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暑假，新民晚报教育工作
室“学生通讯员培养计划”将正式启
动。自 !月主办方向一些学校发布
打算在全市中小学“校园通讯站”基
础上培养并常设一支优秀学生通讯
员队伍、优秀教师通讯员队伍的计
划以来，短短 "个月，来自本市小
学、初中、高中学校校长们推荐的师
生材料多达好几千份。为保证更好
的质量，我们先“优中选优”挑选出
一百多名“综合能力”优秀的学生代
表成为“"#$!首批学生通讯员”培
养对象。这个暑假在专业媒体人的
带领下，这些优秀学生将学习学校
里学不到的、但社会所需要的一些
重要技能，走近媒体，快速提升自我

综合素质能力，这必将是一段“非
凡”而又“难忘”的体验。

走出学校
专业知识让你赞
文字功底，摄影技巧，你的潜能

有多少？许多学生有在学校办文学
社、校报校刊，甚至广播台、电视台的
经历，但走出学校，走进社会，才会发
现差距。我们会邀请报社专业文字记
者、摄影记者、新媒体摄像记者等进
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指导”“实战”
等，讲解写作要领和拍摄技能，在掌
握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通讯稿写作
能力及图片表达能力，为孩子们提供
一个展现、实践自我的发布平台。除

平面媒体以外，广播台、电视台的知
名媒体人士可能也会来客串，解读新
闻真谛，分享媒体人的“喜怒哀乐”。

走近媒体
实践活动真精彩
没有课桌，没有纸笔，课堂会去

哪里？大自然、展览会、博物馆、各种
活动现场，是学习实践摄影技巧的
好地方；神秘的报业大厦、报纸排版
间、媒体工作室、新闻直播间甚至报
纸印刷车间说不定也会向学员敞开
大门。带着油墨味刚出版的报纸、直
播间录制的短片、专业摄影记者指
导下的优秀照片作品都会成为你值
得珍藏的纪念品，更会有意想不到

的采访机会给予学生。

走向舞台
小媒体人放光彩
传统纸媒，新媒体平台，展示舞

台有多大？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特
别开辟“校园通讯”版块，作为上海
市拥有 $%& 万份发行量的新民晚
报，将为学生通讯员提供最大舞台。
优秀学生有机会采访到各个领域的
“大人物”，好作品有机会登上报纸
版面以及“上海第一教育”的新媒体
平台。对经过“考核”的学员，我们将
颁发“新民晚报（优秀）学生通讯员”
荣誉证书。在展现各个学校风采的
同时，也让每一个小媒体人的自身

价值得以展现。
没能进入首批培养计划的学生

怎么办？新民晚报学生通讯社、学生
领袖团致力于通过专业知识授课、社
会实践活动以及展示平台的提供，激
发学生内在潜能、为学校培养合格在
校优秀通讯骨干。今年暑假只是一个
开始，我们会继续扩大上海市校园通
讯站学生通讯员、教师通讯员的队
伍，另外，对于没能获得学校推荐的
学生，我们也开放了少量名额给“学
生自荐”通道，欢迎关注并回复“上海
第一教育”微信（微信号：'()*+*），
索要“邮件地址”，邮寄或 ,-./0 等
方式递交“自荐”材料给我们。

! ! ! ! ! ! !上海第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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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晚报教育工
作室“上海第一教育”
微 信 （ 微 信 号
'()*+*）：《上海市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
出，未来上海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理念是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作为一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如何来践行这一核心理念？

上海子长学校! 践行这一核心理念，传
统的“秧田式”课堂座位排列和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必须改变。日本东京大学教
育学教授佐藤学提出了以协同学习为核心
的“学习共同体”理论与字长学校的核心研
究项目不谋而合。在 "%%1年我校就确立了
《培育和谐互动的学习共同体，推动学校的
整体改革与发展》的学校核心研究项目。在
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支撑是佐藤学的
“学习共同体”理论；活动系统则是在课堂中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

上海第一教育!传统“秧田式”课堂座位
排列是个很有趣的说法。在贵校实行的“学
习共同体”理论中，如何让课堂排列显得更
为合理的？

上海子长学校!在实行过程中，我们将
班级分为 !人一组，两男两女，交叉而坐，不
出现 "人的小组。桌子排成凹字形，越集中
越好，整体感非常重要。同时组合还要考虑
学生的性格、知识和能力水平。这样的桌椅
摆放与学生小组成员组合、搭配，使他们围
坐在一起时能比较融洽、舒适，这为课堂中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上海第一教育!教育公平化这个话题一
直以来非常受大家重视，子长学校在“学习
共同体”中如何让教育公平化得以体现？

上海子长学校!学校专门培养学生互相
尊重，尤其是对学困生。使学生在心理上形
成平等、和谐的观念；在小组交流过程中，小
组内可以有不同的声音。这样能很好的培养
学生合作的意识，为学生学习机会平等、公

