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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地处万科良渚文化村的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是一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却喜欢自称“村小”。不久前落下帷幕的

该校第四届教学年会，以别样的嘉年华气质，呈现了一所“村

小”独特的教学志向。

把教学当成手艺，把小学当成大学办
杭州这所“村小”虽小，却有大志向

本报讯“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

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以立法学理论与实践

研究为中心，研究领域聚焦人大立法，适度关

注行政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浙江立法研究院暨

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近日在浙江大学之江

校区成立。

该立法研究院分别由浙江省民政厅和浙

江大学批准成立，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

主管单位，两块牌子、合署办公、成果共享，在

发挥社会科研机构机制灵活优势的同时，整

合浙江大学校内体制和资源，积极推进与各

界的联系、合作和对接，推动立法学科研成果

的转化应用，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形塑全球

“智能立法”标杆。

据了解，立法研究院秉持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研究理念，在丰富的立法实践基础上，以

精准的立法对象意识、精干的立法框架、精细

的立法方案等为视点，以规范分析、比较分

析、社科法学分析、大数据分析等为方法，对

立法领域中的基础性及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解决立法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立法难

题，从而指导立法机关提升立法技艺。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浙江立法研究院

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一方面持续关注互

联网等新兴领域的立法实践研究，发展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带来的法治生态建

设。另一方面，研究院将探索运用大数据技

术，打造“智能立法”，努力做到在各个立法领

域、各个立法环节均有数据意识，均有数据支

撑。具体实现，立法计划智能化——利用大

数据技术精准寻找立法议题；立法设计智能

化——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民意、构建制度

框架；立法评估智能化——利用大数据技术

分析法律制度实施情况等。

在人才培养与智库建设上，该研究院将

搭建培养立法专业队伍的顶尖平台，打造汇聚

国内外立法专家的一流智库，以人才护航立法

质量。充分利用平台优势与机制便利，汇聚立

法学名师大家，组建合理研究梯队，培养卓越

拔尖立法人才；探索专家参与立法的新形式与

新机制，最终实现智库保障下的高质量立法。

通讯员 柯溢能 张凯凯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浙江立法研究院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成立

敬畏教学这门手艺
前三届年会形成有一个正式文件，代表

“村小”的教学主张，名为《教学共识》。十条

“共识”，起首就锁定了教学年会恒定不变的

主旨：琢磨教学这门手艺。

针对将教学称作“手艺”可能导致的疑

虑，《教学共识》直言——教学，先讲“技术”，

再讲“良心”。

校长骆玲芳认为：“一定要在‘良心活’和

‘技术活’之间站队的话，毫无疑问，我们首选

技术规范的精益求精。当教师，精湛的教学

技能本身就是高尚目标。”

“教学手艺论”，促使“年会”秒变“联

汇”：清华附小，镇海中学，宜兴实验中学，

《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美、日、新加坡

友好学校代表⋯⋯各方嘉宾纷至，良渚坐而

论道；以教会友，学术厅高朋满座，十足峰

会气场。

本届年会，“村小”特意安排新手教师与

台北政大附小同行同课献技，同曲而异工，予

人良多启迪。

“听说学校有个理念，叫‘小学当成大学

办’，起初很不以为然”，承担这次授课任务的

小陈老师颇受触动，“现在有点明白了，教小

学，没两把刷子还真不灵光”。

对此，“村小”《教学共识》的表述更直白、

更励志：“学段越低，学问越大。”

年轻教师非成长不可
该校的教学年会一年一度，每次都“不放

过”年轻老师。

在小年轻们看来，年会规模盛大，敢于年

会亮剑的，自然非高手莫属。但是校长可不

这么想！一直以来，校长似乎以“虐”他们为

乐——尤其每逢年会，必定安排年轻人独挑

大梁、登台“献演”。

骆校长有句口头禅——“非成长不可！”

“成长”就是被“虐”，“虐”就是反复打磨

教学手艺。

本届年会，数学组集体遭“虐”。回忆这

段经历，陈倩老师字里行间酸爽无比：“斯老

师会‘折磨’我们，折磨到‘体无完肤’。刚试

教完，推倒重构；重构完？恭喜，‘再来一

遍’！好不容易，试教完修改版，斯老师又冒

出新点子！好，再修改，再来。谢天谢地，大

功告成，全新改版香喷喷出炉。好，发送文

本，再拨通电话、请教。斯老师在电话那头已

经久等了——这头，心如撞鹿等待一个久违

的首肯；那边，斯老师又追问了：微课你们录

好了吗？这里语言还不够精准！过渡小结有

没有想好？这个要一句话一句话抠的！别别

别！先别急着试教，先想清楚了再说。自己

都没想清楚就试教，是对孩子的不尊重，是不

道德！一通‘斯’吼功，小伙伴们肝胆欲裂，立

马欢天喜地连夜组团开始连轴加班！”

这里提到的斯老师，是受骆校长特邀、专

门负责培养数学新手的驻校专家，省教研室

的小学数学教研员斯苗儿。和斯老师角色相

同的驻校专家还有许多，他们都是专为“村

小”教师成长特备的“增压加速器”。

不单年会竞技如此。日常教学，各种花

式“帮新”，各种切磋打磨，到处都有神一般的

存在：紧随大咖，升级；跨越学科，扩容。请进

学校来，送出国门去，扎进社区里，开脑洞见

世面，上天入地。

在“村小”，加速年轻教师成长配备的菜

单，堪称豪华。曾有人担忧：“辛苦培养成器，

流失了岂不亏大？”骆校长笑笑：“不怕他离

开，就怕他离开的时候不够强大。”

传递向上走的力量
四届年会连续接力，定格了“村小”教学

许多意味深长的瞬间——开场歌舞，永远唯

美浪漫，象征“教师与教学终生的恋情”；师生

演讲，永远神采飞扬，蕴藏教学非凡的生命

力；嘉宾沙龙，永远新锐犀利，永远谈笑风生，

犹如丁香满庭；宣布闭幕，永远是全校最年轻

教师的专利，代表教学薪火传递代代相承；散

场音乐，永远是嘹亮激越的冲锋号，展现破晓

的希望，激发无限憧憬⋯⋯

作为教学的“官方表情包”，“村小”教学

年会执著传递“向上走的力量”。良苦用心，

常令与会者慨然感怀、热泪盈眶。

本报通讯员 金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