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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婕

■教育综改启示录·家门口的好学校 为全面改进学教研提供数据支持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区域成绩分析报告

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 作为高校

招生录取依据之一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是上海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学

习掌握情况， 促进学校做好教学反馈与

指导， 给区域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在为学生提供个人成

绩分析报告的基础上， 于昨天正式发布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区域 （含区 域 内 学

校） 成绩分析报告。
据悉， 区域成绩分析报告分别对合

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进行分析， 关注

两部分内容 ： 第一部分为全区 考 试 概

况， 包括全区各科目得分率和合格率与

全市对比， 各科目成绩分布情况， 区域

内学校的考试情况； 第二部分为各科目

考试成绩分析， 主要从知识内容和能力

目标两个维度评价学生的学业表现， 通

过对区域、 学校各学科的考试情况和在

学科知识内容和能力目标方面的成绩分

析， 帮助区域和学校比较和促进不同学

科教学的研究和指导。
另据了解 ， 上 海 市 教 育 考 试 院 于

2016 年起为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考生制作学科成绩分析报告。 该报告包

括考生的基本信息、考试成绩结果、成绩

报告的评价维度和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分为知识内容维度和能力目标维度，知

识内容维度和能力目标维度又有不同分

项。 通过对成绩结果（合格、不合格和等

级）的内涵解读，使考生对自己在学科知

识和能力的表现上有更为详细的了解和

掌握， 知其所长知其所短， 对其扬长补

短、 等级考选科和专业选择提供参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表示， 未来将通

过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 建立学 生 、 学

校、 区域完整的成绩报告分析系列， 在

学科知识内容和能力目标分析 的 基 础

上， 深入挖掘对学生能力目标的综合评

价， 为全面改进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
区域教研等提供数据支持和参考建议，
从而整体保障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传统文化点滴渗透语文高考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解读
2017 年高考语文上海卷命题特征

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在今年全国

各地的语文高考中， 传统文化试题普遍

增多， 考查的内容及方式也出现了一些

新的变化。在昨天举行的 2017 考试评价

国际研讨会上，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

负责人解读了 2017 年高考语文上海卷

的命题特征。业内人士认为，传统文化理

应在语文高考中得到传承和发扬。
2017 年的高考语文卷，传统文化的

内容从分值到考查内容和方式 均 有 变

化。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受重视程度正不

断提高。在 2014 年教育部全面启动的新

课程标准中，“文化传承与理解” 被列为

语文学科的四大核心素养之一。 审编中

的部编教材也加大了传统文化的比重，
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六个年级 12 册教

材中共有古诗 文 132 篇 ， 占 比 30%左

右， 比原人教版增加了 55 篇， 增幅达

80%。 借此东风，2017 年高考语文上海

卷通过考查内容和方式的改革， 让传统

文化的气息更加浓郁。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学科负责人

表示，2017 年高考语文上海卷增加了一

个板块———积累与运用。过去，文学常识

类试题的主要出题方式是 “给上句默下

句”，而且不涉及作品、作者。但今年的试

卷增加了理解性默写、 新情景应用等试

题， 对考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在高考语文上海卷中， 文言诗文框

架通常由一篇诗词、一篇史传类文言文、
一篇文学类文言文构成。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的选材来看， 作者均为大家，如

李白、杜甫、陆游等，作品内容对考生具

有正面、积极的引导作用。 分值方面，从
2014 到 2017 年，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试

题分值从 43 分提升至 47 分。 在今年的

试 卷 中 ， 这 一 部 分 的 分 值 占 全 卷

31.33%，达到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7 年高考语文

上海卷中， 除了与传统文化直接相关的

试题， 现代文部分也有传统文化的隐性

浸润。
以第二篇现代文《相思》为例，文章

讲述了一位地质工作者常年扎 根 大 西

北，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的故事。主人公身

上展现的家国情怀， 不但是修身立德之

本，也是民族的精神道统。而文章的表现

手法，也具有熔古铸今的特点———“夜半

钟声到客船”等诗词的化用、竹子等传统

意象的出现， 令这篇现代文充满了古典

意趣。
有专家表示， 语文高考不仅是传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还是一场

为高校选拔合适人才的考试， 因此同样

还要关注传统文化试题的考查、 区分功

能。根据对 2017 年高考语文上海卷传统

文化试题的分值分布、 标准差等数据的

分析，这一部分的考查、区分功能是相当

理想的。

教科卫 公告 编辑/何轶君

虫草“抗癌组合”基因揭开面纱

上海科学家揭示虫草素及其伴生物
合成的分子机制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冬虫夏

草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 可它真有那么

神奇的滋补功效吗？ 未必！ 昨天，《细胞-
生物化学》 发表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

