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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QIANJIANG EVENING NEWS

昨天，记者从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大会上获悉，杭州天长小

学获得500万元奖励，因为学校的一个课题，获得了2018年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这项荣誉可了不得，是国家基础教育领域的全国最高

奖。浙江省一共获得了两个一等奖，天长小学作为唯一的一

线学校研究单位名列其中，另一个获奖的是省教育厅教研室

的《基于综合视野的英语阅读教学改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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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建伟

在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大会上，各种表彰先进、优秀的项目

里面，多了一个新项目——荣誉思政教师“红梅”奖。今年首

次获得这个奖项的有两位思政教师，一位是杭州市服装高级

中学的魏光波，另一位是杭师附小的孙丽女。

这是上城区首设这个荣誉奖项，在杭州市也是第一次。

每人5万元
为优秀思政老师设“红梅”荣誉奖

天长小学的这个课题叫做《一个模子不

适合所有学生：小学差异教学的实践研究》，

历经 5 任校长，研究做了 30 年。上城区教育

局一位工作人员感慨道：“从1990年开始做，

校长换了四五任，老师换了一批批，获此殊

荣，实至名归。”

天长小学对“差异教学”的研究始于

1990 年，相继进行“差异教育实验的理论构

想”、“基于差异的教育”等多项研究，形成了

“天长没有差生，只有有差异的学生”核心理

念，为班级授课制条件下实施个性化教学、尊

重每个学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此之前，天长小学的这项研究成果先

后获得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浙江

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数十项奖励。

天长小学校长楼朝辉用“厚积薄发”来总

结这次获奖，作为研究课题的第5任带头人，

楼校长认为，“获奖是对我们坚守路径的肯

定，对我们探索深度的褒奖。”

在 30 年的坚守当中，天长小学不断对

“差异教育”进行研究。楼校长说，上世纪 90

年代，天长小学开展了适合学生差异教学组

织形式的变革；为促进每位学生最优的发展，

2000年后，学校开始探索适合学生差异的课

程内容的提供；2010年后，努力为每位学生的

差异性提供系统性的指导；2015年后，构建基

于核心素养的学生差异成长生态系统⋯⋯

“实际上，2008年我刚接任校长时，曾经

陷入过迷惘和思考。”是否要在新课程改革迎

面而来的新时期继续已经有一定成果的差异

教育研究？楼朝辉最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让传承与创新、坚守与改革‘和谐同

处’，只因紧紧围绕了‘学生发展’这个目标，

这是最重要的研究发展取向。”

对于500万元的奖励，楼校长早就心中有

数了。“这是上城区教育发展基金会奖励给我

们这个课题组的，能获得这么一大笔奖励，是

对天长小学‘差异教育’研究30年的肯定。”

记者了解到，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发展基

金会成立于2005年，每年都会资助上城区的

优秀课题、学校的发展，每年都会奖励上城区

的优秀教师、团队和科研成果。

天长小学获得的这个奖项，是基金会中

一个关于学校发展“春竹”资助项目，资助标

准中对于重大研究项目的规定如下：全国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一次性

资助 500 万元；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二等奖获得者，一次性资助300万元；全国教

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得者，一次性

资助120万元。

记者获悉，此次除了天长小学获得 500

万元奖励外，杭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和时代

小学同时获得了 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获得基金会奖励300万元。

昨天，杭州市上城区召开教育大会

要获得这个奖项需要满足4个申领条件：

1、中学教师担任思政课教学年限满20年，

且在上城区担任思政课教学年限不少于12年；

小学教师担任思政课教学年限满25年，且在上

城区担任思政课教学年限不少于15年。

2、曾获得过区教坛新秀、区学科带头人

及以上称号。

3、近三年在专业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

公开发表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或在市教学专

题论文、科研成果评比中获三等奖及以上（限

本学科）。

4、担任思政课教学期间，班级管理和学

生德育工作受到学生、家长、同行一致好评，

从教期间无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

教龄已经26年的魏光波告诉记者，职高

的“思政课”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与

法律、经济政治与社会、哲学与人生等内容，

统称“德育”课。与普高的“思政”课不同，职

高的“德育”课更贴近中职学生的实际情况，

注重教育教学的生活化、活动性。

“中职德育课教学，如果只是单纯的理论

学习，很难提起学生的兴趣，必须要将理论学

习、思想品德教育融入生活，贯穿于活动中，

将知识潜移默化地教给学生，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实现我们立

德树人的目标。”魏老师说。

为了让课堂更有“料”，魏老师参加了许

多社会活动，比如参加上城区社区学院的成人

公民课教学，担任上城区人民法院陪审员等。

“我在上城区人民法院当陪审员已经有十多年

了，这既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为我的

课堂增添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素材。”魏老师说。

杭师附小的孙丽女老师是小学荣誉思政

教师“红梅”奖的获得者，同样教了26年。在

她看来，想要上好“思政课”，教师必须与时俱

进，既要做好积极学习、善于钻研的“小学生”，

也要当好“身正垂范、引领成长”的“大先生”。

“上好思政课要做到两件事，一是了解学

生，二是用活教材。”孙老师说，现在的学生眼

界开阔，思维灵活，个性突出。所以老师想要

把有意义的内容上得有趣，就必须了解学生

的成长规律，灵活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不断

开拓自己的视野，将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适时

引入课堂，让思政教育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孙老师还发现，相较以前，现在的教材中

关于规则、公民、法律的内容越来越多，尤其是

小学六年级的课本，几乎所有的章节都和法律

有关，而这些内容有很强的专业性，对于老师来

说需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同时还要结合实

际，用对话、辩论、演绎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

学生去了解认知，让抽象之事变得有滋有味。

记者了解到，获得这个奖项的两位教师，

由上城区教育发展基金会奖励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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