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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聊城市小学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暨阳谷铜谷小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现场会在阳谷铜谷小学召开。
铜谷小学的学生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各种“高大上”的特长，比如：沙画、架子鼓、古筝……
让人想不到的是，学习这些特长的多是农村孩子、留守儿童。
在人印象中，孩子想学一门特长，需要花费很多钱报兴趣班。现在农村的孩子能免费学习特长。瞬间觉得聊城

的小学教育好高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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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26日讯(记者 邹俊美)
23日，聊城市小学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暨阳谷铜谷小学课程建设与教学现场会
在阳谷铜谷小学召开。聊城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正县级督学、聊城市教育教学质
量推进领导小组组长田凤奎等领导及市
教育局小学教研室全体成员，各县(市、
区)教育局分管局长、小学教研室主任，
城区小学校长、业务校长及部分学科骨
干教师等总计6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人员参观了铜谷小学的社团活
动教学建设，观看铜谷小学教学成果展
示，之后举行了会议。会议由聊城市教育
局小学教研室主任冯明才同志主持，阳
谷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兆建同志致欢迎
词。田凤奎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田凤奎在讲话中提到，为加强教学
质量提升，教育局成立了教学质量推进
领导小组，小组成立以来，小学组织一系
列活动，很有成效。阳谷不到一个月，组
织三次现场会议，全市都应积极向阳谷

学习。
参观了铜谷小学社团活动后，田凤

奎很有感触。他说：第一，铜谷小学能拿
出一栋楼来当社团教室，这充分说明铜
谷小学对教学质量和素质教育的重视。
第二，教师的积极性充分调动，每一个老
师都有特长，都争当特长老师。铜谷小学
把各科老师都利用起来，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第三，学生的
积极性得到很大调动，学生在学专长时，
非常阳光，非常自信。孩子的特长得到发
现和发展。

田凤奎还指出，小学非常重要，全市
小学都要重视教学质量提升，不但教会
孩子读书用脑，还要教会孩子动手创造，
教育教学中要让孩子把学习和实践结合
起来，培养和保护孩子的兴趣。

田凤奎对到会其他学校提出要求，
他说，其他小学都应认真学习铜谷小学
做法，重视素质教育，将自己学校的素质
教育做出特色！

聊聊城城召召开开小小学学教教学学质质量量全全面面提提升升会会
要求小学不但教会孩子读书用脑，还要教会孩子动手创造

有关领导参观铜谷小学社团活动。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铜铜谷谷小小学学让让农农村村孩孩子子免免费费学学习习特特长长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铜谷小学始建于2014年9月，学生全部来自于祥光铜业工业园及周
围村庄，农村留守儿童多。2014年10月份，学校开始建立学生社团，由最
初的5个社团发展到今天的45个社团；由开始的5位音体美社团教师发展
到全校老师人人学特长，人人教社团。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大力整合国家
课程及校本课程资源，充分发挥教师才能，尊重学生兴趣，目前已形成拓
展型、探究型的“课程超市”的架构网络。

挖掘教师潜力

数学老师也能教快板

校长杨希玲介绍，学校针对青年
教师多，有智慧有活力的实际情况，深
挖教师潜力，调动教师积极性，加大对
教师课程开发力度和课程开发能力培
养，20余次聘请相关专家到校进行课
程专业指导，引导教师进行课程开发
与专题研究，不断丰富学校“课程超
市”的内容与质量。

目前，各学科均涌现出一批能在
课堂教学改革和新课程教材改革上，
具有一定教科研能力的智慧型教师。
在这批优秀教师的带领下，教师们对
课程校本化有了进一步理解，也促进
了教师专业化发展。

学校教师都争着做社团教师，杨
希玲说，快板社团的老师是一名数学
老师。

记者见到了这名教快板的数学老
师石海英。她说，刚接到快板社团时，
就像接了一块烫手山芋，因为自己不
会快板，为了教好学生，她对着网上视
频练，在枕下放了一副快板，每天早上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练快板，练的手臂
疼的抬不起来。怕自学不专业教坏孩
子，她还专门找到阳谷快板大师学习，
大师对她的技术做出很高评价，说她
已经达到专业水平。

石海英说，学校开展社团活动，不
仅让孩子学特长，也给老师带来了学
习特长的动力，学会快板以后，不少地
方邀请她去表演。这也成了让她感到
自豪的事。

在铜谷小学，还有很多像石海英
一样的老师。

建章立制

让学生按兴趣选择学习

为了推动社团活动有序发展，铜
谷小学给每个社团都制定了一套完整
的管理章程和考核方案，建立学校课
程考核小组，次次有记录，回回有反
馈，堂堂有评价。

目前正在探索学分制的课程管理

(结合小学生综合素质考评)评价方
法。

为了规范社团活动的开展，2016年
初，铜谷小学把45个社团统筹为九大
类，即手工类、美术类、音乐类、体育类、
科技类、实践技能类、社会人文类、益智
类等九大类。比如：美术类，分成花猫艺
社、画之窗、丹青墨语、翰墨书苑等6个
社团；音乐类，又分成空山鸟语、风雅陶
笛、丝竹之韵、手指芭蕾、擂音社、若兮
筝社、夸夸其谈等11个社团。每个社团
设置的这些既有趣又艺术性的名字，都
是老师和学生共同构思的。

杨希玲说，学生每学年开学，根据
自己兴趣、爱好和特长，根据学校提供
的课程信息或菜单，在“课程超市”中
自主选择课程，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教
师对学生的选择进行指导与帮助。学
习两年后，可以选择新的特长学习。

融会贯通

让每位同学都有特长

社团活动紧紧围绕三维目标，以
教与学为切入口，既传承行之有效的
各种教育教学模式，又创设以创新为
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努力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学习自主性和创新意识。每
个社团课程不但遵循学生学习兴趣及
规律，还注重把经典文化融汇在手工
制作中，如：沙画社团，在画山水画前，
让学生收集关于赞美祖国山河的诗
词，课堂上先交流，再作画，这样不但
学到了绘画技能，还学到了文化知识，
培养了丰富的情感。

杨希玲说，经过两年多努力和探
索，学校社团课程建设不仅拓展了校
本课程，丰富了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更
是激发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
动性，培养了学生健康的个性发展、顽
强的意志品质、团队合作精神与处人
做事能力。很多社团的学生参加省市
县的文体活动均取得可喜成绩。

社团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学习生
活丰富而充满生机，学生不仅在特长
上得到培养，在品格、意志等综合素养
上都得到全面提升，一个充满自信、拼
搏和快乐的学生团队正在形成。

数学老师石海英在教孩子们快板。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