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援疆，打好“组合拳”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九月， 新学年开始了。 今年是上海开展对口
援疆 20 周年， 是全面实施 “十三五” 援疆规划、
助力喀什地区扶贫攻坚的重要一年， 也是上海第
九批援疆工作的开局之年。

自 2010 年对口援建喀什以来， 至 2016 年为
止 ， 上海教育援疆累计安排项目 108 个 ， 资金
16.73 亿元。

日前， 记者前往新疆喀什地区采访， 欣喜地
得知： 喀什第六中学智慧校园系统建设已完成前
期资金拨付， 喀什地区卫生学校医学影像专业建
设正如火如荼进行； 在对口四县， 春季学期使用
双语动漫教学软件的学生超过 12 万人； 在莎车，
双语教师培训工作全面启动， 目前已完成春季班
新任双语教师规范化培训； 在叶城二中， 新建综
合楼的脚手架已经搭到了第三层……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党委书
记、 总指挥杨峥说： “教育援疆突出师资水平提
升，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合格师资队伍。 援疆教育
人才进疆以来， 打出了一套具有上海特色、 符合
受援地实际需要的教育援疆 ‘组合拳’ ———以教
育质量为目标、 教学手段为途径、 教师培训为重
点 。” 比如 ， 建立对口四县双语教师培训基地 ，
助力当地教师较快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运用能力 ，
已辐射四县 10 万余名学生； 成立沪喀职教联盟，
重点打造纺织、 服装、 烹饪、 电焊等十大学科专
业； 积极引导职教学生创新创业， 已有汽修等专
业学生毕业后自主创业开店， 真正体现了教育改
变命运的意义。

教培+高教两手抓
今年 3 月， 莎车县双语教师培训工

作全面启动。上海援疆干部、莎车县教师

进修学校副校长康明华说， 教培中心采

用全脱产、 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培训教

师的汉语水平。今年年初，共招入 250 名

教师。
24岁的古扎力阿依·吐尔洪来自莎

车县第三中学初中部。古扎力阿依说，她
以前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现在是汉语教

师，带了2个初一班，约100名学生。“有的

学生来自乡下，上课用汉语讲，他们听不

懂，只好课下用维吾尔语再解释一遍。 ”
为了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 她被学

校推荐到教培中心学习。她不怕阅读、写
作，最怕口语。“汉语沟通不太流利，幸好

有个喀什大学过来的实习老师经常私下

跟我交流。 她比我小 2 岁， 我俩关系很

好，她帮我纠正口误。 ”

“莎车县县委党校”———在古扎力

阿依看来 ，当两个 “县 ”需要连读时 ，她

就会跑调。 “我最怕声调不准。 培训以

后，好多都纠正过来了。 ”她说汉语的语

速适中，声调拿捏得也很好。 受到肯定

的古扎力阿依高兴地透露， 上学期，她

还学了《论语》。
“秋季学期 ，我们没有再 开 设 国 学

课程，教培中心的重点是让参与者尽快

通过汉语水平考试。 ”康明华补充说，按
照要求，非汉语老师要达到三级乙等水

平，汉语老师要达到三级甲等水平才算

过关。
“除了脱产培训， 我们还有远程教

学， 可以为莎车及附近地区有一定资质

的教师提供必要培训， 一年大概能培训

1000 人。 另外，连远程教学都不能参加

的，我们会提供学习资料自学。 ”康明华

希冀， 像古扎力阿依这样的汉语老师返

校后， 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一个老师

汉语水平好了，带动更多同事学习汉语，
这样，辐射的学生就可以更多更广。 ”

作为南疆 地 区 唯 一 一 所 高 等 师 范

院校，喀什大学不仅派出学生到莎车教

培中心参加教学，而且与上海援疆关系

密切。
上海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毛雪峰告诉

记者， 上海援疆教师工作队将先进的教

学理念引入喀什大学课堂。截至目前，共
开设 6 门新课，为硕士研究生开课 4 门；
累计开设课程 47 门，并获得自治区教育

厅教改课题一项。
在科研方面， 上海援疆教师与喀大

教师合作撰写学术论文。援疆以来，上海

援疆教师共发表或正式录用 SCI 论文 5
篇、CSSCI 论文 2 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9 篇、一般刊物 8 篇。
此外， 上海援疆教师协助喀什大学

