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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起立！老师好……”这样的场

景，马桥强恕学校教师赵丽芸经历了 16
年。甜甜的微笑、亲和的话语……看到三尺

讲台上的她，你可能很难把“学科带头人”“拼

命三郎”这些标签汇聚在她身上。教师节前

夕，赵丽芸被评为 2024年“全国模范教师”，成

为全区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一名初出茅庐

的新人到骨干教师，赵丽芸感触颇深：“刚入行时，

总想以预设的教学模板去教孩子们，但现在明白，

课堂是‘活’的，真正的教学要跟着学生需求来变化，

我们是孩子们的引路人。”

在闵行，还有千千万万个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赵老

师”。他们身上展现出旺盛的朝气和对教育事业的热情，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闵行教师。如今，闵行区正基

于问题引领、目标导向、发展智慧的教师队伍建设原则，确立培

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人才队伍的建设目标，为教育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记者 宿铭珊 吴俊艳

初为人师的第一课是老师，
亦是学生

“从没想到语文课那么有趣，不论是‘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阔胸
襟，还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远
意境，都能在王老师的课上感受到。”

在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验中学，语文教师
王尤迪的课程给不少同学留下深刻印象。然而
在见习期间，王尤迪和许多新老师一样，面临
着上课学术性过强、教案生硬等问题。

如何让处于“职初期”的新老师快速成
长？完善的见习教师培训机制是关键。

以七宝中学附属鑫都实验中学为例，作为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优秀基地校”之一，学校
为新教师量身打造一系列培训计划，通过自主
研修、通识课程、专项学科教学等方面，帮助
新教师从固定化教学转变成生成式教学，不断
提升专业素养。

不仅如此，根据闵行区“四六三三三”教
师培养机制，教师生涯被分成“职初期、成长
期、成熟期、高端期”四个阶段，对应构建

“见习之星、希望之星、论坛之星、骨干后备、
区级骨干、学科带头人”六个层级的教师专业
荣誉，依托区名师工作室（名师基地）、骨干教
师培养基地和种子教师培养基地等三类基地，
面向青年教师、骨干教师、卓越教师开设三大
工程，为教师成长提供了“国培计划”、市级共
享课程、区级共享课程三类大培训。

如今，闵行区36所市、区级基地校都各具
特色。七宝镇明强小学基地制作了《如何解读
学科课程标准》等微型讲座；闵行区实验小学
基地开发了“班级特色创建”“怎样上好一节品
社课”等27节微课程，优质培训课程正为教师
成长提供“土壤”。

除了校内培训，每年 8月，区教育局、区
教育学院都会组织全体见习教师进行“封闭

式”集中培训。
截至目前，闵行区共有5380余

名见习教师参与并完成了规范化培训任
务，培养了580余名区“见习之星”。自2017年
至今，闵行区共有44位新教师参加上海市见习
教师基本功大赛，其中21位获一等奖，12位获
二等奖，11位获三等奖。

优秀培养优秀卓越成就卓越
完善名优教师培养体系

“刚入职的时候，我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学
科学习，现在我会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发展，
为学生找到并规划更适合他们发展的路径”。从
数学教师到高三年级副组长，随着个人的成长
及身份的变化，北外田园教师殷永康将视角从
单一的学科学习，放大至班级内每一位学生能
力的发掘以及整个学校层面人才的培养，在学
校的支持下，他今年牵头成立了特优生培育中
心，畅通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何以落实？北外田园校
长陆振权认为“载体是课程，根本在课堂，关
键则在教师”。近年来，学校以“外引内培”的
方式，培养和激发全体教师在学校特色建设中
的创新能力，注重发掘学科教师的潜能，引导
更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为专业发展领头
人。目前，学校有特级教师1名、正高级教师2
名，高级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占比 70%以
上，毕业于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人数占比
60%，此外还有闵行区学科中心组成员 13 名、
教坛之星 10 名。从职初期的一腔热爱，到成
长、成熟期的沉淀与精进，这一条路闵行区教
育学院教师沈雯晴走了很多年：“在这几年里，
我参与了众多全国、市级、区级的展示活动。
我像一位孜孜不倦的工匠，通过多层次的专业
修炼平台，对自己的教学技艺进行打磨与雕
琢，力求在教学艺术的道路上达到更高的境
界。”

新时代中小学学科领军教师、上海市园丁
奖、闵行区骨干教师、闵行区学科带头人、闵
行区记大功、七宝镇优秀教师等荣誉见证着沈
雯晴在专业修炼道路上的坚持与成长。

据统计，在过去五年中，闵行区累计认定
表彰了领航人才 169 人次、骨干人才 2649 名、
储备人才672人次。其中，有12人成为上海市

特级校长、16人成为上海市特级教师、18
人列入上海领军人才后备队。这些数据

反映出闵行区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的显著成就。未来，闵行区计划

通过三大工程——卓越校长、
教师培养工程，骨干教师培

养工程，以及青年教师培
养工程，进一步推动教

师队伍人才建设。这
些 工 程 包 括 建 立

市、区名师培养
基地、培养新

增 200名高端

教师，以及加大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力度等举
措。成为优秀、达成卓越，培养优秀、成就卓
越。前一个优秀与卓越聚焦于教师，完善的教
师培养机制下，源源不断地挖掘与培养出更多
优秀教师与师资团队，他们是教育质量提升的
根本。而后者则代表着学生，当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得到提升，优秀、卓越且全面发展的学生
则层出不穷，他们是教育目标实现的最终体
现。化教为学持续赋能教师成长

从“希望之星”到“学科带头人”，2024
年，闵行区实验幼儿园教师黄熠炯拥有了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闵行教育的梯级教师培
养机制，让黄熠炯从一位学员成长为闵行学前
教育的引领者，她已经连续 5年为闵行区见习
教师开展培训，帮助更多的年轻教师尽快站稳
讲台。

秉持着 18 年前那一场入职培训中提到的
“平等对待每一位幼儿”的教育公平原则，她践
行至今并在教学实践中持续创新，看着孩子们
的全面发展，她也实现了自己的专业自信和突
破。有了教师成长土壤和健全的培养机制，下
一步如何实现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答案正
是校本研修。据了解，校本研修是教师专业发
展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研”是教育教学
的研究，“修”就是教师专业素养的进修，两者
密不可分。

目前，闵行区通过区、片、学校的管理模
式，以区域校本研修中心组为点，以闵行区南
片、北片、中片学校为面，以点带面，以学区
化、集团化及研修共同体为横，不断深入，推
动校本研修有效实施，发挥 “区级研修-片级
研修-校本研修”三级联动的协同作用，整合
与共享教师及课程优质资源，形成“教—研
—修”深入融合的一体化研修方式。

“通过智慧笔的数据统计功能，我们能够
及时了解错误率较高的题目，有助于教师的精
准讲评”。去年，交大马桥实验呈现了一场以

“基于智慧笔应用场景下的精准教学”为主题的
校本研修活动。现场教师和专家们分享了智慧
纸笔助力课堂的探索，并开展了热烈讨论。

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具有各
校特色的研修文化正逐步形成，比如闵行区实
验小学注重通过自主设计的研修项目来适应教
育需求的变化；华坪小学通过自主开发的研修
资源和课程来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七宝镇明
强小学在自主创新方面更加多样化，通过建立
教师发展序列和跨学科团队，积极推动教育理
念的创新与实践。

“学校的校本研修项目，不仅通过完善的
机制保障教师的专业发展，还深入了解每位教
师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多种方式点燃教师的工
作热情”，华坪小学校长徐黎表示，“这些举措
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教师的个人成长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也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