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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而核心素养是学生关键能力、思维品质
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浙江
省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关注学生个体
的整体性发展，尊重学生的兴趣特长，积极
打造多个学生工作室，以此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升，培养学生“为未来而学”的意识
与能力，走出了一条具有钱外特色的高品位
发展之路。

以个性化发展需求支撑工作室建设

学生工作室创立的起点源于学生个性化
发展的需求，引导学生在经验中学习。学生
工作室选题的生成源于学生生活与学习的过
程，学生工作室的选题不是以知识为主，而
是以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来链接各个学科
的核心概念，依靠多学科知识内容，自主开
展实践探究，获得自主学习的体验。

学生工作室的导师为学校教师，学生工
作室成员自主商议确定意向导师人选，向导
师发出邀请，双向同意后即可向学校提交申
请，正式确定工作室人员架构。导师在工作
室的运行过程中，给予活动开展前期的可行
性与成效性评估指导，并在开展过程中答疑
解惑，发挥辅助者与促进者的角色作用。导
师与学生进行问题聚焦和提炼，完善选题，
使之更具研究价值和意义。

学校通过倡议征集和选拔的方式召集了
一批同样对某个课题有兴趣的学生，组成成

员互助小组，形成“同伴智慧同行”的学习
共同体，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有质量的学
习活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以兴趣相投为
前提，在同伴间进行跨年级的组团，明确工
作室研究项目内容。由发起人担任工作室

“掌门人”，并确立工作室研究成员数量。确
立工作室成员时关注梯队培养，高年段学生
数量和中低年段学生数量均衡，同时注重工
作室成员的能力均衡，以此建立多元的工作
室成员结构，方便后续的老带新培训。

以自主探究提升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学生工作室活动基于自主探究模式，学
生围绕相关问题展开自主思考与自主探究。
作为工作室的指导教师，导师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进行筛选提炼形成核心问题，并结合多
学科知识内容明确活动涉及的学科核心概
念，制定活动目标，引导学生自主开展活
动。学生在确认好研究主题后，梳理活动时
间、活动地点、活动目标、活动流程、责任
分工，在本阶段教师科学介入引导，帮助学
生确定活动安排的可实施性、活动内容的科
学性，以此明确思维支架工具，确保在持续
探究中实现深度学习。

工作室成员间定期开展交流互动，学习
项目相关知识，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工作室
成员采取集中学习和分散学习相结合、自主
研究和团队引领相结合的形式，以成果交流
汇报的思维碰撞方式提升工作室成员的某个

课题的科学研究素养。
学校鼓励学生根据问题具体情况设计可

行性研究方案。对于情境探究类问题，设计
科学性的实验，及时记录实验数据，根据结
果或者问题及时调整设计实验。对于知识类
的问题，将问题分解成几个子问题，在网上
查找资料或进行问卷调查，以此得到问题的
解决。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进行成果
汇报活动。通过班内、校内、线上、线下活
动展开对项目研究成果的发布，发布前学生
组织梳理活动线，对活动进行总结归纳，在
发布过程中提升语言表达、解决问题等能力。

多方配合，以长效机制保障学生
工作室发展

学校引入科技馆、社区等多社群资源共
同完善学生工作室平台。学校提供工作室场
地，科技馆提供部分已有的资源等进行不定
期展览，社群工作人员定期入校指导，实现
工作室学习资源动态流动。基于学生现阶段
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兴趣点组建进阶式的研究
小组，每个小组配备一位指导教师，进行全
程帮扶，每个小组成员都有明确分工，可以
独立完成研究任务，且小组成员间会有不定
期的调整、淘汰和更新。

为保障工作室运营的效率，激发学生的
主体能动性，学校加强基础制度建设，形成
深入学习长效机制。学校为工作室的设置提

供必要的办公场地、资源设备，制定管理流
程与组织架构，配备优秀的指导团队，出台
相应的指导教师考核办法，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防止其对学生的指导流于形式。学校注
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实施校级评
选联动，将学生吸引到工作室的学习、交流
与实践中来，确保工作室的规范管理与有效
运行。

