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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上海中考名额分配新政实施的

第一年，上海市浦东复旦附中分校一下子

迎来了240名高一新生。不仅人数较上一

年翻倍，学生的来源也从原先的40多所初

中，一下子扩大到全市140多所初中，其

中，中考最高分与最低分之间，分差多达

110分以上。这些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

经历差异巨大，让学校不得不在原有的分

层教学基础上探索更多的课堂教学变革。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招新政之下，高中学校生源发生了

变化，同时也对高中教育提出新要求，分层

教育势在必行。但高中需要直面一道“思

考题”：分层教育等于简单的分班教学吗？

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合理分层，为每个学生

提供适合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平行分班占大多数，充分发
挥“领头羊”效应

“分层教育绝不是简单按照学生的分

数高低进行分班教育，从育人的角度，学校

更要考虑到学生在高中三年的身心发展和

潜能挖掘。”采访中，多位高中校长不约而

同表达了这一看法。

去年起，随着名额分配生入学，学校的

生源虽然有所变化，但在一位资深高中校

长看来，中考成绩毕竟不能代表学生学习

能力的全部。想要更多了解他们，必须要

设置一段时间的观察适应期。

在浦东复旦附中分校，上学期新生入

学后，第一个学期便被不少带班老师们定

义为观察期。通过入学后前10周到12周

较为稳定的班级教学，老师会观察每个学

生的学业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以及阶段性

测试表现，并结合家访，在去年11月的期

中考试过后，对所有学生的水准做到“心中

有数”，随后开展相应的“分层走班”。

浦东复旦附中分校相关负责人坦言，

这届高一学生在实施“分层走班”后呈现出

的学业差异更为显著，“生源越来越多样

化，对分层教学的要求也会更高，通过科学

的走班，我们不仅要保证一部分学习能力

比较好的学生起到引领作用，更要关注那

些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注重教学目标之余

的学科素养培养。对于这些学生，我们会在

常规选修课中安排出时间，为他们设置一些

补缺类的课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眼下，沪上大多数

高中在展开分层教育时，除了设立创新实验

班、对极端高分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外，对其

余学生采取的基本是平行分班的形式。

以延安中学为例。去年该校通过名额分

配进校的学生中，有53人的中考分数低于学

校在长宁区的录取分数线。入学后，这些学

生被平均分到各个班级。“要最大程度地提升

这些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热情，这对于帮助

他们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至关重要。”校

长李德元说，从教育的规律来看，若班级中有

较好的“领头羊”，学生的进步空间将更大。

“剥洋葱”式细致分层，精准
辅导助学生扬长避短

考入吴淞中学的高一新生生源差异也不

小。“高中学习难度比起初中要提高三个等

级，让教师及早介入学生的学习方法，开展针

对性辅导才更有意义。”吴淞中学校长施忠明

介绍，该校目前采取的是一生一策，像“剥洋

葱”一样对每个学生进行详细的学情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层教学。具体

来说，就这届高一学生，学校对有希望冲击

“强基计划”的生源，采取创新性的教育方式，

课时选择上也较为自由；此外，学校也会按照

学生的兴趣、学习水平，开展常态化的个性化

诊断和辅导。

在卢湾高级中学，这一届高一生源的考

分“进分差”也接近100分。作为全国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该校通过一些科学

量表对学生们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解评估，并

结合霍兰德职业兴趣倾向测试，引导学生寻

找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从这些专业来倒推自

己将来要选择的高考科目，让不同层次的学

生在起步阶段能够舒缓压力，扬长避短。

延安中学是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

培育校之一。学校在行政班中采取分层教学

的同时，也充分纳入数字化教学手段。比如，

通过对作业数据的采集，为学生制定一人一

策的作业内容，方便教师对每个学生进行精

准化辅导。

分层教育势在必行，但分层≠分班
■本报记者 张鹏 王星

杨浦滨江，正以“44街坊保障性租赁住

房项目”为载体，打造“科学家社区市级示范

点”，整个项目预计今年6月竣工交付、7月上

市运营。近日，杨浦科学家社区建设专题座

谈会在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举行，在杨

浦区生活、工作的两院院士、青年科学家、创

新人才代表围坐一起，畅谈理想中的“科学家

社区”。

理想的科学家社区
有书、有思想碰撞的空间

44街坊保障性租赁住房，由杨浦区委组

织部、卫百辛集团、平凉路街道共同打造，是

杨浦区在全市率先试点的高端人才安居保障

示范工程，面向区域内重点领域高层次人才

倾斜，包括两院院士、首席科学家等战略型人

才以及博士后等研究型人才，同时辐射周边

在线新经济等重点企业青年人才。

在这样一个社区，如何建立一个人才之

间信息共享、协作激励的共生系统，促进高端

人才引领、青年人才成长、各类人才交融，成

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

“首先，科学家社区要营造一种氛围。”中

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李杰认为，科学

家社区在设计上要考虑到科学家们存书多这

样的生活细节。此外，在他看来，一个宽松的

环境里，科学家们坐在一起喝着咖啡、碰撞思

想，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交叉学科是上

海未来发展的方向。科学家社区里需要有学

术交流的公共空间，让不同专业的科学家聚

在一起，互相启迪思维、激发创造力。”

