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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报

“老师，自从阳阳收到高中录取通

知后，暑假里每天早晨6点起床学习，

直至晚上11点才上床睡觉。他生怕自

己开学了跟不上……”

顶着高温天，连日来，上海市南洋

模范高级中学高一 （9） 班班主任陆胤

对全班48名新生开展家访。家访首

日，陆胤刚走进学生阳阳的家，阳阳外

婆就挽着她的手，“汇报”外孙的最新

情况。

下周就要开学了。今年入学的高一

新生，对沪上高中而言，是一个新的生

源群体：这一届学生俗称“摇一代”。

所谓“摇一代”，和一项教育政策

的“落地”有关。到2020年，上海义

务教育阶段全部实施“公民同招”，

即“小升初”也首次落实超额摇号政

策，学校在不挑选生源的情况下迎来

新生源。

随着“摇一代”经过中考、步入高

中，这个暑假，不少沪上“头部高中”

的班主任发现，班级里，来自公办初中

的学生较过去明显多了。“新的生源会

给班级的管理带来新的变化，需要我们

提前应对。”包括陆胤在内，近期，沪

上的高一年级班主任们也在迎接挑战中

踏上了家访之路。

为何还没开学，有些学生
就焦虑了？

见班主任来家访，阳阳外婆虽只是

寒暄几句，但陆胤很快就抓住了要领：

首先，阳阳对高中学习有很高期待，学

习自律意识较强；第二，阳阳有一些压

力和焦虑情绪。

陆胤发现，这个暑假里，班级里的

不少学生，都在自己“加餐”，发奋学

习。她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学生对

即将开始的高中新生活感觉心里没底、

有些畏惧。家访过程中，她试图进一步

和家长、学生对话，结果发现，这种焦

虑在一定程度上和初中生源校有关。比

如，阳阳毕业于一所公办初中，收到高

中录取通知后，他就生怕自己不如来自

民办初中的同学学得多，所以拼命在暑

假给自己“补短板”。

在今年家访前，陆胤做了细致的

“功课”。她逐一分析了全班同学的初中

学校以及他们各自擅长的学科，了解学

生在学习之外的兴趣特长以及在初中阶

段的各类经历。

在她看来，班级学生的一个明显的

变化是，来自公办初中和民办初中的生

源比例接近，来自公办初中的学生数量

较过去有大幅上升。

“从生源看，近年来中考招生改革

的各项政策落地后，确实起到了正向

的引导作用，公办初中头部学生的竞

争力也在增强。”但家访一圈下来，陆

胤还是隐隐感到，和学业表现相比，部

分来自公办初中学生的自信心有待进一

步提升。

比起“超前学”，老师更期
待学习潜力

暑假里，上海市市北中学高一

（10） 班主任张博在家访时，也隐隐感

受到了中考改革带来的生源变化。不少

学生告诉她，今年的中考试题出得很

灵活，与平时做的题目很不一样，这

似乎预示着，未来高中的学习也会很

不简单。

“作为高中教师，我们其实是乐于

看到命题出现变化的，期盼考题更

‘活’一些，选出思维品质更活跃的学

生。”然而张博也发现，虽然还未开

学，但学生的学习自律程度，包括学习

习惯、能力等，确实有差异。比如，有

不少家长表示，这个暑假，孩子已通过

自学、报培训班、观看在线网络课程等

方式，提前学习高中部分科目的内容。

上海市晋元中学高一科创班班主任

章佳琳家访后也有类似的感受。今年，

不少家长和学生在咨询时对高中阶段的

综合素质评价十分关注。“孩子如果想

研究课题的话，学校匹配的师资如

何？”“学校有参加学科竞赛的机会

吗？”“高校正在主动调整学科，理工科

扩 招 了 ， 哪 些 大 学 专 业 更 值 得 推

荐？”……章佳琳直言，和往届家长相

比，这届高一新生虽然还未入校，但家

长对升学政策已经研究得“门清了”。

在启动今年家访前，陆胤还多阅读

了一份材料，那就是初中学校老师写给

班上学生的评语。

比如，学生晓智的学习成绩十分不

错，但家访期间，晓智明确表示，自己的

目标大学已经定了，就是希望能考上华东

师范大学数学系。“初三时我遇到了一位

特别好的数学老师，我的梦想便是做一名

数学教师。”在家访中，几位同学都向陆

胤表达了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令老师眼