生态研究所王成树研究员的最新发现，
一直被认为虫草中有效抗癌成分的虫草

素原来在冬虫夏草中并不存在， 而存在

于蛹虫草等“近亲”中。 这次科学家还发

现， 蛹虫草同时还会合成虫草素的保护

者———喷司他丁。 虫草素和喷司他丁这

对“抗癌组合”，是由 4 个基因组成的一

个基因簇来合成的。
虫草就是冬虫夏草？当然不是。自然

界中， 能够感染昆虫、 蜘蛛的真菌超过

1500 种，冬虫夏草只是其中之一 ，蛹虫

草、蝉花等都是它的同族近亲。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德国科学家就

在蛹虫草中发现了虫草素。 在后续细胞

等实验中，它被发现具有抗菌、抗虫及抗

癌等生物活性。 而从细菌中被发现的喷

司他丁， 则是一种抗毛细胞白血病的商

业药物。但它们在虫草中如何合成，却一

直是个谜，这导致学术界争论不休。王成

树课题组花了七八年时间， 终于从基因

源头解开了这个谜团。
从千余种虫草中挑选出冬虫夏草、

蛹虫草、蝉花三种进行基因组测序，以及

一系列实验， 课题组收获了不少有趣的

结果。

首先，能够产生“抗癌组合”物质的

基因簇，确实只在蛹虫草等中存在，冬虫

夏草、蝉花并没有这簇基因。 “冬虫夏草

的保健作用究竟从何而来， 可能还需要

更多科学实验来证实。 ”王成树说，如果

认准虫草的抗癌作用，不妨选择蛹虫草。
毕竟， 已经实现人工培育的蛹虫草价格

相对低廉，也不会破坏环境。
不过，蛹虫草培养方式不同，其中的

虫草素和喷司他丁的含量也会有很大差

别。科研人员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喝”营
养液长大的蛹虫草， 虫草素和喷司他丁

含量远远低于“吃”米饭、蚕蛹的。 但，他
们还发现，虫草素含量不能过高，如果过

高，蛹虫草会启动一些生化反应，将其降

解，以防中毒。 “虫草素对于蛹虫草的生

长，并非不可或缺，但更像一种武器，帮

助蛹虫草在野外生长更好。 ”王成树说，
“所以，尽管没有实验证明，但虫草素对

人体而言，摄入量也不可过高。 ”
其次， 这一研究揭开了蛹虫草中抗

癌成分的基因秘密， 一方面可以为蛹虫

草的质量标准提供新的分子指标， 另一

方面也可以利用基因工程， 更便捷地大

量获取虫草素和喷司他丁。王成树说，可
以将相关基因转入大肠杆菌或酵母菌，
获取虫草素的速度会快很多。 因为目前

培养蛹虫草的周期需要五六十天， 而基

因工程菌的培养很快就能够收获。

学校就是要守护孩子的童心
青浦区瀚文小学通过跨学科统整与家校合作，构建多彩童心课程

秋天是青浦区瀚文小学最美的时

节， 校园里的苍郁树木渐渐染上金黄，
丹桂盛开送来缕缕芬芳，黄白相间的教

学楼隐于其间，有一种朦胧的美感。 午

休时，不少学生喜欢坐在大树下，看书、
聊天。 坐落于青浦老城区的瀚文小学，
就是这样一所充满书香墨韵的学校。

从民办华锐小学转为公办学校这

八年来，瀚文小学以“惠泽童心、受益终

身”为办学理念，通过跨学科统整、家校

合作，构建了形式、内涵丰富的童心课

程和活动。过去那所让家长观望质疑的

学校，如今已成为学生喜爱、家长满意、
社会认可的好学校。

校长李韵说，“作为一所扎根于青

浦老城区的学校，我们面对的是很多从

周边农村过来的孩子和家长。这些淳朴

的百姓对优质教育抱有很大期望。他们

的期望，就是我们的目标。 ”

