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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通讯

! ! ! !闵行区汽轮小学创办于 !"#"

年，与共和国同龄，原是扎根于上海
重工业“四大金刚”———老闵行地区
的一所厂校。世事变迁，学校虽几易
其名，数改归属，但“汽轮”二字却始
终留存。$%余年发展历程中，汽轮
小学如一列充满动力的“机车”，承
载着学生与家长的梦想。如今她更
是加足马力，向技术引领变革的教
育新目标急速飞驰。

一件贴心紫马
甲!带热家校互动
浏览汽轮小学的影像资料，身

穿“紫马甲”的家长身影总是频频出
现。经介绍，原来这正是学校办学特
色家校互动的缩影。&%'!年，学校
主动加入上海市“基础教育阶段家
校合作架构与运作机制的实践研
究”项目组，探索家校合作。

学校内涵发展想要智慧“转
身”，汽轮小学认为需要对教育主体
进行“家(校”的合作式管理，此时
“紫马甲”应运而生。经数年发展，架
构起“参与决策部、课程督导部、安
全护校部、乡韵传播部”等九个管理
单元，各职能均由家长投身参与，实
践管理，助推孩子成长。
“身披紫马甲的这几年，女儿与

我都经历了蜕变”，毕业生赵华悠扬
的妈妈华艳告诉我们：“女儿原本性
格内敛，经过一次次家校互动，女儿
渐渐打开心门，不但热心于学校活
动，而且母女关系也日益升温。”
进入新世纪，随着上海城市的

结构转型，学校生源也出现变化。
“来自外省市的学生逐年增加”，校
长王培颖介绍：“&)'*年，来自全国
各地 '+个地区的孩子占总学生人
数七成。”面对新形势，“紫马甲”们
即刻行动，利用来自五湖四海的特
点，家长们亲自将“小学校·大中国”
的乡土文化课程带入校园。拉面、剪
纸、秧歌……一时间，家校互动的热
度达到顶峰。

一个虚拟化门
户!拉近家校距离
新媒体技术正改变着生活环境

和学习方式，也为学校开展家校合
作提供了新的契机。汽轮小学的教
育人扪心自问：如何发挥新媒体在

家校合作中的效能？如何凭借新媒
体技术载体建立与家长间的良好合
作关系？为此，基于新媒体技术的
“家校互动网络门户”成为了联系
“家与校”间的一条全新“纽带”。

“学校的伙食能否符合孩子的
胃口，饮食卫生又是否达标？”一年
级新生孔令轩的妈妈严嘉羚在孩子
入学前稍显担忧。新生培训时，“紫
马甲”们指导严妈妈在手机上关注
了“家校互动的微信门户”，打开界
面，孩子的午餐食谱还有卫生标准
一目了然，这让严妈妈的顾虑顿时
烟消云散。

家校互动网络门户不但化解
“小顾虑”，还解决过棘手的“大问
题”。去年，汽轮小学老校区推倒重

建，全数师生都搬迁至临时校区进
行过渡。通过网络门户的及时公告，
那些平时因工作繁忙而无法抽身参
与“紫马甲”行动的家长也能够及时
了解最新情况，这让他们对学校办
学的“特殊时期”表示理解与认可。

一套个性化体
系!记录家校共育
“学生因先天素质、后天环境和

教育影响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这
是毫无疑问的。”汽轮小学教师谢晓
东在数十年的教研经历中深有体
会：“‘一刀切’式的教育，不可能是
优质教育，这样的教育也无法促成
学生的个性发展。”
作为华东师大叶澜教授创立的

全国“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合作研
究校，汽轮小学深耕家校互动，担纲
市级信息化课题———《家校共育机
制下，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教师家
庭教育指导能力的实践研究》，借助
技术革新，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追
求师生真实的生命成长。
有赖于前期“紫马甲”奠定的家

校互动基础以及学生电子成长档案
的使用，校方开始实践基于学生成
长的个性干预。
通过学生电子成长档案的数据

集成，学校进行大数据分析，将个性
化数据分类为“身心健康、学业水
平、个性技能和成长体验”四大维
度。通过数据积累，教师分析出学生
需要加强的领域，向学生提供指向
明确的教育服务。
家校共育，融合共生，对于学生

的个性化干预缺不了家长的支持。
定制化的“学生个性化干预”手册每
周都会发放到家长手中，实现学校
与家长两方联动。“这本小手册，让
我清晰地找到了孩子的学科弱点”，
四年级学生董雨涵的妈妈祝晶说：
“结合家校互动中的家长督学体制，
通过进班听课及个性化干预的双管
齐下，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得以提升。”
汽轮小学利用信息化夯实家校

