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珍梅 实习生 任静

同层学生水平相近

教学更有针对性

早在2006年，青岛二中就开始走
班教学。该校学生发展一处主任严贤
付介绍，学生拥有行政班和教学班两
个班级，同一个行政班的学生可根据
不同兴趣在不同的教学班听课。经过
八年探索，学校于去年就物理和数学
两门学科，在高一探索“分层走班”。

“分层的目的不是说把学习不好
的学生甩掉，而是在遵照学生需求、尊
重学生差异的基础上，学生根据自己
的学习能力、学习方式、知识掌握程度
分别进入A、B班学习。”严贤付说，A班
教学注重引领和点拨，B班则更加注重
夯实基础。分层之后，同层学生水平差
别不大，教学更有针对性。

据悉，青岛其他高中也在探索分
层教学。如青岛十五中从本学期开
始，高一的数理化、高二的数理化以
及历史、地理，每一学科都分为三个
层级，不同层级教师按特点设计教学
方案，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课程表。

学生兴趣爱好

仍受制于高考指挥棒

由于区域间、校际间、不同学生群
体之间存在差异，目前很多学校的选
课走班在推进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完
善的地方。

根据新的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
起高考实行语数英三门学科全国统
考，历史、物理等六门学科任选三科计
入总成绩。青岛一高中校长坦言，目前
的选课走班还是在“文理倾向”大框架
下，相对稳定、易于操作的走班，距离
国家提出的“语数英之外，根据学生的
特长、兴趣任选三门”的目标还有一定
距离，而这主要是因为受制于高考“指
挥棒”。

该校长称，要实现真正的选课走
班，学校课程的设置要在现有的基础
上更加丰富，学生的选择更加多样，且
有足够的师资为学生提供选择空间，
评价也要多元。将来高考招生不再分
文理，双向选择之下，学生才能真正按
照兴趣和特长选课走班。

受文理分科影响

选课走班难全放开

带着家长的疑
问，记者25日采访
了多名省人大代表
和省政协委员，他
们就“综合素质评
价”到底该咋评建
言献策。

“近三分之一
的学生只会学习，
你让他们去玩，他
们都不知道怎么
玩。”多年教高三毕
业班的省人大代
表、莒南县二中教
师王美娇说，综合
素质评价应从孩子
入学起实施，如果
能够推行，对孩子
们来说是个好事。

省政协委员、
山东师范大学教务
处处长安利国表
示，首先要考虑如
何建立规范、客观
的学生个人素质资
料，而且必须是系
统的，而非一年甚
至一学期的。

“这一举措适应改革大趋势，避免了只看分
数的单一评价体系，总体来看更加科学”。省政
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安利国认为，
学生资料需充分反映个人各方面素质，必须长
期系统建立，而非一年甚至一学期。资料建立的
基础在中学，只有基础做好，大学才好用、敢用。

在山东省政协委员、临沂一中校长李世良
看来，综合素质中，学习某项技能是次要的，重
要的是学生思维方式和对技巧的应用，比如看
问题的全面性、深刻性、敏锐性等，还有学习能
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等。

“我们所说的活动课并不一定要以课堂形
式来进行，个性化的形式值得倡导和推广。”李

世良介绍，临沂一中学生活动课的课时可以达
到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左右，比例还可以适当再
加大。

“我们倡导学生全面发展，但学校给予的平
台尤为重要。”李世良认为，像钢琴、声乐、舞蹈、
播音主持等专业性较强的科目，中学老师不可
能完全满足教学需求，为了学生的发展，可以

“向社会来借或是购买各种专业辅导”。
比如，音乐分为通俗、流行、美声等多个类

别，美术更是丰富，学校可以向一些高校、社会
文化馆等机构聘请专业老师，根据学生实际水
平进行针对性指导，行之有效地帮助学生充分
认知自身能力、挖掘潜能。

综综合合素素质质成成““命命根根””
到到底底该该咋咋评评价价
代表委员支招：不同类型学生评价应有区别

如何更好提高素质？ 中学向社会购买专业师资

23日下午，济南十亩园小学一学生正在进行数学口语测试。目前，历下区小学语数英都已尝试口语测试。 本报记者 李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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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济南市天桥区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教研员巩晓雁认为，综合素质评价这一改
革如何具体实施，如何做到公平公正是她最关
注的问题。“学生的社会实践也存在限制，很多
社区、企事业单位不愿意接受学生参加实践。”

而对于“综合素质评价”，不少农村家长担
心自己的孩子不如城市学生“见多识广”，输在
起跑线上。

省人大代表、平原二中年级教研组长宫跃
喜认为，综合素质评价必须考虑城市和农村学
生的差异性。“比如参加社会实践，城乡学生可
能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
考虑，否则会造成对农村学生的不公。”

宫跃喜表示，综合素质评价目前在平原二
中已经实行，但学生三年的表现只占5分。“5分
的分值还不如做一道数学题分高。下一步随着
改革推进，应该逐渐增加综合测评的占比。”

与此同时，安利国认为，从道理上来讲不应
区分农村和城市学生，二者应该在同一体系内
评价，但农村和城市学生的体验的确不同，一些
评价标准对农村学生不利。“不过，农村学生也
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参加农村社会活动、生产劳
动等，也可纳入评价。”

“关键是评价体系的问题，不能‘一刀切’”。
安利国说，在考虑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应该有不
同地区不同招生类型的评价，侧重点有所区别。

评价怎样公平公正？ 城乡学生评价别用一把尺子

“综合素质评价比例加大，提高学生的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水平是正确的导向。”省政协委员、山东
建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陈华新认为，有了明确的
方向，剩下的就是培养机制和平台的建设。

说起农村学生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应对，陈
华新说，从山建大的毕业生来看，以美术设计专
业为例，多数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城市，真正去
农村当老师的很少，直接影响了农村学校教师
队伍建设。

省人大代表、莒南县二中教师王美娇也提

到了同样的问题，农村生活条件差，没有薪资待
遇的倾斜，优秀的年轻教师普遍不愿意到农村
任教。“对于刚刚毕业的女老师，一旦到农村教
书，找对象都有困难。”她说，给予一定的政策倾
斜，年轻教师或许会更愿意去农村。

目前来看，国家均衡县区教育让农村学校
的硬件设施慢慢跟上了城市的步伐。就此，陈华
新说，加强农村的学校建设，不仅仅是硬件的投
入，更重要的是政策上怎样支持、引导高校毕业
生，真正为农村学生的培养贡献力量。

农村娃差距咋弥补？“有形的手”引导年轻教师去农村

近日，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相继发文指出，要改革大学、高中招生录取方式，实行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相结结合的
招录模式，这让“综合素质评价”成了家长之间讨论的热词。

“衡量学生综合素质高低，肯定是个复杂的工程，到底该咋评？现在想起这个，就有点犯愁。两会上有很多来自教育领领域的
代表、委员，希望他们能就此谈谈看法，为我们答疑解惑，呼吁心声。”日照市开发区中学初三学生李澳的父亲李先生生，提出让
记者“帮个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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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前不久印发的基础教
育综合改革意见中，高中阶段扩
大学生选修学分比例，全面推进
选修走班制度是内容之一。目前，
青岛不少高中已全面推行选课走
班，部分学校还在此基础上探索
分层教学。

探索样本

按不同水平分班，解决了好学生
“吃不饱”、基础差的学生“吃不了”的
问题。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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