形成校园文化， 滋养师
生心灵

瀚文小学所在的校园， 在 2009 年

以前属于当地的一所初中。 这里有生

机盎然的绿树、 鲜花、 荷塘以及 30 多

年历史的校舍。 但办学初始， 师资情

况不容乐观， 这让不少地段生源家庭

对学校持观望态度。 师资紧缺的情况

也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学校参与的第

一届区名优教师评选， 只有四名教师

入选。 尽快凝练办学理念、 确立发展

方向， 成了当务之急。
在李韵看来，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

学校应以智慧、仁爱的教育普惠每一位

学生， 赋予童心最美的光泽———求真、
向善、至美。因此，“惠泽童心”便成了办

学理念的哲学内涵。 与此同时，李韵认

为师资是学校发展的关键， “博约兼

资、文行并美”就是教师队伍的培养目

标。于是理念与目标外化成了诸多具体

的教育活动，让师生在良好的校园生态

中，获得丰富多元的经历和体验。
2011 年开始 ，学校每年根据 “美 ”

“雅”“贤”“达”其中一个关键词，依次开

展提升教师人文素养的系列活动。上学

期，全校教师体验了琴、书、画、诗、花、
茶、行、摄“八大雅事”。在专业茶艺师指

导下，教师们学习茶文化，还在“瀚文讲

坛”上各展所长，展现出个性鲜活的面

貌。活动当天，学生们也参与其中，整个

校园处处充满了诗情画意。自然课教师

徐剑兰感到， 浸润于校园文化之中，教
师们不但发掘了自己的潜能，也提升了

职业境界，更重要的是增强了职业成就

感和认同感。

打造童心课程， 让知识
生动起来

春天到了， 瀚文小学的学生们纷

纷走出教室，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去“上

课 ”———语 文 老 师 翻 开 课 文 《小 雨 沙

沙》，带领大家诵读春天；音乐老师在轻

柔的乐曲中，邀请大家歌舞春天；美术

老师则拿起画笔， 引导大家绘画春天；
自然老师连续几天带着大家走上操场

测量春天的气温；数学老师则指导大家

将测量结果绘制成统计图———这一别

出心裁的课程就是学校打造的跨学科

“童心课程”，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让

课程实施更生活， 让知识建构更灵动，
让技能锻炼更综合。

李韵告诉记者，2013 年起，学校根

据 “我与自己”“我与社会”“我与自然”
三大板块，将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进行

统整， 将社会资源与学校资源进行统

整，建构了学校的童心课程体系。 悦读

节、巧手节、健身节、创意节四大童心文

化节也是童心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值
得一提的是，家长们也成了学校重要的

课程资源，由家长执鞭的微课程成为孩

子们翘首以盼的课程。
之所以开展跨学科统整的研究，是

因为教师们发现在传统的分科教学中，
学生的知识积累及迁移能力较弱，但根

据“新知识建立在旧知识之上”的规律，
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更有利于

学生的学习，童心课程因此应运而生。
语文青年教师李玮怡感到，童心课

程不但让学生获得了多元知识的滋养，
也加速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她提到，在
设计课程的过程中，各学科教师常聚在

一起，资深教师的实践智慧转化成了青

年教师的教学技能，而青年教师总能带

来一些新点子。“在这样一个团队中，我
们不是孤立无援的， 说出自己的想法

后，往往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

瀚文小学学生参与童心悦读节活动。 （瀚文小学供图）

在真情介入中重筑医患互信
上海有一群“专业老娘舅”，潜心为医患关系“祛火”———

上海有一群“专业老娘舅”，专为医

患关系“祛火”，化解医患误解、纠纷。 经

过五年摸索，这支队伍与医方、保险、律

师等多方合力， 逐步构筑起上海特有的

医疗纠纷调解体系。日前，民盟上海市委

直属综合总支部委员会主办的 “促进健

康与和谐———民盟医疗风险防范高峰论

坛”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召开，多领域

专家、 学者探讨上海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的构建与完善，而这支“专业老娘舅”的