创建了土木工程学院、电气工程专业，并
牵 头 成 立 南 疆 首 个 3D 模 拟 导 游 实 训

室，设立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与喀什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项目，不

断提高学生培养水平与质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汪朗峰接

受采访时说 ， 在喀大开设经管 的 上 机

课， 有的统计软件打不开。 “于是， 我

就下载英文版软件在课堂上翻译教学。
学得多了， 孩子们眼界自然就开阔了。
比如， 他们以前并不关心财经新闻。 后

来， 经我提醒， 就去看上海财经频道。
现在， 有的学生跟我讲， 不再想是当老

师， 要当数据分析师、 银行精算师。 我

觉得， 梦想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教

育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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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丰富课外生活
“‘可可，你就坐在这儿等着我。 ’丽

莎说，‘我去帮妈妈洗衣服。 ’……”
恰逢周六， 就读于巴楚县第五小学

5 年级的艾丽菲热·依马木跟着妈妈一

起来到巴楚县市民之家参加读书活动。
在“精彩故事荟”的录音棚里，艾丽菲热

正在朗读《小熊可可的口袋》。 她穿着金

色的裙子站在绿幕前， 用脚踩了一下开

关。 对面，大屏幕上出现了大红背景，投
影仪将她和书一起镶入大屏幕。乍看，还
以为是电视直播！

大屏幕旁，上海援疆干部、巴楚县社

区教育办公室负责人、 静安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教师吴汉镇耐心地提醒 艾 丽 菲

热：“不要‘埋头苦读’，要抬头目视前方。
对，就是这样，想象前方不是大屏幕，而

是听众。你与听众正在沟通，保持微笑。”
读了一会儿书， 艾丽菲热将话筒转

交给同班同学姑丽巴努幕·买买提艾力。
于是，姑丽巴努幕从头开始读《小熊可可

的口袋》。
朗朗上口的读书声， 令在场所有人

都颇感惊讶，一本绘本读下来，两个小朋

友字正腔圆。 受到表扬的姑丽巴努幕腼

腆地说：“我喜欢汉语， 这是我第一次读

这本书。我俩经常结伴来录音棚里读书，
有时候放学来，有时候是周末，一周会来

两三次。 ”
不过， 好友之间的兴趣爱好并非完

全重叠。艾丽菲热读完书，会去微笑图书

室看书，因为她长大后想成为一名作家。
微笑图书室是在上海援疆前指巴楚分指

的支持下， 由巴楚县社区教育办公室与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合 作 建 立

的，第一个由社教办直接管理、面向本地

社会民众开放的阅读场所，提供 5000 本

的图书阅览服务。
姑丽巴努幕喜欢汉服。 自从暑假在

家看了《楚乔传》，她常常到同一楼层的

“汉未央中华礼仪工作室”， 学习汉服的

历史和文化，偶尔还有机会试穿汉服。
“我喜欢赵丽颖。 将来，我想成为表

演艺术家。在家，我会唱《虫儿飞》给爸爸

妈妈听。 ”说起梦想，姑丽巴努幕眼中仿

若有星光。
在录音棚隔壁，还有一个影像创意

孵化基地。 祖丽胡玛热·木太力甫今年

17 岁，来自巴楚县儿童福利院。 她个头

不高， 却喜欢街舞， 也爱钢琴和吉他。
“从 5 月份开始，几乎每个周六，我和朋

友们都会来这里玩 。 在绿幕前 演 完 节

目， 老师教我们在监视器里看回放，指

出表演在哪儿出了问题，下次再演就不

会错了。 ”
“那弹钢琴呢？” 记者问。
“已经学会 了 一 首 曲 子 《两 只 老

虎》。 ”祖丽胡玛热自豪地说。 对于未来，
她憧憬着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向别