这也是许多青年创新人才的共识。徐杰

是上海足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也是留

德归来的创新人才。他脑海中科学家社区的

生活场景是：晚上走到走廊的尽头，发现有一

个公共工作空间，科学家们正坐在那里，一起

喝一杯，共同探讨一些问题，“有没有可能每

一层设一个公共书房，让人才可以自如地去

沟通和交流？”他还提出设想：在杨浦滨江打造

一些小巧的科学家俱乐部、会客厅甚至百米长

的科学家大道，让科学家社区与杨浦滨江充分

联动，也将科学交流的氛围延伸至滨江。

杨浦区第七届“创业之星”大赛一等奖获

得者关冰涛有相似的感触：他曾到访过日本

小镇和光，那里有一家化学研究所，“从地铁

站到和光研究所步行，一路都能看到元素周

期表，小朋友很感兴趣”。这让关冰涛受到启

发：做科学家社区，不光房间里要设计，周围

的环境也要往这方面引导。

工作生活“乐享地”
筹集政府直管人才公寓1232套

近年来，杨浦区人才资源总量不断上升，

已汇聚67位院士，829名国家级、市级海外高

层次人才以及大量在线新经济、现代设计、智

能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青年人才，人才群体

对居住的需求已从原来简单的“一间房、一张

床”，加速向期望更高生活品质、更浓社区氛

围、更多群体连接转变。

为此，杨浦区多维发力，实施人才安居工

程，打造海内外人才工作生活“乐享地”。自

2010年起，杨浦区开始建造全装修的人才公

寓，同时，新建商品房5%的配建用房也统一

纳入由政府直接掌握的人才公寓进行管理。

目前全区筹集政府直管人才公寓1232套，计

69932平方米。此外，每年区级财政对人才

安居投入补贴3000万元。在此过程中，人才

公寓平均每年新增居住户数近350户，总覆

盖户数超4500户，人才公寓补贴总额从2016

年的77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1906万元，年

复合增长率达70%。

同时，作为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杨浦区

通过精细分类，针对不同人才群体特点，分类

实施与其相配套的人才购房租房补贴政策，

形成广覆盖、多维度的政策体系。如，对重点

企业、潜力企业、其他初创企业中符合条件的

人才分别给予一定货币补贴；对经认定的，承

接创新创业人才入住达到一定比例，且符合

相关条件的社会新建改建人才公寓，给予资

金补贴。

杨浦滨江，一处高品质“科学家社区”下月竣工交付

科学家坐在一起喝着咖啡碰撞思想

■本报记者 刘力源

湿垃圾固渣怎样深度利用？废织

物、废塑料如何资源化？在老港生态环

保基地，这两问正被拆解为具象探索：成

功立项“湿垃圾生物资源化（黑水虻）技

术集成示范”项目，推进黑水虻生物处

置；引入高技术水平的资源循环利用企

业，推动资源化利用等项目试点落地。

资源化利用是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物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重要环节，也

是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两网融合”的关

键。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启动会，“资

源化”成为高频词。相关部门直言不足，

湿垃圾处理能力仍存在阶段性缺口；可

回收物回收体系韧性有待增强，可回收

物资源化利用渠道仍需补齐等。

对此，执法检查启动会明确，推进

“无废城市”建设，要发挥“法律巡视”

作用，努力破解垃圾资源化利用这一

难题，推动本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水平再上新台阶。据介绍，

今年年底上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

达43%。

老港，承担了上海市区70%以上生

活垃圾及固废处置任务，成为深化“上海

模式”资源利用水平的重要试点。去年

底，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上海市浦东

新区固体废物资源化再利用若干规定》，

回应老港发展“需求清单”，在涉及用地、

最大化利用园区资源能源等领域指明探

索方向。

先行先试也离不开优质项目。

针对城市污泥淤泥、建筑装潢垃圾、

废塑料等难点，市经信委充分利用老港

现有资源，积极推进老港建设循环经济

示范基地，“先后梳理20余个资源化利

用新增投资项目，预算总投资额30多亿

元。”同时老港立项黑水虻生物处置项

目，在提升沼渣高值化利用方面探索可

行方案。

废塑料、新能源车电池如何回收处

理？执法检查启动会上，市科委直面难

点：支持开展低价值可回收物低碳高值

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提出本市

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再生-利用全

链条技术解决方案；支持开展废旧汽车

智能拆解和再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完成退役电池安全性能检测与评估

标准研究，建成一条动力电池检测、拆解

再利用的中试线。

提升资源化利用效率，需明确发

力点。市人大代表曾在调研中找到关

键之一：电。市科委表示，将继续推动

生活垃圾智能高效焚烧发电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已完成超高压次高温垃圾焚烧余热锅炉总体

方案研究，并对垃圾焚烧智能控制示范工程进行了前期可行

性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市科委指出，将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支持高热值清洁焚烧型炉排式生活垃圾焚烧炉的研发，提高

垃圾处理效率、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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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展
■名额分配政策效应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