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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深，是学校对课题研究思
考的深度。“‘丰’有草木繁盛、
丰收之意，以‘丰坊’作为学校
课题群的名字，包含了学校对
课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美
好愿景。”于维浩介绍，原本学
校的课题研究较为分散，此次
学校以学校省“十四五”课题
《“教学做合一”理念下学科项
目化学习的实践研究》为抓
手，设立新的课题研究机制
——“丰坊”课题群，从跨学科
研究、项目化学习、“教学做合
一”理念等维度开展研究。“有
了总方向和共同交流的平台，
教师之间就能彼此借鉴、互通
有无，共同推进课题研究。”

深，是学校教科研工作开
展的深度。本学期，坊前实小
的“坊蕊科研团”正式成立
了。截至目前，科研团已经开
展了两次集体活动，成为学校
提升教科研水平的重要力
量。科研团成员曾灿表示，平
时自己看德育方面的书籍比
较多，但在教学理论方面比较
欠缺。科研团为她提供了补
齐短板的机会。通过各类活
动，诸如大概念教学、项目化
学习、任务群设计等教科研热
点词语在曾灿眼中已经不仅
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随着教
科研的深入，我发现了更新自
身知识库以及将前沿理论付

诸教学实践的紧迫感。”
深，还是学校教师抱团成

长的深厚情谊。“我们希望每一
阶段的教师都能获得指导和成
长，因此我们成立‘星教师’研
训坊，分学科为教师提供共同
钻研、成长的平台。”于维浩
说。在英语老师翁嘉琦看来，
自己每一堂精彩课程的呈现都
离不开“星·综”研修坊众多优
秀教师的付出。“在我参加赛课
比赛时，研修坊内有经验的教
师会为我出谋划策，大家深夜
还在分享新思路和课堂视频，
为我调整课堂语言和课件，我
们会因为思维碰撞出的新创意
而感到兴奋。” （杨涵）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
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
工作实施，构建无锡市“三
全育人”（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体
系，为学生营造积极健康
的成长氛围，11月3日，无
锡市教育局举行“三全育
人”圆桌论坛，来自家庭、
社区、机关、企业等代表畅
所欲言，交流如何更好推
动“家校社”协同育人。

构建“家校社”协同
育人机制，是“双减”背景
下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
选择，需要提高家庭、社会
的参与度、专业性，实现社
会教育资源优化升级，“家
校社”拧成一股绳，通过理
论指引、制度建设、统筹协
调改变教育实践格局，为
孩子全面健康的发展创
设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教育从来都不是“独
奏曲”，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家校社”协同育人一
定能弹奏出更动听的教
育“合奏曲”。

无锡市妇女联合会
将加强与教育的联动，从
推动“教育—妇联”联合
家访常态化运行、加大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推动各
市（县）区开展乡镇街道
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试点建设、持续推动市人
大制定《无锡市婚姻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纳入立法
计划、推进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启
动《无锡市家庭教育工作

“十四五”规划》起草工作
6个方面着手，推动“家
校社”协同育人。

经开区华庄街道和
韵社区始终致力于通过
党群联动、邻里互动，探索

“家校社”协同育人新路
径：与辖区内中小学、幼儿
园结对共建，在文明城市
建设等方面相互配合，下
好“校地”一盘棋；整合居
民及学校双向反馈意见，
挖掘培育社区居民骨干，
以打造家庭阅读活动品
牌为切入点，探索“家校
社”协同育人机制。

无锡博物院一直很

重视馆校联盟合作，作
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
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我们每年常态化
开展“吴地文明”系列
AR研学课程、“文博课
堂”、“艺术课堂”等品牌
主题特色教育活动；与无
锡市新吴区南丰小学、无
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江南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展开深入合作，研
发推出的课程纳入大专
院校专业核心课程。未
来，无锡博物院将为“三
全育人”体系完善和发展
贡献力量。

作为一名家长，我觉
得对孩子创造力的培养
要从小抓起。一方面希
望无锡能建设融展示体
验一体的科技场馆，让它
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的孵化器，另一方面需要
中小学校与高校、科研院
所对接，共同开发课程模
块，组织课程活动，成为
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
同时，需要家长摒弃短期
的功利教育，抓住孩子的
敏感期，着力培养孩子良
好的科技兴趣。