平提供了心理基础。
上海第一教育!小组合作和个人完成似

乎存在着一种矛盾。在小组合作模式中，如
何保障学生在这样一种模式中能够有个人
提高呢？

上海子长学校!提出挑战性问题，是开
展小组合作学习个人提高的首要条件。在设
计挑战性问题时，教学内容是设定在比通常
教学水准更高的层次上。否则，“上层”学生
的学习不能形成。同时通过开展小组合作学
习，通过与“上层”学生的交流，学困生也得
以提高。在实行过程中，学校对“挑战性的问
题”的特征、作用、设计、实施等方面进行了
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在
挑战性问题的设计与实施方面更有实际意
义。这种基于问题挑战的学习，能激起学生
内在的学习动力，使学习变得有意义，吸引
每个学生参与，避免掉队。

上海第一教育!课堂共同体是否会产生
学生评价上的难度？如何更准确评价小组合
作学习中的每个学生呢？

上海子长学校!合作学习的评价与传统
的评价有所不同。教师从不横向评价学生，
都是纵向评价，关注学生个人前后的变化，
尊重每个学生的特质，同时小组集体共同参
与评价，这样能激发每个学生向更高、更好
的方向去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学习
成功的喜悦。

学校荣誉

! 红十会!"#$!项目先进集体

! 全国书法示范学校

! 全国美育实验学校

! 全国电影课题实验学校

言言

! ! ! !由香港理工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田家
炳中学联合举办、香港田
家炳基金会赞助的“共创
成长路”22田家炳青少
年正面成长计划国际会
议上周在上海田家炳中
学顺利召开。让我们跟着
新民晚报教育工作室的
视角，一同去感受这套
“大陆版”港式德育课程

为学生们带来的影响力。

融合和架构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你会做些

什么？”“你剩下的生命不是三个月而是 "!小
时，你的选择会改变吗？”“你在生命中最后的
"!小时，只能保留其中三个选择，你会怎样选
择呢？”“是不是一定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
才能意识到最重要的？”“你觉得对自己来说最
重要的是什么？”这是在上海田家炳中学“共创
成长路”德育主题教育展示课上给孩子们思考
的命题。“如果我的生命还有三个月，我希望能
够尽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如果只有 "!小
时了，我更希望能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因
为我的生命是他们给予的。”学生的回答着时
让听课的每一位专家感动。教师针对六年级学
生在多元选择疑惑和价值判断模糊的难点问
题，通过特定的虚拟场景的模拟，让学生通过
特定场景的感知和体验，在尝试进行多项选择
的过程中，初步感知人生的重要价值，从而对
生命意义有正确的认知。

悦纳与品识
何谓“共创成长路”？“共创成长路”是一种

青少年培育计划，也是一种青少年全人（全面
发展）发展模式，是华人社会里第一个系统全
面的青少年发展计划。课程总设计师香港理工
大学石丹理教授和华师大韩晓燕博士表示，

“这套大陆版港式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设
计，初中生是一个人发展的关键期，这个时期
青春期来了，人的独立意识”强烈“觉醒，内心
冲突趋强，走向显性，一切处于不稳定中，这个
时期的引导是否得当关系重大。这套课程充分
考虑了初中生的年龄特征，根据人一生需要的
主要能力，设计了学生发展的 3个目标和 $&

种关键能力，强调学生融入课程，很生活很实
用。”课程在实施试点中借鉴了港版相关教材
的理念和策略，经过本土化和校本化的改造，
以学生喜闻乐见和积极自主参与的形式，通过
学生的参与、活动、体验、选择、判断等方式，提
高学生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在增强
德育实效性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其中学生
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的方式，对学校的管理和课
堂教学模式的改革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分享与辐射
“共创成长路”自 "%%1年起，已在全港二百

多所中学推行，至今受惠的学生已达十多万人，
是近年来在香港影响较大的德育研究项目。近
三年来，在向上海、苏州、常州、扬州等四所田家
炳中学进行课程实施试点的推进过程中，取得
了重要阶段性成效。
上海田家炳中学王曙校长表示：“学校将进

一步发挥共创课程实施的示范引领效应，改革
学校德育模式，切实提高教师的德育能力，不断
探索提高德育时效性的有效途径，使‘共创’的
种子在闸北乃至上海生根、发芽。”目前，上海田
家炳中学的这一德语课程已在区域学校产生了
较大反响。在 "%$4

年 &月开展的“闸北
教育巡礼”活动中，
上海田家炳中学的
“共创成长路”作为
唯一的德育课程，赢
得了上海近 &%家媒
体的特别关注。

陈乐

桩基我们打 桥梁大家架
2014年新民晚报学生通讯员今夏正式诞生

感悟生命“共创成长路” 课堂学习共同体：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访上海子长学校校长 黄宏慧

"日本知名学者佐藤学访问上海子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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