不同类型的校园工作室的开设，实现了
学习主体之间的能动变化，具有某领域特别
能力或爱好的学生即可担当“教师”角色，
建立“师者为能，学者为生”的新型学习社
区，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五育”并举为
目标，促进学生多元发展。活动开展过程
中，由学生与教师协商，制定了项目负责人
自主评价及学生同伴互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
方式，真正实现学教方式的变革，将活动的
开展、实施及反馈一律交给学生，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

学生工作室的成立积极开发了优质的家
社群资源，密切了家校社沟通，创新协同方
式，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的建设，打造校家
社合力共育的教育磁场，构建了教育良好生
态。学生工作室还通过走出学校、走进社
区、走进他校等活动，实现成长与辐射共
赢，实现了“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带
动所有人、一学科融通多学科”的良性循
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
校校长）

浙江省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以学生工作室建设提升育人质量
赵骎

“星级制”如何激发教师成长动力
庄惠芬

现代化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2003 年上海
尚德实验学校创办，我
心中的理想愿景就是创
办一所适合学生发展的
学校，一所不断赋予学
生责任、充分唤醒学生
天赋、创造学生自主发
展机会的学校。学校
20 年的发展实践，让
我更加坚定。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
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教
育要适合学生的个性、
适合学生的愿望、适合
学生的需要，只有这
样，教育才有效率，学
校才有生机，学生才有
活力。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
育，要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任务，融入生命体
验的育人价值。我校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学，
以小学重“乐”、初中
重 “ 礼 ”、 高 中 重

“德”来设计不同学段
的德育重点，在富有尚
德特色的“参与、体
验、感悟”的德育模式
之中，营造体验场，激
发学生的自主意识、完
善自我教育。以课程德
育融合为突破口，挖掘
课程蕴含的德育资源，
将德育有机融入学科，
融入生命体验的育人过
程，精心设计水乳交融
的教育情境，让学生在
参与体验的过程中产生
心灵的震撼，继而获得
真实而深刻的感悟。一
个学生成长的过程，如
果没有直击心灵的感
动，没有热泪盈眶的瞬
间，一定是不完整的。比如，学校传统的“腹有
诗书气自华”读书活动，不仅仅是一场读书汇报
演出，更是紧紧与课程建设相依存，帮助学生形
成坚定的身份文化认同，在学生内心世界打下一
个亮丽的底色。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要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构建一体多元的课程体系。未来社会有不对
称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趋势。杜威说：“如
果我们仍然以昨天的方式教育今天的孩子，无疑
就是掠夺他们的明天。”面临复杂的不确定性，
应对策略就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让学生拥有
面对未来挑战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年办
学，我们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聚焦课程融合，不
断开拓创新，为学生提供宽广的课程群组，让学
生在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中充分开发自己的潜
能。从纵向上，充分发挥学校一贯制的办学模式
优势，把握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学习特征，开展不
同学段学习实践活动和课程衔接研究，以项目化
学习、服务式学习、问题式学习推进个性化的学
习模式。我们在课程设计、组织、管理、评价上
的变革，都是围绕学生的发展需求，让不同年
龄、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充分
呵护，促进学生有个性的全面发展。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要以因材施教为理
念，打造胸怀大爱的教师团队。我们必须正视在
教室里每一个鲜活的教育生命，他们都是与众不
同的。我们的工作不是让他们进入整齐划一的无
差别境界，而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让他
们都能够取得进步、拥有希望。在越来越多元化
的教育背景下，适应差异的教师才能更好地帮助
学生成长。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是选择了三尺
讲台，都要下定一个决心：终身面对差异。我们
始终秉持“尊重差异、提供选择、开发潜能、分
类发展”的学生观，真正把教育工作落实到每个
学生身上，尊重学生的经历和特质，做到因材施
教。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要以“五育”融合为
路径，创造面向未来的学习空间。新课标重点之
一是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方式变革，给学生自由
发展的空间。每天我走过校园中的各个地方，都
在思考怎样才能够增加更多教育的实效性，促进