共生“土壤”，引导学生个性化干预，
这些教育上的创举真正使学校实现
了“智慧转身”。在校长王培颖看来：
“这些都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我的
孩子，为了我们孩子的共同成长。”

新民教育中心 言言

! ! ! !复兴高级中学的改扩建工程已
过半年。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栽树”时期，不得不面对在外校
过渡的许多困难。高一高二在虹口
区教师进修-北区.学院上课，高三
学生在虹口区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
心学习，教学硬件条件困难、校内设
施不足、学部间支援受限、交通与安
全问题……如何“熬”过“艰难时
期”？复兴高级中学高三学部在陈永
平校长的关心和指导下，于逆境中
捕捉到了发展的契机。

扁平化办学紧密型管理
一所学校的凝聚力分散易、聚

合难，分隔两址，更带来了管理上的
困难。为此，复兴高级中学将每个年
级创建成学部，通过扁平化管理来
减少中间管理层次、减少信息在传
递过程中的失真，通过实施权力、目
标和任务分解，强化责权对等的分
权式管理，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管理效率的目的。据悉，学部有一定
的人事选择权，可实施课程方案设
计、自行组织安排活动等。
搬至过渡校区后，高三学部推

行紧密型管理。考虑到安全问题，学
生中午不得外出，下午有多样化安
排；班主任家校沟通更加频繁；任课
老师必须进行教学追踪、作业登记。
各科老师每周集聚一堂，统筹多门
学科，分析学生整体情况。如此一
来，师与生、教与学更加紧密。
复兴高级中学副校长、高三学

部负责人符杰普告诉我们：“积极要
素的组合式管理是教育创新和能量

的来源。虽是多年来‘复兴’最苦的
一届高三，但通过自身努力，依然可
激活老师的责任心、能动性、积极
性。”

因材施教课程作业分层
一所学校最美的“风景”应该在

课堂中。复兴高级中学的高三课堂
可谓丰富绚丽，针对学生们不同的
学习需求，利用紧密型管理契机，在
日常行政课之外，还有的放矢开设
三门课程：培优课程面向自主招生
的资优生、春考辅导课程针对 '月
春考生、弹性分层课程适应中等及
学习困难的学生。既为平时“吃不
饱”的学生提供培优知识，也为学业
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个别化辅导。高
三年级组长张燕老师称：“特别为高

三定制的课程分层更细，针对性的
因材施教更能满足学生充分发展。”
课程因材细分了，作业也要改

革。在复兴高级中学，作业也是分层
的。各备课组将学科内容和难度作
区分，在充分分析学生情况的基础
上，设定侧重点进行分层作业。学生
张亦驰说：“高三最讲究时间成本，
作业分层之后学习更有针对性，效
率大大提高。”

德育之花与教学同绽放
既来之，则安之。学校可以过

渡，学生决不能“过渡”。复兴高级中
学在积极“啃”下高考这块“硬骨头”
之余，还不忘影响学生一辈子的德
育课程，在行为规范方面决不放松。
过渡校区所在的场中路凉城路交叉

口，场中路一侧人行道的缺失导致
过马路存在安全隐患，为此，全体学
生按学部制定的规范路线过马路，
培养遵守规则的意识，将不利因素
化为进行德育教育的素材。
无独有偶，学校特地为高三学

生每周开设心理课程，舒缓高考
压力。复兴高级中学的心理课程
可追溯到 '"+"年，高一每周必修、
高二选修。副校长符杰普称：“考虑
到搬迁校址给学生带来的心理落
差，特别为高三学生定制心理课程，
内容包括挫折疏导、时间管理、生涯
规划等。”
在曲折中前进，复兴高级中学

办学中整合资源、转化困难，过渡期
也能成为发展期。

新民教育中心 陈乐

信息化家校互动 学校智慧转身
闵行区汽轮小学利用信息化夯实家校共生土壤

化解困难抓契机 整合要素施新法
———复兴高级中学高三学部逆境成长之路

复兴高级中学校长 陈永平"

高中教育真正的使命是什

么!在我看来"高中教育要让每

一个接受教育的孩子" 有长远

发展的持久动力# 好的学校应

该是师生生命$ 情感和幸福的

共同体" 应该为学生的多元发

展铺设立交桥#

基于复兴高中的%求真&精

神" 我们学校的每个生命体都

是主人" 师生有充分的选择权

和参与权' 每个人都努力成为

完整的人" 师生都在追求成为

最好的%自己&#此外"高中教育

要做的就是架起多元发展的立

交桥" 把学生导引向不同的但

一样成功的道路# 在某种意义

上说" 高中应该成为学生人生

中的通衢" 学生在这里经历一

段独特的人生历程" 然后走向

各自幸福的未来#

#校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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