人推介维吾尔族舞蹈和民族文化。
上海援疆前指巴楚分指挥长、 巴楚

县委副书记李永波介绍， 社区教育是静

安区对口支援巴楚县的特色项目之一，
目前已覆盖巴楚镇和色力布亚镇 16 个

社区，社会文化效益开始显现。 “我们现

在有个巴楚县社区教育协会， 不仅有政

府部门的参与，还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公
益组织、社会企业等多方参与。 今后，相
关各方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拓展途径、创
新形式、深化内涵，为教育援疆、文化援

疆增光添彩。 ”

“组团式”教育援疆新模式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

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
课间操的间歇里， 泽普第五中学

8 年级的学生正在集体彩排《木兰诗》
朗诵。

伊丽努尔·阿迪力来自 2016 届 3
班，她和同学们已练习《木兰诗》一周。
课表里， 每周都有一节国学课， 除了

《木兰诗》，她们还学过《论语》《大学》。
“那你怎么理解 《木兰诗》？” 记

者问。
“我觉得， 花木兰是一名巾帼英

雄 ， 代父从军 ， 特 别 勇 敢 ， 很 会 打

仗。” 伊丽努尔的汉语说得很溜。
“你的汉语怎么说得这么好？”
“我从小读的就是汉语班。”
“上学是你自己选择汉校， 还是

家长帮你选的？”
“自己选的。 爸爸是老师， 妈妈在卫

生院工作， 在我小时候， 他俩经常用汉语

说些小秘密， 我很想听懂， 所以就要求读

汉校。” 伊丽努尔说完， 忍不住捂着嘴偷

笑起来。
平日里， 除了对国学感兴趣， 伊丽努

尔还喜欢唱歌， 暑假看完 《楚乔传》， 已

经会哼唱主题曲 。 “还看了 《择天记 》，
汉语节目好看。”