“五育”融合，让教育的空间效益最大化。学校
的人工智能馆、科创实验中心、管乐艺术中心、
体育运动中心……都承载着我们对未来教育范式
的探索，也体现着学校的追求：教育的最大魅力
就是让每个学生拥有希望。教育要考虑守正创
新，要体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履行为国家和民族
培养未来的教育使命，一定要把培养学生的体育
素质、科学素养和艺术修养当成影响一生的环节
来抓。学校突破传统校园和教室的围墙，将校园
空间设计成为学校特有的课程资源，实现了教育
空间重构与育人价值开发的深度融合。

教育的最大魅力是让每个学生拥有希望，要
想让学生真正拥有希望，就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奠定好基础。让学生形成乐观的人生态度，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人性的美好，在内心世界打下亮
丽的底色，成为正直、正念、正能量的人。无论
技术怎样更新换代、时代怎样变迁，教育本质不
变。只有始终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坚
持“以人为本”，一切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服
务，一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才能创造适合
学生发展的优质教育。

（作者系上海尚德实验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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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深化推
进，教育评价在立德树人中的指挥棒作用
日益突出。教师队伍是学校发展之本，对
教师评价的导向也影响着教师对学生的评
价，因此着力建立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
的教师评价机制，是新时代每一所学校需
积极探索的使命。

1999年起，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
桥中心小学就开始推行“星级教师”评选制
度。星河实验小学2012年创办后，将星级
教师发展性评价制度沿用至今，并不断完
善。如今，这套教师评价机制已经扩展沿用
到了武进区的8所学校，这些学校都有着共
同的特质，那就是激发了每一位教师的内生
动力，这些学校走出了10多位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
象。以周家巷小学为例，加入星河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6年内，通过评价制度驱动，骨干
教师比例从原来的13%提升到50.3%，学校
在区域素质教育评估中获得一等奖，实现了
育人质与量的超越。

那么在具体实践中，星级教师评价制
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每 个 教 师 都 有 规
格，但不是相同的规格

星级教师评价制度是一个系统，首先
需要描摹星级教师的样貌，那就需要制定
星级教师评价标准。我们主要从教师发展
的关键要素出发，围绕基本素养、教育能
力、教学水平、团队赋能、育人成效、研
究素养等进行分解，确定相应的指标体系
以及赋分权重。星级教师指标体系建设中
主要包括3类指标：一是基础性指标，主
要包括师德师风、基础素养、教学常规、
工作量担当、课题研究等方面；二是发展
性指标，主要根据课堂教学水平、课程建
设能力、教育科研水平、骨干梯队晋升、
师徒结对成效等维度进行制定；三是育人
成效性指标，主要根据学科教学质量、融
合教育成效、社团辅导水平、教育资源建
设等维度进行制定。

星级教师评价不是一刀切的制度，而是
让不同发展期的教师能看到自己的目标，并
朝着目标不断攀登。因此，在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我们设计了3个阶梯的基本规格，那
就是“三星级教师”“四星级教师”“五星级教
师”，3个阶梯的星级教师指标体系各有侧
重：三星级侧重于教育价值认同与育人技能
的习得；四星级侧重于课堂教学水平与课题
研究能力；五星级侧重于教学风格、课程建
设以及带团成效的评价。不同的规格不同
的导向，不同的规格让每个教师都有了不同
的规划，让每个人都能做好对自己的职业规
划，找准位置，坐到适合自己的椅子上。

每 个 教 师 都 要 发
展，但不是同步的发展

每个新学年开启，每名教师都会认真
对照星级教师评选条例，选择好这一学年

的目标是几星级教师，并将自己的目标张
贴于办公室醒目处，用来作为该学年自我
成长的导航。

每个人的发展路径很难是别人设计好
的，每个人的发展只有靠他自己去把握。
学校在对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教师的
评选中各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教育与教学
指标评价中，三星级教师的指标指向是

“会开家长会、会家访、会演讲、会三笔
字、会计划、会听课、会备课、会控班、
会仿课”等专业技巧；四星级教师的指标
指向“会上班队课、会设计教育活动、会
谈心、会独立上课、会命题、会设计作
业、会评课、会写论文”等专业能力；五
星级教师的指标指向“形成教育教学风
格、会设计学科特色项目、会主持教研、
会带徒弟、会做课题、会开设讲座、会公开
教学、会开发课程”等专业素养。

