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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程琳）近
日，漳州市教育学会学科教
学研究会换届暨中小学名师
专业成长学术研讨会在漳州
三中举行。市教育局领导、
市教育学会负责人、各学科
教学研究会代表及中小学骨
干教师近400人参加会议。

市教育局领导强调，新
一届学科教学研究会要立足
新时代，勇担新使命，当好教
育科研的“先锋队”，建强教
师发展的“加油站”，搭建学
术交流的“立交桥”；要聚焦
课堂改革、强师工程和教育
数字化，让教研成果真正转
化为教育生产力。

大会严格按照程序，顺
利完成了数学、英语等 16个
学科教学研究会的换届工
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
会成员。市教育学会会长郭
逸标宣读换届结果，并提出

“规范建设强机制、学术引领
促提升、政治导向优服务”三
大要求，强调要实现教学与
科研双轮驱动，线上与线下
双线融合，教师与学生双向
赋能。

会议还特邀闽南师范大
学代顺丽教授作题为《教育
科研与中小学名师专业成
长》的专题报告。代教授通过理论阐述与实践案
例解读，深入剖析教师的专业成长路径，强调了教
师应当坚守教育初心，以科研赋能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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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开放大学
“福开学堂”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文/图）古琴悠扬，来南
湖共赴这场国风“春日韵”。近日，漳州开放大学

“福开学堂”（市民学习体验基地）在龙人古琴漳州
琴馆挂牌成立。“福开学堂”将以“优秀传统文化”
为载体，推动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打
造居民“家门口的文化课堂”。

古琴弦歌，声遍漳州。未来，漳州开放大学
将充分发挥终身教育和开放教育资源优势，把漳
州开放大学“福开学堂”（市民学习体验基地）建
设成市民“学有所乐、学有所获”的文化地标，让
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古琴声”传遍
漳州。

近年来，漳州开放大学持续推进服务全民终
身教育“1+5+2”工程，即紧紧围绕提升服务终身
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一个目标，传承弘扬红色文
化、书院文化、传统文化、书香文化、美育文化等五
种文化内涵，运用“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两种
传播模式，积极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

“能者为师”，拓展市民学习渠道，打造服务漳州人
民的终身学习服务平台。

共植“同心林”
共探“数学”趣

漳州一中西藏班爱心助教开班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林佳 詹静怡）
近日，漳州一中与闽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联合举办“同心共育石榴树，携手共筑中国梦”西
藏生爱心助教开班仪式暨植树活动，西藏班师生
与助教志愿者共同栽种了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
树，并进行了数学文化互动活动。

共植“同心林”。两校师生挥锹培土，在闽南
师大校园栽下 8棵象征民族团结的石榴树，并为

“同心林”景观石揭幕。爱心助教学生代表林晖
说：“这是 8棵象征‘团结、繁荣、希望’的石榴树，
见证着闽藏学子的深厚情谊。”

共探“数学”趣。随后西藏班学子走进闽南
师范大学第四届数学文化节，在志愿者的带领
下开启数学文化探秘之旅，沉浸式体验数学魔
术、益智教具等特色活动。活动中，西藏班学子
在空地围成圆圈，跳起欢快的锅庄舞，旋转的裙
摆与飘动的哈达交相辉映，志愿者们自发加入
舞蹈行列。

据悉，自 2016年以来，闽南师范大学数统学
院已经相继派出近 300名助教志愿者，利用周末
时间到漳州一中为西藏班学生进行辅导，帮助西
藏生解决数学学习的难题和生活中的疑惑，助力
西藏班学生成长成才。

踏入北大附中校园，“学院制”管理
模式令漳州教师耳目一新。六大学院行
知学院、元培学院、博雅学院、未名学院、
道尔顿学院、树人学院根据学生不同发
展方向为其提供多元课程。“打破了传统
行政班级的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
合的赛道上奔跑。”漳浦一中教师游颖慧
在升旗仪式中发现，由各学院学生自主设
计的特色主题展示，让常规德育活动焕发
新机。她萌生设想：“或许我们可以设计
校旗、年段旗，把活动主导权交给学生。”

北大附中根据生源层次细化小方
向，每个年段每个学科分不同的备课组，
备课组之间的教学内容有重合部分，但
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生源的差异化设计。
如此细致的个性化教育，需要依托强大
的信息技术支持。漳州一中教师张菁对
校园门户、数据大屏、智慧学生档案等尤
为感兴趣。她表示借助强大的技术支撑
体系，学校和导师能够跟踪学生的学业
表现，引导学生进行目标管理，从而为学
生绘制一份专属的学生档案；管理部门
能够实现工作流程规范化，评教评学科
学化，安全数据可视化；一线教师共享备
课资源，同步教学进度，把控教学质量，
提高工作效率，大大减少教师不必要的
时间成本浪费，更加精细地打磨课堂和
学案。

北大附中的课堂氛围开放包容，充
分尊重学生。古雷一中教师卢仁武对此
深有感触。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质疑、
表达，师生积极回应互动、共同解决问
题，课后交流充分，实践课程丰富多样。
评价机制科学灵活，其中“学分制评价体系
是关键，过程性考核占60%，终结性考试占
40%，既包容个性又守住底线。能极大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与自主性，教师得以将更多
精力投入引导学生探索知识中”。

当发现学生可自由着装，一人一个
平板，学生需要自主管理自己的学习时，
台商一中教师章浩伟经历了从质疑到理
解的认知蜕变。他发现，北大附中相对
自由的管理模式下，反而激发出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也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性，他
们自发组建学习小组、利用企业微信平
台高频答疑，展现出超预期的自律性。

向外求索 向内提升
——漳州市第二批赴京跟岗教师研修学习之旅

本报讯（记者 程琳 通讯员 张文忠
文/图）在教育强国战略深入推进、《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全
面实施的时代浪潮下，漳州教育积极探

