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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来信

热点追评

漫画 严勇杰

从夜校班走热
想到了课后服务

“在上班和上进
之间，我选择上夜
校。”新年伊始，苏州
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夜
校班，吸引6000多人
报名，近六成在35周
岁以下。“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成了不少
年轻人的时尚选择。
有专家认为，高校开
夜校“出圈”，在满足
当下社会青年多层
次需求。
（3月13日《半月谈》）

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笔者看
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中小学
办课后服务与高校开夜校有着相通
之处，即都要在正常教学时间之外
满足特定学生的特殊需求，进一步
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从中汲取营养。

笔者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一是贴近学生需要。学校开
设课后服务具有两大任务，一是
辅导作业，二是培养兴趣特长。前
者学生大有需要，教师通常也能
做得很好，但后者学校普遍存在
方便提供什么课程就开设什么课
程、学生选择范围偏窄的问题。在
这一方面，夜校班办法是：经过问
卷调查等分析准备课程，动员“大

牛”博导开课，选聘校外师资补充
教学力量……中小学在改进课后
服务管理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
这些做法，开发更加丰富的服务课
程供学生选择。

二是坚持内容为王。改进课
后服务质量，选定课程只是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落实上下
功夫。比如，传统文化学习这门
课程可教可学的内容就有很多，
但结合地方资源、教师特长、学
生偏好等来看，学校能做的选择
并不多，这就要求，学校在项目
确定与项目管理上下真功夫，不
能完全由着教师在传统文化这
个大的框架内“自由活动”，而落
实到教师个人，则要求教师做好

课程计划和教学落实，让学生在
一步一个脚印中学到实实在在
的东西。

三是开设公共大课。课后服务
增加教师负担，这是必然。减轻主
要授课老师的负担，推动课后服务
长期发展，学校可以开设一些公共
课程上大课，让那些轮休不足的教
师得以休息。比如，针对学生社交
礼仪不足，心理解压、防诈反诈能
力欠缺等问题，学校可以组织专长
老师开大课；为了检验课后服务阶
段性成果，学校可以每隔一段时间
举办一次展示展演、比赛竞赛活
动，让日常难以参加课后服务辅导
的学校管理者也来当主持、唱主
角，等等。 张小军

职业教育
如何向“新”而为

新质生产力，是当下的社会热词，
它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
当代生产力，简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
力。

作为一个从事职业教育多年的工
作者，笔者由此想到了教育，想到了人
才培养。产业的转型升级靠的是高技能
人才，而职业教育，则是培养高技能人
才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职业教育
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这里，
我结合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
聊聊职教如何向“新”而为。

首先，专业设置要与时俱进。在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地方都面
临调整经济结构及产业转型这一挑战，
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结构
性改变。所以，各职业学校要针对地方
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
化，以契合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让专
业设置向“新”而行。特别是要针对地方
经济的发展趋势，做好前瞻性专业的设
置。

其次，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深度
的校企合作需找到校企双方的“共赢
点”，即通过订单式培养让职业学校成
为企业的人才摇篮。在订单式培养过程
中，学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把
学校搬进工厂，把课堂搬进车间。深度
的校企合作能让学生看到真实的产品，
接触到最新的科技，学习到前沿的技
术，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也能为职业教
育赢得更好的口碑。

再次，协调好技能大赛“参赛”与常
态化“教学”的关系。技能大赛的赛项对
技能人才的培养具有风向标的作用，因
此深受各职业学校的重视。但是，参加
技能大赛的师生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
学生要在常态化教学中培养专业素养。
所以，不要因为极少数人的参赛而影响
教学，而应通过比赛促进教学，全面实
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研。

最后，把每一分办学经费都用在刀
刃上。国家很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对职
业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部分职业学校
并不差钱，但有些学校却未能把钱用在
刀刃上。例如，把很多经费用在各种比
赛及项目申报上，投入到常态化教学的
经费受到挤压；部分数百万元一台的实
训设备未能有效利用，甚至长期闲置，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各职业学校
要认真进行经费预算，用好每一分钱、
用好每一台实训设备。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职业教育应在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一社会背景下，明确自己的职责，知
道自己该做什么？如何做？明确向“新”
而行的赛道，为向“新”而为积蓄提质升
级的澎湃力量。 吴维煊

小学生综合评价怎么改？镇海
区实验小学进行了探索。3月13
日，以上线发布“五育融合+”的智
慧评价系统为标志，意味着从上个
学期开始试行的全新评价体系正
式开启。该评价体系包含了美德品
质、勤学善思、身心健康、艺术修
养、劳动实践和创新素养六个方面
的过程性评价，学生只要刷脸就能
在一体机上查看自己的得分情况。

（本报今日A04版）

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在
评价体系。有人把评价体系改革视
为“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评
价体系改革成功了，其他方面的改
革就能顺利推进。这些年，各地学
校都在尝试推进评价体系改革，成
绩可圈可点。其中，镇海区实验小
学的改革令人眼睛一亮，其特色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突出过程性评价。与其
他门类的评价一样，中小学生的

评价以往都沿用终端性评价，往
往是临近期末，班主任根据学生
一学期的表现给出一个总体评
价，过程评价多被忽略。而镇海区
实验小学巧妙地设计了一棵智慧
树，将学生的表现比喻为一颗种
子，从破土发芽到长成小树再到
长成大树，相应地以 50 分、100
分、200 分等积分制来呈现，实现
了全过程评价。

二是注重评价维度的全面性。
从设置的单项荣誉（“美德之星”

“乐学之星”“健康之星”“才艺之
星”“实践之星”“创新之星”）中可
知，该校并没有将学习成绩置于特
别突出的位置，而是综合考虑了学
生个体发展的不同维度，进行综
合、系统、全要素的评价。

三是注重评价的公开、公正、
公平。这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得以建立智慧评价系统，让评
价可视化，学生、老师和家长在
PC端、手机端和一体机端都可查

看某生即时的评价信息，以评价
方式的可视化，确保评价结果的公
正、公平。

四是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传统的学生评价机制有一大弊端，
即评价主体非班主任莫属，班主任
掌握评价大权难免影响评价的客
观、全面和公正。镇海区实验小学
正在探索的让评价可视化很好地
规避了这一弊端。如学生平时的行
为礼仪、体育锻炼等表现交给首导
二导评价；学生在课堂、作业、学习
成果等方面的表现，由学科老师评
价；校外拓展、志愿服务、居家劳动
等表现由家长和老师共同评价，实
现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如此，更
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公信度。

让评价可视化，归根结底是为
了让孩子的成长可视化，当孩子能
在智慧树上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成
长足迹，其产生的正向激励效应胜
过任何书面评价。

李太牧

让评价以公平且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