
轮优秀员额制教师缴纳企业年金核
定，激励教师专业成长。深化区中
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
革，优化完善教师岗位聘任办法，开
展第二轮岗位设置，畅通教师专业
成长道路。

实施“质量提优”强教工程。体
系推进实施“十个100”课改行动工
程，加强科研团队建设，争创高品质
项目，研制“经·开”课堂模式，全域
推进精准教学，着力提升教学质
量。以“区域推进幼儿园课程游戏
化”为抓手，做精幼小科学衔接课
程，推动公民办协同、城镇乡村共建
式发展。组织开展新一轮省市内涵
发展项目申报，项目化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实施高品质示范（特
色）高中建设计划，探索高品质办学
思想、教师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变
革、管理结构和学校文化六位一体
的实施路径。推动社区教育特色化
品牌化发展，完善终身学习服务体
系，提升人均受教育水平。

实施“五育培优”强生工程。完
善“七彩德育·经待花开”德育体系，
组织各类特色学校创建，推动品格
提升工程项目建设，促进学生素养
全面发展。建设区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学习站，深入推进青少年生命健
康关爱“润心”行动。完善家长学校
建设，做细家庭教育指导。盘活区
域资源，创建劳动教育示范校，逐步
形成劳动教育特色品牌。发挥深化
学校体育改革实验校示范作用。加
强学校艺术特色发展，积极推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提高
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做好“常州
市书法教育示范区”示范引领，全力
打造书法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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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小学休业式。
在拿到素质报告单的

同时，孩子们肯定也想知道
老师会给自己写下怎样的
评语吧。

记者了解到，一些班主
任动足脑筋，给予的评语与
众不同——

奔牛高中的刘超老师，
写出了赋体式评语，耳目一
新的形式，令同学们惊喜不
已；

博爱小学的王舒嘉老
师，给每个孩子都送上一条

“龙”，饱含期待和祝福；
常州经开区小学的程

明娟老师，在评语中将每个
孩子比作一种蔬菜，希望大
家一路奔跑。

在孩子们眼中，这样的
期末评语更像是一份温馨
的礼物，不仅蕴含了老师们
的心思，还能帮助他们发现
更好的自己。

赋体式评语古风满满

丁丹怡：清瞳剪水，素心
采菊……朝祗夕惕，游心于
学，亹亹求索，先知先觉……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鹤唳
九皋，一飞冲天。

王书凡：志存高远，静
水深流，其人之谓也；不汲
汲于得，不戚戚于失，其心
之谓也……命途偃蹇，人生
多艰，斯乃颓唐庸碌之文
饰。刻镂笃学，静慧相生，
方为治学之精髓。

这是奔牛高中高三班
主任刘超老师为学生们送
上的赋体式评语，古诗、古
文穿插其间，讲究对偶工
整。有的鼓励保持优秀，有
的提出殷切希望，有的委婉
提醒改正缺点。

教龄16年的刘老师，硕
士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
古代文学专业。这一次，给
学生送上精心准备的赋体
式评语，是希望激发大家学
习古文的热情，“古文是高
中语文的一个重要板块，但
因为相对枯燥，整体学习效
果不是太理想。”

高三老师教学任务紧
张，这份独一无二的评语，
刘老师在放假前一个多月
就启动撰写。既要抓住学

生的特点，又要避免重复，
他花了一番功夫。为了和
学生的日常学习相结合，他
在评语中用了很多典故。
像丁丹怡同学的评语，“伐
柯伐柯，其则不远”的典故
出自《诗经》，“鹤唳九皋，一
飞冲天”采用了《战国策》的
典故。

刘老师说，自己虽是学
古代文学的，但要完成50多
份这样的评语，挑战不小，

“写到后面词穷了，不断查
阅辞典来汲取灵感。”

各式卡通龙营
造过年仪式感

博爱小学一（8）班孩子
们的春节仪式感，从休业式
开始。他们的素质报告单
上，都张贴了一只俏皮的卡
通龙形象，“阳光龙”“自律
龙”“谦逊龙”……这是班主
任王舒嘉老师送给他们的
期末礼。

“我发现每学期结束，
孩子们对老师的给予评价
还是很在意的。所以，想通
过定制化的评语，对孩子们
一学期的表现进行评价，希
望他们以更好的姿态迎接
下一个学期。”王老师说，龙
年即将到来，她就给每个小
朋友送上一只符合他们各
自特点的“龙”。有的孩子
怯于表达，就送他一条“沟
通龙”，希望小朋友能学会
表达自我；有的孩子很活
泼，得到的是“阳光龙”，希
望他像个小太阳一般影响
周边同学。

为了让评语更有辨识
度，王老师在网上找了45只
不一样的卡通龙，彩打后张
贴在评语栏中。虽然工程

浩大，但想到孩子们的惊喜
样，就很乐意去做。

这不是王老师第一次
在评语上“玩花样”。此前，
她在评语上赠字、写诗，还
设计过思维导图式评语，每
次孩子们拿素质报告单，都
像开盲盒一样。

以蔬菜喻人寄予厚望

花生、茭白、莲藕……
常州经开区小学四（5）班的
孩子们，在班主任程明娟给
予的评语中，分别被比作一
种蔬菜。以物喻人、寄予厚
望，是程老师写评语的初
衷。

程老师说，本学期初，
她给孩子们送上了蔬菜的
开学礼，或是有“数你最棒”
寓意的红薯，又或是象征

“生机和活力”的生菜，还有
表示“勤奋学习”的芹菜等，
着实把孩子们乐到了。在
评语里以物喻人，是给一个
学期的学习画上圆满句
号。另一方面，这学期他们
班承包了校园开犁农场，孩
子们在种植各种蔬菜的过
程中，掌握了劳动技能，涵
养了劳动品质。她在评语
里安排上蔬菜，也是强化学
生的劳动意识。

评语中，程老师不仅写
出了每个孩子和对应蔬菜
的共通点，还介绍了该蔬菜
相关的诗词、生长习性、食
用方法等，有的还结合自身
经历讲述，堪称一份“蔬菜
知识大全”。“很开心程老师
用花生来形容我，我的努力
老师都看在眼里，感到特别
温暖。”李林同学表示，程老
师的评语让他有了更多动
力，自己一定会继续努力。

“宝藏”老师们的期末评语，写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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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五强”工程
建设更高水平“教育强区”

“私人定制”评语，有祝福有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