教育的效果取决于
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
一致性。家校协同育人
取得效果，家委会便是最
好的桥梁与纽带。崇宁
路小学家委会本着积极
参与、合理建议的原则，
与学校有效联动、通力合
作，邀请“家长讲师团”的
行业先锋入校讲学，“护
校队”的家长志愿者坚守
岗位，为孩子健康保驾护
航……相信在家校同盟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孩
子必会健康成长。

作为无锡市“田间课
堂”基地负责人，我在担
任校外辅导员的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劳动教育既
能融合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又能贯穿
“三全育人”的创新思路，
从而培养有“生活力”的
人，让学生过积极愉快、
健康安全、负责有爱心、
动脑有创意的生活。

近日，无锡市新吴区坊前实验小学“坊蕊科研团”的成员们在工作之余，集体阅读了《大概念教学

——素养导向的单元整体设计》一书，并在无锡市新吴区“新坊春”教育联盟校的桔灯工作坊第一次活

动中将阅读心得向全体教师分享。这是坊前实小以“组团”形式推动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之一。

这所学校的教师“抱团”成长
各项培训举措向新、向实、向深处发展

今年9月，坊前实小为全
体教师创办的校报《撷芳苑》
迎来首次出版。

铅字印刷的一字一句间是
学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决
心。在首期《撷芳苑》上，记者看
到除了对学校科研团队的整体
介绍外，还有每周荐文以及校内
教师的读后感，“校报分为理论
版和实践版，每半个月将学校的
科研活动、课题研究、联盟动态
和教育理念等进行汇编，供学校
老师交流和学习，同时提升学校
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坊前实小
教科室主任于维浩介绍。

《撷芳苑》出版的背后，是
坊前实小“芳菲书友会”的丰
富活动支持。“一群爱读书的
教师组成了‘芳菲书友会’。
2013年建会以来，成员们扎
实开展一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现在书友会已经成为教师知
识储备的加油站和读书交流
的精神家园。”于维浩说。

坊前实小教师曾灿刚入职
就加入了“芳菲书友会”，她最
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在日常琐
事中找到值得思考的点，并从
书中寻求理论支撑，为自己答
疑解惑，“这是一个不断完善自

我认知体系的过程。”曾灿提
到，最初书友会的活动主要是
听专家的讲座和读书演讲，虽
然也在获取营养，但会觉得自
己思考的深度还不够。后来，
书友会开始以共读一本书、小
组合作读一本书的形式开展活
动。“因为最后要以读后感的形
式呈现自己的阅读收获，因此
我会边读边圈划自己有感触的
段落和句子，记录下想法，最后
将感悟分类、拓展，形成文稿。”
曾灿说，读过的书越来越多，读
书的经验在不断累积，自己的
收获也变得越来越多。

青蓝工程已经是锡城中
小学教师培养的“保留项目”，
坊前实小也不例外。而踏实
做好这项工作带来的是新教
师的飞速成长。

坊前实小的青蓝工程以
“三化要求”为目标，即培养目
标具体化、培养计划合理化和
日常指导经常化，打造了青年
教师成长的“快车道”。坊前
实小教师陈雪飞的师父是该
校副校长庄治新，“我能成长
为教学能手，离不开师父的悉
心指导。”陈雪飞回忆道，刚入
校时，她和师父互相听了一个
月的课。陈雪飞从庄治新的

课堂中学方法，庄治新在陈雪
飞的课堂中找不足，正因为如
此，陈雪飞能快速站稳课堂。
而这样的“双向奔赴”在坊前
实小一直在发生。

“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
我们。”这是坊前实小教师陈
姣的师父万菊曾对她说的
话。如今，陈姣以行动诠释
这句话里藏着的满满责任。
作为青蓝工程的受益者，陈
姣很清楚自己成长过程中需
要的帮助，“没有绝对的师
父，也没有绝对的徒弟。我
们通过青蓝结对建立真正的
友谊，相互信赖，共同成长。”

2017 年 4月，在校班主任基
本功大赛中，陈姣获得了全
能一等奖，代表学校参加区
级比赛。接到通知时，陈姣
有些不知所措，她的师父万
菊和德育处陈夏雷老师则利
用休息日的时间帮助她一遍
又一遍模拟备战。最终，陈
姣从区级比赛中脱颖而出，
并获得无锡市中小学班主任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从理论
知识、专业能力到治班方略，
在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专
业知识,更感受到他们执着
于教育事业、潜心钻研、尽心
尽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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