泽普五中的英语老师加娜尼克孜·买

买提，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英语专业。上学

期，她刚带完一届初三，这学期开始新一轮

的 7 年级。 问及上海教育援疆干部人才来

了以后学校的变化，加娜尼克孜侃侃而谈。
她说，以前，上英语阅读理解，讲得非

常慢，因为要照顾全体学生的英语水平，经

常是通篇翻译完了再做题。 现在是先让

学生找问题，再来读文章。
上海援疆老师来了以后， 给英语组

每位老师都布置了任务 ，5 个老师分头

准备 26 个音标，然后教案合在一起。“一
人准备五六个音标，大家都省力，不用重

复备课。 单元教材和阅读理解的题库也

是这样准备，等三年再轮回来，还能循环

利用。 援疆老师传授的教学教研方法比

带课的效果还要好。 ”她说。
国学诵读结束， 记者前往泽普五中

思贤楼三楼会议室， 上海吴泾中学副校

长朱文花、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

友爱实验中学书记宋秀华， 正在做有关

德育校本课程的讲座 ，110 多名教师仔

细聆听。
上海援疆干部、 泽普五中副校长肖

明华介绍，今年 6 月，根据《上海市教育

人才“组团式”援助泽普五中实施方案》
设计要求， 上海市吴泾中学与泽普五中

共同签订了项目援建协议。 吴泾中学将

以健美操项目为重点，在体育、德育和校

园文化建设方面，对泽普五中开展持续、
深入的援助。

上海援疆前指泽普分指副指挥长、
泽普县副县长丁铖惠强调， “组团式”
教育援疆强调 “协同推进， 问题导向，
以点带面， 精准发力”， 即方案的落实

取决于上海援疆分指挥部、 闵行区教育

局、 泽普教科局以及泽普五中的协同推

进 ； 坚持问题导向 ， 确定主要 工 作 项

目， 探索教育 “组团式” 援疆新模式；
以泽普五中为点， 待条件成熟时， 以泽

普教育联盟为平台 ， 实现全县 辐 射 引

领； 精准发力， 分阶段着力推进重点项

目、 重点领域的工作。

“名师工作室”成效初显
在既有初中又有高中的叶城县第二

中学 ， 今夏的中考 、 高考成绩 十 分 喜

人： 高考本科上线人数比 2016 年增长

近一倍； 叶城县 （汉语系） 文、 理科状

元都出自二中， 叶城县高考总分排名前

10 名 考 生 中 ， 二 中 占 6 人 ； 内 高 班

（汉语系） 考生前 10 名， 二中占 8 人；
内高班上线人数， 二中 34 人， 居汉语

系中学第一名……在叶城二中 “名师工

作室” 里， 上海援疆干部、 叶城二中副

校长陶化初兴奋地向大家介绍。
2016 年 8 月 ， 陶化初来到南疆叶

城。 从今年 1 月开始， 在他的带领下，
叶城二中着手筹建涵盖主要学科， 集教

育教学、 培训研讨、 课题研究等职能于

一体的 “名师工作室”。
说起这一创新举措， 陶化初有感而

发： “上海援疆要打造带不走的队伍，
所以， 我们希望通过导师带教、 共同学

习研究， 培养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 力

争师德修养出样板、 课堂教学出质量、
课题研究出成果。” 比如， 今年就已申

报自治区教育教学课题 5 篇 ， 并 派 出

20 人赴上海参加为期 15 天的交流培训

等等。
甄玉梅是 20 名赴沪交流教师中的

一员。 她教高中数学， 还兼班主任。 在

上海参观小红帽幼儿园时， 她很震惊。
“幼儿园的孩子自我协调能力那么强 ，
自由活动也井然有序。 我带的都是中学

生， 还天天像家长一样盯着。 所以， 从

秋季学期开始， 我跟学生们解释清楚，
着重培养他们的自主管理能力。”

很快 ， 学 生 们 接 受 了 这 种 “自 由

散漫 ” 的带班方式 。 “上周 ， 本 该 是

第三小组打扫卫生 ， 结果 ， 第 二 小 组

因为上上周没有按课代表的嘱咐———9
点前打扫好教室 ， 被罚多干一 周 。 事

先， 我完全不知道， 进了教室才发现。
昨天上体育课 ， 我特意没去监 督 孩 子

们训练 ， 暗中观察两次 ， 不管 半 小 时

还是一个小时， 他们一样自律。” 甄玉

梅欣慰地说 ， 现在别的老师都 羡 慕 她

不用 “盯梢”。
努 尔 艾 拉·艾 力 教 生 物 ， 也 兼 班

主任 。 对于加入名师工作室之 后 的 变

化 ， 努尔艾拉说 ， 最明显的区 别 是 制

作微课 。
“以前 ， 没 有 上 海 援 疆 老 师 的 指

导， 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就是简单走个

过场。 现在知道， 微课应该突出哪些重

点、 难点。” 努尔艾拉举例说， 以前讲

光合作用， 微课上放两篇， 学生们该懂

的还是没懂。 后来， 她采纳援疆老师的

意见， 改进方法， 着重讲解疑难要点，
直接一遍就过了。

不仅如此， 叶城二中还与喀什地区

实验中学、 喀什第六中学组织了多次教

学研讨交流活动。
喀什六中是一所民族学校， 上海援

疆干部陈护安现任副校长， 主要分管教

育教学工作 。 作为喀什地区 “双 语 教

学” 的窗口学校， 他积极组织有关部门

编写和落实 “喀什六中推进双语教学的

实施意见”。
采访当天， 喀什六中的理科老师正

在做高考试卷。 “国庆之后， 我们会组

织文科老师做高考试卷。” 陈护安坦言，
只有 “摸清底细”， 才能对症下药。 如

今， 双语教学最难的是有的民族教师偶

尔没法用汉语讲清课程内容， 尤其是数

学、 物理、 化学等学科。

巴楚县社区

教育协会成员之

一———汉未央中

华 礼 仪 工 作 室

里， 孩子们身着

汉服， 正在学习

剪纸。
均本报记者

付鑫鑫摄

头戴帽子的祖丽胡玛热·木太力甫和好友一起在录影棚里表演节目。 泽普第五中学 8 年级的学生正在集体彩排 《木兰诗》 朗诵。

课间时分，叶城二中高一（2）班的同学在布置自制的展板“我的梦 中国梦”。 喀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学生在实验室上课。

■上海援疆报告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