前一亮。

与家长和学生的点滴交谈中，不少高

中老师也看到了新一届高中生身上的学习

潜力。“相比一些拼命刷题提前学的学

生，很多时候，老师更喜欢入学时‘一张

白纸’的学生。确实，部分同学在公办初

中就读期间，可能‘提前学、超前学’的

内容并不多，但这部分学生身上有更多的

求知欲和更强的学习动力，也预示着发展

的无限可能。”陆胤说。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所有学生均化名）

沪上高一年级班主任们在迎接挑战中踏上家访之路

“摇一代”要上高中了，带来哪些新变化

家访观察
■本报记者 张鹏

酷暑中寻觅一丝荫凉。这两天，闵行

区浦江镇联民村驻村第一书记陆家骏蹲守

在黄浦江畔，与沿岸咖啡店店主探讨周末

客流与服务细节。

当然，他不是为喝咖啡而来，而是为

入秋的乡野引流。“去联星村参加水稻种

植研学，去汇东村制作葫芦工艺品，去汇

南村采摘林下采赤松茸，去建东村体验一

次米糕制作，去联民村感受稻香氤氲的

咖啡”——浦江镇5个村新近推出驻村

套票，以都市农耕秋收新体验为契机，

在各村各具特色的体验中，带动浦江镇

5个曾经经济相对薄弱村焕发蓬勃生机。

“联动各村资源，串珠成链，资源共享，

抱团发展。”

五村联票感受农作物全产业链

“有的孩子会把丝瓜认作黄瓜，有的

孩子分不清韭菜和葱，有的孩子不认识水

稻和小麦。”

在联星村，孩子们能体验水稻种植中

的细节，驻村第一书记徐悦正和上海秋良

稻米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惠燕一同更新

“国庆稻”的介绍方式，“下月即将秋收，

在地里能让孩子们用镰刀体验传统收割方

式，同时展示农业收割机的高效便捷，最

后亲手煮上一碗饭，体验田间‘稻谷’到

桌上一粒‘米’的全过程。”

汇东村，是浦江镇7个保留保护村中

唯一一个跨大治河两岸的村庄，村域广

阔。以前村民们有各式各样、花样繁多的

自留地，种植作物花样多，但不成规模。

如今村民都开始忙着种植葫芦。

“葫芦根据品种、产量不同，价格自

然也不一样。”村民介绍，大葫芦苗亩产

平均500个，中号葫芦在1500至2000个

左右，成熟后的葫芦通过分拣、去皮、晾

晒等工序处理后，根据品相从几元至几百

元不等。而成熟后的葫芦制品也花样繁

多，葫芦瓜子、香囊葫芦、艺术葫芦……

涵盖食品类、艺术品等。

而游客凭借五村联票，能体验葫芦种

植、加工、包装、销售等全产业链。

助推村集体经济“加速跑”

联民村，紧邻浦江郊野公园滨江漫步

区，有各种休闲业态，丰富的农、文、旅

资源吸引了许多市民。

“村里有什么资源、能做哪些联动？”

90后陆家骏是浦江镇本地人，驻村前就

做了调研，在这里喝完咖啡可以去开一圈卡

丁车，吃一碗荠菜猪肉馄饨，或是去杜行渡

口、彩虹桥、火车轮渡遗址走走逛逛。

陆家骏不满足于这个能在村内完成闭

环的项目，如今联民村正与周边村优质资

源充分联动，将网红点位串联起来，推出

丰富农、文、旅线路，让更多市民感受田

园风情。

一张联票背后也是一次产业新发展的

联动。

“葫芦村”产业、高标准蔬菜产业化示

范基地、林下经济模式等关键词，也助推村

集体经济“加速跑”。汇南村驻村第一书记

黄伟强介绍，汇南村今年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清美集团，依托清美集团蔬菜种植端、初加

工链条产业端、门店销售端等各环节，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

除了共推驻村套票，5位驻村书记所在

派出单位和区、镇等各方资源也来助力，

围绕基础设施改造、产业发展帮扶、人居

环境提升、社会治理提质、服务阵地提效

等方面，发布一批新增赋能项目清单，有

效推动形成资源投向基层、政策倾斜乡村

的发展格局。

闵行区浦江镇5个昔日经济薄弱村以“农文旅”融合为入秋郊游引客流

“五村联动”让更多市民体验农作乐趣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讯（记者张鹏）新学年即将开始，怎样循序渐进地帮
助孩子适应好开学生活？今天19：35，《新学年，新成长——