经验备受关注。

退休律师、医生“挑大梁”
上海医疗资源丰富，门诊量巨大，医

疗纠纷不可避免。 对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人员来说，正视现状就是为了应对问题，
上海 2006 年就开始在这方面率先创新。

“当时，浦东、普陀等区试点医患纠

纷人民调解工作， 这是让老百姓有了解

决纠纷的新渠道。”上海市司法局医调办

主任商忠强在论坛上介绍。
试点效果不错，2011 年， 上海开始

全面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全市 16 个区都

有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
调委”。部分医疗资源丰富的区还在医院

集中区域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 便于

及时、就近化解纠纷。
这群 “专业老娘舅” 的工作可圈可

点： 目前上海医患纠纷经人民调解的成

功率在 80%以上 ，居全国前列 ，全市调

解受理总量还呈下降态势， 调解周期平

均在 29 天。
医调委人员都有较强的专业背景，

据商忠强介绍， 目前上海有医患纠纷人

民专职调解员近百人， 平均年龄 55 岁，
退休医生 、退休法官 “挑大梁 ”，统计显

示， 他们中有医学专业背景的占 48%，
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占 21%。

相比“自我协商”与“行政处理”等传

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 医患纠纷人民调

解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立第三方，可居

中调解，避免矛盾激化。而且，相比“法院

诉讼调解”， 人民调解免费且高效便捷。
那么，如何让调解成功率再高些？

商忠强谈到一点， 在上海兼具医学

硕士与法学硕士的人才本就短缺， 要吸

引这些人才成为“专业老娘舅”，还需要

更好的人才制度保障。而且，还要探索更

多的调解维度，多方织就纠纷化解体系。

多方织就纠纷化解体系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结合

自己作为医生的切身感受谈到， 医学仍

有许多未知领域，而患者往往对医生、对
医学的期待极高， 这可能诱发一些医患

纠纷，医生需要注重人文关怀的养成，加
强医患沟通，但另一方面，医疗纠纷产生

的一大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例如

保险的覆盖就亟待改善。
2014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司法

部、财政部、中国保监会、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发布 《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

的意见》，旨在完善我国以人民调解为主

体，院内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医疗

风险分担机制有机结合的 “三调解一保

险” 制度体系， 进一步维护正常医疗秩

序、构建和谐医患。
以医疗责任保险为主要形式的医疗

风险分担机制在医疗纠纷化解、 医疗风

险管理等方面有没有作用？ “不但有用，
而且非常有用。”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

公司华东分公司总经理江群在论坛上分

享了与上海部分医院的合作实践。
江群跟进过一个案例， 孩子的骨髓

移植眼看失败了， 移植舱外的母亲眼神

呆滞。 江群和医务人员在走近患者家属

之后慢慢了解到， 孩子的爸爸刚因病去

世，孩子成为这个母亲唯一的支柱，这个

母亲的境遇真的很糟。
互相了解，是和解的前提，这个母亲

知悉医学的不可控， 医务人员也知悉这

个家庭的不幸。幸运的是，数天后移植结

果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从孤独的坚守者、过激伤医潜在人

群，到最后感激医生，类似案例还有很多。
作为支付方， 保险更有原动力早期介入，
消解医患纠纷。 ”江群说，2015 年，上海中

山医院、曙光医院、胸科医院等七家医院

加入江泰“医安保”计划，构成医方、患方、
医调委、保险四方联动解决纠纷的格局。 去

年 ，“医安保 ” 在上海的调解结案率达

90.6%。 今年 9月，上海28家医院与之签约。

合力构筑美好医患关系

在市卫生计生委监督所医疗事故处

理办公室副主任万里涛看来， 整合多行

业力量促进医疗安全工作的发展变得越

来越重要， 加强保险险种的设计是一方

面，更需要医学、法学、金融相结合，以共

同营造良好和谐的医疗环境。
在徐汇区等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中，已聘请医生、律师担任专职或兼职

