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树人学
校创办于 2004 年 9 月，建校 15 年
来，学校持续优化内部管理，加大
教学改革力度，立德树人，综合发
展，赢得了广大家长和社会各界的
认可，形成了开发区“初中教育看
树人”的现象。

学校现有 20 个教学班，948 名
学生，教职工85人。自2016年起，
树人学校充分发挥中小学校课后
服务主渠道作用，结合实际积极作
为，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
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
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扎实开展丰
富的课后服务活动。

本着“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
长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原
则，该校每年投资20万元用于购置
各种教学设备、聘请专业教师，先
后组建、扩充了吉他、架子鼓、古
筝、扬琴、阮、书法、阅读、足球等20
多个兴趣小组和社团，丰富了学校
教学生活，并对个别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给予免费辅导帮助。

课后服务期间，学校注重完善
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师生安全卫
生意识的教育；强化活动场所安全
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制度，制定并
落实严格的考勤、监管、交接班制
度和应急预案措施；聘请多名生活
教师，实现24小时无缝隙管理，使

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及安全有保
障。此外，针对部分学生家长在外
务工、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实际情
况，学校开放学生宿舍并提供一日
三餐，为课后服务工作开展提供了
充足保障。

课后服务开展期间，学校根据
家长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还深
入开展了“教育精准扶贫、扶智先
行”课后服务工作。该项活动针对
家庭贫困学生，采取学生自愿报
名、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利用周日对
需要帮助的同学进行免费补习功
课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开展，节省
了部分贫困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
有效推动了扶贫工作的开展。

树人学校课后服务工作一经
推出，即得到学生及家长的支持，

取得了较好效果。今年8月份，树
人学校举行了 2019 年暑期第一期
课后服务活动成果汇报演出，约有
400名家长到校观看演出。此次演
出，是该校暑期课后服务活动开展
期间，学生在校所学技能、兴趣爱
好的一次成果展示，共有 12 个节
目，涉及歌曲、乐器等表演。整场
演出精彩纷呈，获得家长们一致点
赞。

树人学校校长花秀泽介绍，目
前学校正在总结前几年开展课后
服务工作的经验基础上，逐渐尝试
把课后托管服务向课后教育延伸，
进一步推动学生素质提升。“课后
服务不仅满足了家长看管学生的
基本需求，还成了学生提升综合素
养的‘第二课堂’。”花秀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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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吕思敏 赵新亮 报道）9月6日
上午，滨城区第六中学教育集团杨柳
雪分校揭牌仪式暨教师节庆祝大会在
杨柳雪中心学校举行，这是滨城区实
施集团化办学以来成立的第二所区直
名校乡镇分校。

滨城区第六中学是一所名校，有
着先进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师队
伍，教育教学质量逐年提升，中考成绩
在全区名列前茅，赢得了社会的高度
赞誉。杨柳雪分校成立后，滨城区六
中教育集团将高点定位、科学谋划，践
行“共建共享、共创共赢”原则，确保两

校区办学理念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学
校课程统一、干部使用统一、教师调配
统一、集体备课教研统一，让两校区真
正成为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全力
把分校办成名校，为全区乃至全市、全
省树立教育改革新标杆。

杨柳雪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关心和大力支持
滨城区六中教育集团的发展，不遗余
力地加大教育投入，全力助推全镇教
育向更高质量提升迈进。滨城区政府
分管领导表示，希望两所学校发挥集
团优势，携手共赢，实现滨城区优质教
育资源与乡镇学校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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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成为常态 知识到素养通道贯通
——滨城区2019年暑期教师学科培训活动综述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王希军 张盛群

近年来，滨城区在教育教学质量
提升双十工程和中小学校长班主任
教师领航工程的基础上，建立了教师
研训的长效机制，针对全区教师专业
发展的需求，每年暑期都会举行不同
层面、不同专题、不同方式的研训活
动，以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构建高效
课堂，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2019 年暑假期间，滨城区教研室
围绕“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设
计”研训主题，聘请北京市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教研专家，对全区近 3000
名一线教师，分 9 个学科进行了深度
培训，助力教师核心素养提升。

教师变成学生，工作坊
架起分享桥梁

今年的研训采取项目式、体验式
培训形式，通过工作坊的互动交流，

让老师们从原来单纯的听报告变为
亲身体验，效果明显。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任兴来
教授，将参加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研
训的老师分成 5 个工作坊，让老师们
展示自己设计的教学目标，通过分
享、交流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
训中，老师们开始紧张、激动、犹豫，
像极了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学生。

随着交流深入开展，老师们逐渐
喜欢上了这种方式，每个人的观点都
值得分享，每个人的声音都值得倾
听。5 个工作坊之间语言的交流、思
维的碰撞，让老师们在“坊”间更清楚
地认识了教育的本质，更明确了输出
型教学目标的构成要素。