2024上海家长学校开学第一课》将在上海教育电视台播出。今

年的第一课邀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王枫、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张劲松和家长们共同探讨新学年的家庭

教育。

随着开学进入倒计时，在王枫看来，家长们应努力通过家

庭教育，为孩子的开学适应、学习适应和人际适应提供支持，

引导他们收获新的成长。张劲松则建议，希望家长能了解和

理解自己的孩子，多一份信任、少一份指责；多一份鼓励、少一

份批评，和孩子一起开启健康、快乐、充实、进步的新学年。

节目由上海家长学校联合上海教育电视台推出。

上海家长学校开学第一课今播出

本报讯（记者吴金娇）第40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上海师范
大学昨天全新发布《教育家精神》课程，以“大先生”引领新时代

师范生培养。这是一门面向学校所有师范生开设的必修课，课

程将从价值引领的角度，引导师范生正确认识教育家精神的丰

富内涵，以成长的姿态向“大先生”迈进。

“要让我们的师范生知道，弘扬教育家精神，对塑造未来的

教育力量有多么重要！”活动现场，人民教育家于漪发来视频寄

语。于漪于今年8月出版的《基础教育教师学》，正是这门课的

教材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这门必修课是0学分。“虽不设学分，但它

却是师范生培根铸魂的重要一课。”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

长杨帆介绍，虽然课程只需要“过关考”，却有着高利害的评

价。大三上学期，学生只有通过考核才能进入教育实习环节。

上海师范大学面向全体师范生
开设《教育家精神》必修课

“大先生”课程为师范生培根铸魂

▲ “五村联动”，让游客体验田间“稻谷”到桌上一粒“米”的全过程。（均采访对象供图）

（上接第一版）

上海援藏教育队领队，日喀则市教

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日喀则市上海实

验学校校长张小波介绍，党建引领下的

思政课程建设是重中之重。为构建“世

界屋脊上的大思政课”，日喀则市上海实

验学校与复旦大学、西藏大学以及上海

师范大学等高校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共同体建设联盟；更新迭代“青稞思

政课”“珠峰思政课”等思政金课品牌，并

在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喀什大学、

中央团校等高校院所分享经验。

“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教育全过

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西藏青

少年的心灵深处，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张小波说。

留下“好教材+好老师”

如何将上海先进经验“复制”到当地，

上海援藏教育队与上海教育专家一同“把

脉问诊”。为解决此前学科作业呈现方式

比较单一、教-练-考无法同频共振等问

题，学校组建21支教研团队，合力推进小、

初、高三学段21门学科的标准化试题库建

设。截至目前，累计开发2500套适合学

生学情的标准化试卷，成效显著。

有了好教材，还要有好老师。按照

“支援一所学校、示范一个地区”要求，上

海援藏教育队不断深化“讲台立于国门，

责任高于珠峰”援藏理念，通过“请进来”

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带教指

导、送教送研和市级教研等多种形式，培

养当地骨干教师。

2022年8月以来，30名上海援藏教

师带教当地教师41人次，带领当地教师

开展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21项，送教送

研下乡65批次，惠及师生近6000人；邀

请上海专家开设讲座227场，选派当地

教师前往上海培训505人次。“输血”与

“造血”并重培养教育人才，留下了一支

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构建上海-珠峰优质教育
联盟共同体

“传帮带”并不只是在一所学校。上

海援藏教育队以“上海-珠峰师资培训

中心”为抓手，以上海对口援建的6所学

校为基础，构建上海-珠峰优质教育联

盟共同体，形成区域教育一体化发展新

格局。2022年8月起，沪藏两地学生开

展交流活动不下100场，近500名西藏青

少年来到黄浦江畔，参加精彩纷呈的社

会实践活动。今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数据显示，对口援建5校教学质量稳中

有升。其中，全市中考成绩前7名的学

校，上海对口援建学校占4所。

未来，上海援藏教育队将建立“区+

市+校”三级名师新梯队，努力打造学科教

师培训的高地、学科教学质量的高地、学科

教学研究的高地。同时，构建“七彩德育-

格桑少年”育人新体系，培养自信、顽强、创

新、幸福和美好的“格桑少年”，形成新特

色，谱写新篇章。并以教师评价改革优化

人力资源配置，释放干事创业新动能。探

索“精细化-信息化校园管理”新模式，提

高学校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率，切实提升学

校核心竞争力。

张小波总结道，援藏两年来，“我们始

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教育援藏工作，为

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办人民满意的高品

质好教育，打造一张上海教育援藏的金名

片而奋楫前行。”