星级教师的目标确立后，还需要过程
性评价加以成长关照。因此，我们将各项
指标融入教师日常的专业成长，融入教师
学习、参与、担当的过程中。通过“果果银
行”将教师们过程性成长值转化为相应的

“能量值”，如教师常态化工作中，每个月考
核评价产生的师德值、教学值、科研值、育人
值、贡献值、合作值等，以各项“能量值”构成

“果果银行”的“星河币”，根据每位教师自主
申报的“星级”，为每位教师开设“果果能量”
个人成长账户，并将成长值不断存入星级教
师成长账户。

星级教师成长账户有个人账户也有团
队账户，一般以备课组或年级组作为团队
账户。学校每学年度都会计算出每位教师
学年度综合赋分，从而评估每个教师的目
标达成度与团队贡献度，个人账户和团队
账户之间可以实行星河币的能量置换，星

级教师评价让每个人融入团队，团队孵化
每个人成长。星河教师的个人账户所形成
的成长数据，可以支持教师进行自己成长
的纵向比较，以及与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发
展曲线的横向比较，为教师个人成长发展
度进行纵横比较，为教师年度综合发展提
供诊断性评价。

每 个 教 师 都 需 导
航，但不是统一的航径

学校以一个学年为周期，科学设计
“自我申报—学期计划—过程实施—组织评
选—结果反馈—自我反思优化”等环节衔
接、螺旋上升的流程。在星级教师评价实
践中，每位教师，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
的，不管是特级教师还是正高级教师，每
年都需要重新申报星级教师的阶梯，确定
申报目标，让每个教师都有归零心态，每
一年的评价全部重新洗牌。

评价不仅仅是为了最终的结果，而是
过程性评价的发展导航，在评价之前，学
校都会让教师们制定个人三年发展规划，
科学厘定自己的发展优势和劣势、理性评
判自己的专业水平与发展基础，明确自己
的发展目标、成长路径以及预期成效，并
在每学期制定出一份目标可达、路径清
晰、具体实操的成长计划。同时，学校配
以“星级教师自主修炼手册”，通过阅读导
航、星式课堂修炼指南、小课题研究的策
略、学科育人锦囊等相应的成长支架引导
教师将计划落地，并在过程中加以评价，
比如在师德、常态教学、“五项管理”等方

面采用月考核诊断性评价，在教学能力、
课程开发等方面采用个体支持式评价，在
学科质量、资源开发等方面则采用数据分
析式评价，在师徒结对、团队贡献度、育
人成效等方面则采用群体赋能式评价。

我们对每位教师的评价都有个性化的
支持，让每一个模块、每一个阶段都能形
成成长记录，教师完成每个阶段时间轴、
内容线以及目标达成度都会形成成长动
线、成长轨迹，让教师的成长看得见。每
学期末，学校都会组织年度成长分享会，
让教师自我评价，归纳反思成长得失，从
他律走向自律。每个教师的成长导航有的
放矢，每一阶段的评价是贯通的、连续
的，会促进教师星级成长的螺旋进阶，让
教师们结伴而行，克服成长惰性，形成蓬
勃发展的向上姿态。

星级教师的评价结果在岗位聘任、绩
效分配中加以运用，武进区的教师岗位聘
任每三年一轮，根据3年中教师的师德水
平、专业能力、育人成效等方面给予赋
分，一校一案、一校一策。在连续3轮的
岗位聘任中，星级教师评价的结果加以运
用，得到教师们的欢迎，这项评价比较全
面、客观、适切、有针对性。同时围绕优
劳优酬、多劳多得的绩效原则，学校通过
教代会民主评议绩效分配方案，通过了五
星级教师、四星级教师、三星级教师以及
未定星级的绩效系数分别为 1.3、1.2、
1.1、1.0。从实践情况看，在操作上是可
行的，“星级制”有效激发了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价值实现力，催生了教师专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着力解决了传统教师评价中
的现实问题。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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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五年级学生在
割稻子。

④教师在指导学
生演奏。

本版图片均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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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②学生在进行手工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