调解员。与“医调委”有紧密合作的上海政

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政也谈到，在纠纷解

决机制上，需要有医调委的介入，努力让

患者及其家属回归理性，了解医方并非与

其敌对，本心是治病救人；同时，他还建议

专业律师介入医调委处理的案件中，向患

者家属说明诉讼的风险，对坚持进入诉讼

程序的患方，要给予有效指导，不要让患

方在迷茫和不知所措中升级矛盾。
“医患纠纷需要一个平衡点，需要社

会来分担责任， 不能光靠医院和医务人

员，更需要司法、卫生行政部门、人民调

解、律师、保险经纪等通力合作，缓和医

患矛盾。 ”王政说。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医

生“编外人”，本科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当过内科医生，如
今是一名律师， 但他的理想就是通过医

学、法学、金融的三方合力，构筑美好的

医患关系。
不论是谈机制构建，还是创新治理，

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落到“情”字上，在

真情介入中重筑医患互信， 是大家的共

识。 如同市十医院综合接待办主任助理

钱明平谈到的，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应有

“四讲”，讲政策、讲法律、讲道德，以及讲

感情。寻求更好的纠纷化解机制，需要多

方智慧。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肿瘤抑制因子新调控机制被发现
为癌症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明确方向

新华社重庆 １０ 月 １９ 日电 （记

者柯高阳）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肿瘤抑

制因子调控机 制 研 究 领 域 取 得 新 进

展， 首次发现一种转录因子的非剪切

体对肿瘤抑制因子 ｐ５３ 具有重要调控

功能， 为癌症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方

向 。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北京时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在 线 发 表 在 国 际 学 术 期 刊

《科学进展》 上。
医学界认为， 人体细胞中的肿瘤

抑制因子发生突变或缺失时， 容易诱

发肿瘤细胞恶 性 增 殖 ， 进 而 导 致 癌

症。 在细胞周期调控过程中， 肿瘤抑

制因子 ｐ５３ 起到抑制肿瘤细胞恶性增殖的

作用 。 目前已经发现 ５０％以上的肿瘤中

存在 ｐ５３ 的突变， 这说明 ｐ５３ 基因与肿瘤

细胞增殖存在重要联系。
２０１４ 年以来，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研究团队对肿瘤抑制因子 ｐ５３ 的调控机制

进行了研究。在对 ２０００ 多个转录因子的筛

选过程中 ， 研究团队发现 Ｘ 盒 子 蛋 白 １
（ＸＢＰ１） 的非剪切体 ＸＢＰ１－ｕ 对肿瘤抑制

因子 ｐ５３ 具有重要调控功能。 当 ＸＢＰ１－ｕ
增多时，ｐ５３ 蛋白质的量相应降低，细胞周

期和增殖的进展随之加快。 而 ＸＢＰ１－ｕ 受

到抑制时，可以降低肿瘤细胞的形成能力。

“研究界以往对非剪切体 ＸＢＰ１－ｕ
的关注较少， ＸＢＰ１－ｕ 对肿瘤抑制因子

ｐ５３ 的调控机制是首次被发现 。” 论文

通讯作者、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江启

慧副教授介绍 ， 这一新调控机 制 的 发

现， 将使 ＸＢＰ１－ｕ 成为癌症诊断过程中

重要的肿瘤标识物。
江启慧介绍， ｐ５３ 基因已被证明与

肿瘤细胞的生长和凋亡明显相关， 是进

行肿瘤治疗的首选靶标。 此次新调控机

制的发现也为癌症靶向治疗提供了新的

明确方向， 推动 ｐ５３ 靶标治疗药物研究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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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金秋，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将迎来建校六十周年。
滋兰树蕙，薪火传承。六十年，从延吉中学到上理工附中，我们教学相长，砥砺前行；六十年，从科技

特色到工程素养，我们知行合一，追求卓越。
六十年岁月流金，是回眸历史，是重温辉煌，更是新的起点、新的跨越。值此盛典，我们诚邀历任教

工、历届校友回校团聚，畅叙情谊；也恭请各界人士拔冗与会，莅临指导。
岁月葱茏一甲子，弦歌不辍奏华章。2017年11月18日，让我们相约上理工附中，香樟树下，

共襄盛会！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2017年10月18日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原延吉中学)
六 十 周 年 校 庆 公 告

联系人： 潘玉华 联系电话： 021-65516060 学校地址： 上海市水丰路 247号 学校邮编： 20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