责任高于珠峰，打造上海教育援藏金名片

（上接第一版）10月18日，上海歌舞团

原创舞剧《李清照》将在上海文化广场

拉开艺术节大幕，以现代视角诠释“千

古第一才女”的精神世界与家国情怀。

11月17日，图冈 · 索契耶夫、张昊辰

与慕尼黑爱乐乐团音乐会将在捷豹上海

交响音乐厅为艺术节收官。

全球演艺精粹集聚申城。本届艺

术节境外演出占比约六成，展现名家

名团“含金量”。维也纳爱乐乐团、伦

敦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等将齐

聚申城，打造交响盛宴。“柴赛冠军”

亚历山大 · 康托洛夫、“肖赛冠军”拉

法尔 · 布雷查兹将在艺术节达成首次

中国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马

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分别以近300人

的阵容呈现 《斯巴达克斯》《舞姬》，

芭蕾殿堂“双星”将展现世界顶级舞

团风采。

精品演出致敬艺术巨匠。围绕莎士

比亚诞辰460周年、普契尼逝世100周

年、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等时间节

点，本届艺术节设计多版本 《哈姆雷

特》、全明星版普契尼歌剧 《托斯卡》

之夜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在中法建交

60周年之际，法国小提琴大师雷诺 ·

卡普松等名家、法国夏约宫国家舞蹈剧

院《反重力之躯》、法国头脑呓语剧团

《尝一口拿破仑》等各具特色的演出将

亮相艺术节。

挖掘原创活力之源

本届艺术节紧扣时代主题，用更

富时代感、国际范的创新表达，讲好

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活力，让原创“蓄水池”活

水澎湃。音乐剧 《逐梦》、舞剧 《破

冰》、现代京剧 《石评梅》、话剧 《生

命册》 等作品从红色文化和人民生活

中汲取灵感源泉，展示时代之变、中

国之进、人民之呼。昆剧 《诗宴 · 唐

才子传》、京剧《薛涛》等作品以创新

视角再现历史名人风采，传递中华文

化浪漫精神。肢体戏剧 《俑立千年》、

舞剧 《敦煌归来》 等作品呼应“国

潮”兴起，让文物在舞台上“活起

来”，凝聚起高关注度。

艺术节搭建南北文化对话平台。重

磅推出“遇见海派风华”和“遇见

‘京’彩人艺”板块。时隔12年，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再次大规模“驻演”上

海，带来《茶馆》《哗变》《日出》《杜

甫》《正红旗下》 等大戏。与此同时，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舞台剧 《长恨歌》，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舞台剧《繁花》、音

乐剧《爱情神话》，方言舞台剧《魔都

俏佳人》等将一展海派文化独特魅力，

与北方戏剧交相辉映，互相对话。

“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为文化创

新输送“活水源头”。据悉，本届“扶

青计划”吸引了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

艺术家申报作品逾293个，最终金世佳

《尝试集2.0》、敖定雯 《玉簪记》 等9

部舞台艺术作品和两个视觉艺术项目脱

颖而出。

人文新景全城落子

艺术节从内容开发、产品设计出

发，全力打造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看美

展、观文博、赏好剧、听歌会、来海

考、享美育、逛景区、品食尚”的打卡

首选项。“艺术天空”品牌诞生十周年

之际，著名指挥家许忠将携手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在上海展览中心

户外喷水池广场演绎贝多芬交响曲全集

音乐会。“艺术天空”在全市的街镇社

区、公园草坪、城市公共空间上演近

60台90场演出，打通高雅艺术到城市生

活的“最后一公里”。艺术节以近20万张

的总演出票量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来

沪，预计将有超过10%的海外观众；首

次推出“演展联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强引擎”。

“一系列高品质、高流量、高能级演

艺活动即将亮相，彰显出艺术节为打造具

有原创引领性、品牌标识度和世界影响力

的‘上海平台’‘上海时间’‘上海坐标’

的积极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总裁李明表示，艺术节深耕国际性、艺术

性、人民性、创新性的特点，以更坚定的

文化自信、更开放的艺术视野、更多元的

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让艺术节成为集聚全球演艺资源的

“大码头”、宣推城市形象的“金名片”、

吸引海内外游客的“加速器”、助推社会

经济增长的“强引擎”。

“名团含金量”“首演占比量”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