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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翠娥 吴旭裕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教师发
展学院组织召开“龙城好教师—教
育家型教师成长营”学员座谈会。

会前，通过自主申报、学校推
荐、综合审核，来自市教育局直属
学校的30名优秀教师成为成长营
首批学员。学员们先期对照市教
育高层次人才的条件，作了个人专
业发展分析，制订个人发展目标，
拟定成长发展规划，提出培训培养
的需求。

据悉，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成
立“龙城好教师—教育家型教师成
长营”指导团队，对30位学员的成
长信息进行细致分析，并组建高水

平导师团队，规划了“成长发展研
讨”“高校访学”等培养活动，设计
了“课题设计与实施、教学主张提
炼与实践、关爱学生能力培养、辐
射影响与带动”等培育课程。

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成长营周期为2年，针
对学员们的培养需求，学院将做细
做实各项工作，以此壮大全市高层
次教育人才队伍。

据悉，此次座谈会拉开了“龙
城好教师三级（骨干、卓越、教育家
型）成长营”的序幕。通过开设成
长营，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学生喜
欢、家长信任、社会认可”的“龙城
好教师”，为促进常州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擦亮“常有优学”城市名片
贡献力量。

我市启动
“龙城好教师”三级成长营

■毛翠娥 曹金鑫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前黄高
级中学“校友讲坛”开讲。学校邀
请优秀校友李立新回到母校，为全
校教师分享求学历程和工作感悟。

李立新是省前中 1984 届校
友，复旦大学医学博士，美国斯坦
福大学神经外科博士后，江苏省人
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
生导师。讲座中，他回顾了在省前
中求学时艰苦而阳光的学习生活，
为学校教育教学发展提出3个建
议：基础教育应助力学生的人生理
想；着力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切实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为发挥校友育人合力，省前
中特开设“校友论坛”，邀请各个
领域的优秀校友代表不定期返校
分享人生经历和成功经验，讲解
科学前沿和人文知识，为同学们
开拓眼界、提升素养、规划人生、
健康身心提供指导与支持。

省前中“校友讲坛”开讲

■教宣

本报讯 2月27日，2024年常
州市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与老年教育
发展协调会在常州老年大学召开。

市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围
绕“拓展服务力、提升协同力、增强
支撑力、发挥驱动力、激发内生力”
等五大要点交流2024工作规划，
并提出聚焦“高级别会议、高级别
项目、高级别课题、领军人才培养”
等四个方面意见，为进一步推动全
市社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
建议。市老年教育发展中心提出

了“推进‘十四五’规划、落实三项
准入制度、建设十个专业课程协作
组、建立“市、区”两级办学群、进一
步提升老年教育机构覆盖率”等
2024年老年教育发展五大重点工
作任务。

会议对2024年社会教育和老
年教育工作提出“抓好常规，夯实发
展基础；突出重点，提升内涵建设；
着力创新，打造特色品牌”等三方面
工作要求，同时结合2024年常州终
身教育与民办教育工作要点中“深
化社区教育内涵建设，细化老年教
育资源建设，优化全民学习平台建
设”等三个方面相关工作予以部署。

我市推进
社会教育与老年教育协调发展

常州经开区实小

校本研修促教师成长，为“双减”赋能续源
■毛翠娥 蒋彩华 图文报道

去年年底，市教育局公布了常州市第二批“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中期评估结果，18个
“四有”好教师团队获“优秀”等第，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诚善·风华”教师团队名列其中。

近年来，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积极探索教师队伍建设新路径，依托省前瞻性项目“创学
堂”，通过“加强跨学科学习、搭建教研平台、丰富实践载体”等项目驱动，优化、创新校本教
研的形式，提升校本教研的引领力，助力“双减”政策落地生根。

共研“跨学科”，赋能新课堂

“蒸发是什么意思呢，我
们请张老师一起来解密。”科
学老师赵红叶在执教二年级
区公开课《水的蒸发》时，邀请
语文老师张静进入课堂，带着
小朋友们回顾了二年级上册
语文课文《雪孩子》《葡萄沟》，
尤其是《葡萄沟》一文中新鲜
的葡萄水分挥发后变成葡萄
干的内容，使孩子们一下领悟
了“蒸发”的含义。“跨学科教

学让课堂教学中的难点得以
轻松突破，且打开了学生思
维。”赵红叶说。

加强跨学科学习，融合性
实践正成为经开实小教师的
专业学习方式。学校科研中
心主任徐秋香介绍，在校省前
瞻性项目《创学堂：涵育“善创
少年”的学教实践探索》的引
领下，老师每周一次跨学科集
体备课，每月开展跨学科专题

教研。
跨学科学习、教研助推教

师成长，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英语学科组围绕市级课题《国
际理解视域下的英语绘本阅
读教学研究》，在英语教学中
渗透语文学科、民族文化传
承，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音乐老师马力独创的“音书课
堂”，将音乐和书法教学相结
合，孩子们学得特起劲。

丰富实践载体，比赛展风采

经开实小积极搭建竞赛
平台，促使教师参与到具体的
教育教学情境中，进行主动表
达、自主探究、自我展示。

入职仅7年，音乐老师张
斌“硕果累累”：在基本功和评
优课比赛中，均取得区一等
奖、市二等奖的佳绩；多次开
设市区级观摩课、讲座，多篇
论文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获

评区“学科带头人”、市“教学
能手”，现又被聘为经开区小
学音乐兼职教研员。他说，成
绩的背后，“诚善·风华”青年
教师成长营功不可没。

张斌口中的青年教师成
长营，是经开实小面向年轻老
师开设的专业提升“俱乐
部”。日常阅读交流，硬软笔
书法必修课和周周展，营对营

的课堂大比武……青年教师
的内驱力被点燃，竞相参与校
方组织的教育教学课堂教研
竞赛，专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三年来，经开实小教师2
人获省评优课特等奖；1人获市
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14人次
获市基本功、评优课二等奖；获
区评优课、基本功一等奖35人
次，几乎囊括所有学科。

搭建教研平台，名师引领成长

“培育站既有名师的引
领，也有同伴的共进；既有理
论指导，也有实践示范。”青年
教师王静表示，自去年11月
加入“丁雄鹰省乡村小学语文
骨干教师培育站”以来，一路
受益匪浅。培育站每月组织
一次集中研修活动，青年教师
在此“加油蓄力”。

近年来，经开实小名师

数量激增，学校整合优质师
资，聘请骨干教师担任领衔
人，成立名师工作室，建立交
流学习基地，将名师、骨干团
队的示范效应在全校乃至更
广的范围内延伸。依托“丁
雄鹰名教师工作室”“乡村小
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平
台，以同心协力为理念，打造
一支老中青融合发展的教研

团队，突破教师发展瓶颈期；
打造“孙丹名班主任工作
室”，组织班主任开展家校共
育项目教研，提升学校班主
任的德育工作能力。

校长丁雄鹰表示，“双减”
之下，学校将继续做好教师队
伍建设“加法”，多措并举谋划
教师专业发展，为“双减”赋能
续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