索，勇担培育创新人才的使命。3 月 22
日，在市教育局指导下，漳州三中龙文校
区主办的首场“走近大师”系列讲座之

《崇德启智，科创未来》开讲，这是漳州

在中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道路上的重要
探索。

本次活动特邀黄文辉教授担纲主
讲。黄文辉是中国能源、稀土领域的顶尖
学者。作为德国纽伦堡—埃尔兰根大学
理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资深教
授，他在科研与教育领域成果丰硕，是推
动此次活动的关键力量。在市委教育工
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卢炳全的陪同下，
黄教授参观了漳州三中新校区。卢炳全
对黄教授助力家乡教育表达诚挚感谢，并
就推动漳州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
相关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讲座现场，漳州三中校长黄志勇致
辞，表达了学校为培育拔尖创新人才全力
以赴的决心。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则重
点解读了“漳州的发展，根基在教育”，表
示将积极探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致力于搭建‘小初高贯通’的培养平台，为
城市发展培育创新力量。”

黄文辉教授的讲座干货满满，他凭借

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深
入剖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
分享培养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的路径，
为在场师生、家长带来全新的教育理
念。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热情不减，纷纷
围到黄文辉教授身边，请他签名留念。
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积极与黄教授
交流在讲座中的所思所感，黄教授耐心
地一一回应，鼓励同学们积极投身科技
创新，勇敢追求科学梦想，为国家的科技
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大家齐聚崇正楼会议室，与黄
教授就科技创新人才教育与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等话题展开深入的座谈和探讨。

此次活动，不仅为漳州三中师生开启
科技创新教育的新视野，更是全市教育系
统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尝
试。未来，市教育局将继续统筹规划，鼓
励各校引入高校专家资源，加强校际交流
合作，培育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优秀人才。

漳州三中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走近大师”系列讲座首场开讲

市教育局选派的第二

批骨干教师前往北京大学

附属中学开展为期一学期

的跟岗学习已逾一个月。

自2月15日启程以来，老

师们以观察者、学习者和

反思者的多重身份，深入

剖析北大附中的办学理

念，积极探寻名校的“教学

密码”。

漫步北大附中校园，1960颗不锈钢颗
粒构筑的雕塑《聚》常常令漳州二中教师
吴丹丹驻足良久。雕塑螺旋上升的造型
暗喻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校训传
承。“这些精神符号已内化为师生的行为
准则。”她观察到，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展
现出了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讨论，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也让她常常去反思自己教学中的不足。

“Hello校长”时间则展现北大附中管
理智慧的另一面。漳州三中教师王可冰
介绍，每月学生可通过线上平台预约，与
校长共进午餐畅谈。“当领导摘下职务标
签，教育就回归了人与人的真诚对话。”午
休时分的校园场景同样充满了启示：咖啡
屋里的学术探讨、下沉剧场边的艺术活动
室、篮球场上的活力身影，可以和学习相
关，也可以和学习无关，学生和学生在一
起，总能找到乐趣和自由，这都构成多元
生长的教育生态。

在与王亚章书记、马玉国校长交流

中，漳州三中教师李颖捕捉到北大附中的
教育哲学：“管理的核心是服务师生，教育
的本质是滋养学生心灵。”教育不仅是知
识传授，更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与培养。
这种理念投射在北大附中的教学文化中，
体现在走班选课、书院制、学院制等创新
制度，最终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

际视野的新时代领军人才。
如今，跟岗教师们的学习之旅仍在继

续，他们白天浸润课堂，夜晚则化身“教育
侦探”，将所见所感转化为一篇篇观察笔
记。改变的种子已在悄然萌芽，这些认知
都将为漳州未来教育改革提供一份决策
参考。 ☉本报记者 程琳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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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附中数学教学课堂上，教师通
过设计开放性问题、探究式学习任务，让
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独立思考探
究，增强了课堂互动性，实现课堂从“教”
向“学”的核心转变。龙海三中教师陈艺
平体会到了教学理念的革新。课堂上，数
学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学科，而是启迪智慧
和创造力的钥匙。学习数学不仅仅是学
习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逻辑思维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次下课铃响，学生并没有一哄而散，而
是围聚讨论课堂内容。“课堂不再是单向
灌输，而是思维碰撞的磁场。”

学生人手一台平板，老师布置作业通
过平台发布，学生通过平板提交作业。北
大附中特有的校本学案与平板教学，让漳
州一中教师吴攀深受启发：“无纸化学习
不是形式创新，而是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
个性化资源推送。”

对于拔尖人才培养，北大附中也有自
己的一套成熟模式。在初三时，面向初二
学生进行1+3选拔，通过的学生进入初高
衔接培养模式，高一面向直升项目学生和
少量中考录取学生选拔，进入元培学院体
系培养。培养过程中实行动态进出，建立
科学退出机制，保证元培课程体系和常规

课程体系的衔接。四年制培养方案配以
专业竞赛教练、北大教授讲座，形成完整
人才孵化链。“这启示我们，优生培养需要
打破学段壁垒，建立长效机制。”吴攀在跟
岗日志中写道。

用跨学科视角整合资源，让教研活动
更具学术深度。漳浦一中教师范渊志发
现，地理教研组虽以非师范背景的博士为
主力，却凭借跨学科视野设计出情境化课
堂，提升了课程的探究性。“课后年轻教师
主动邀约听课老师评课，校级‘周周精研’
与区级专题教研形成双轨联动，这种研训
文化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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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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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辉教授与学生代表等开展座谈

漳州开放大学“福开学堂”挂牌成立活动现场

北大附中马玉国校长与第二批跟岗教师午间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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