专家纷纷支招，让参训
教师受益匪浅

“方法不是套路，而是思维的产
物”——北京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张
鹤教授在《数学教学的逻辑》专题报
告中，这样总结了数学教学方法。

培训中，张鹤教授还给老师们带
来了《算术平方根》《平行四边形的判
定》两堂精彩研究课，他从教学的逻
辑、知识的逻辑、思维的逻辑等方面
入手，深入浅出地对数学教学方式进
行了剖析，让老师们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
孙京红主任在专题报告中，鼓励参训
老师在以后的教学中，要注重激发学
生“独立行走的愿望”，培养学生“独
立行走的能力”。

不同学科的培训特点
各异，“深度学习”成为常态

在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牛玉玺

主任的带领下，滨城区 541 位小学语
文教师重点对单元教学设计等方面
进行了学习，并现场完成了牛玉玺主
任布置的作业，提交到微信平台进行
展示，接受参训老师们的相互点评。

初中语文培训则是由4位老师现
场说课。围绕 4 位老师的设计思路，
全体参训老师分为 8 个讨论组，集体
头脑风暴，在总结出说课的 8 个精彩
点后，由海淀区初中语文教研室夏满
主任引导老师们说出16个得意环节，
最后将其还原到 8 个精彩点中，构建
实践模型，让参训教师通过“深度学
习”打通了“知识”到“素养”的通道。

“实实在在又当了一回学生，这
次培训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刚参加
完暑期研训活动的老师们一致表示。

全市师德师风
演讲比赛举行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刘清
春 通讯员 李玉国 报道）9 月 7 日，
滨州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
四有好老师”师德师风演讲比赛在
渤海中学成功举办。

现场，滨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区、市直学校教师代表、
家长代表及特邀媒体代表，共计
400余人观看了演讲比赛。比赛共
有来自各县市区、市直学校的22名
选手参加，市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
同志及来自滨州学院、滨州职业学
院、市朗诵协会的教授、专家莅临现
场并担任评委。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北镇中学
的李国强等 3 位老师荣获一等奖，
来自邹平黛溪中学的田道源等4名
老师荣获二等奖，来自滨城区三中
的商公涵等 5 名教师荣获三等奖，
来自滨州实验学校的沈桂名等 10
名教师荣获优秀奖。

下一步，结合师德师风演讲比
赛活动，市教育局将组建全市师德
师风宣讲团，于今年教师节后在全
市组织巡回宣讲，倡树先进典型，大
力宣传教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
苦钻研、潜心教育的崇高师德风范，
推动全市师德建设再上新台阶。

滨城第二实验小学开学第一天“花样多”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向

春 通讯员 董雪峰 赵燕芳 报道）9月3
日，是滨城区第二实验小学新生开学
的日子，为了表示对一年级新生及家
长的欢迎，同时也让孩子留下一份美
好的记忆，学校精心准备了迎新生系
列活动。

瞧，一年级新生在老师的引导下，
满怀着期待，和家长手牵手，通过气球
拱门，走过校园。家长们纷纷拿出手
机，记录下这美好又难忘的一刻。紧

接着，孩子们带着喜悦与好奇来到教
学楼前，在迎新主题板上留下了自己
小学生涯的第一个签名。最后，孩子
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新教室，与老
师们见面，正式开启小学生活的新征
程。

当天，学校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小小任务卡》，学
生每完成任务卡上的一个任务就会得
到一个印章。学校负责人介绍，之所
以设置这样有趣的报到课程，是为了

让孩子们尽快熟悉校园，争做学校的
小主人。

据介绍，滨城区第二实验小学项
目是滨城区解决大班额问题项目之
一，位于黄河二路以北、渤海六路以
西，占地面积 83 亩，总建筑面积约
32580 平方米。其中，新建面积约为
19860平方米，体育馆、办公楼、学生公
寓共计 12720 平方米，计划建设 36 个
教学班，解决1620个学位。

“为缓解大班额压力，经滨城区

教育和体育局研究决定，通过对原
教学楼进行改造，学校本学期开始
招收一年级新生，规模为 4 个教学
班，共解决 180 个学位，每个班严格
控制人数不超过 45 人。滨城区第二
实验小学新建项目整体工程预计将
于明年 7 月交付使用，届时，学区内
大 班 额 问 题 将 进 一 步 得 到 有 效 缓
解。”滨城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李辉堂说。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1953年10月27日，新建成的鞍
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
鸣响，我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
来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
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
基础十分薄弱，无法生产这类工业
产品。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
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
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
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新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
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
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
“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
工程，涉及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
油炼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
造、化工、电力等方面。1955 年 7
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
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

黄金 7 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
资，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
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
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
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
品被制造出来：1954 年 7 月，“初教
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
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
1956年7月，载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
卡车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
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1956年9月，
国产Ｂ2-34中型坦克发动机问世，
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
历史……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
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
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
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
变。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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