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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蝉噪林逾静’？”
“真的是蝉噪导致了林静吗？其

实不然！林静的原因是无风！无风一
方面不会干扰蝉鸣声音的传播，让我
们听得更真切。另一方面，无风也使
得林间的空气流动变慢，聚集在林中
空气流不出去，持续日晒就导致林中
的气温升高，从而加速了蝉体内产生
性激素的化学反应加快，从而性激素
水平提高，求偶‘心切’的蝉便会加大
声音鸣叫以至于‘噪’声远播！”

山东省教科院小学科学教研员卢巍绘声绘色地
讲解古诗词里的科学，让同时在线的 3 万余名教师
听得入了神——这是卢巍和她开创的“齐鲁科学大
讲堂”上的一幕。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大讲堂”？目前全省小学
科学教师队伍专业力量不足，卢巍想通过助力教师
成长来推动小学科学教育实现新突破，并将这些突
破链接到科技人才培养的大链条中，让科技教育成
为义务教育阶段培养全省科技人才的强大力量。

为师资困境“破冰”

说起“齐鲁科学大讲堂”，荣成市实验小学教师
乔廷强感触颇深：“自 2020 年 5 月 19 日第一期‘齐
鲁科学大讲堂’开播以来，每周二我都会端坐在屏幕
前，静待那美好时刻的到来。”为了不耽误学习，乔廷
强通常会将自己的教学任务调整到其他时段，让每
周二上午成为“充电日”，这也正是卢巍所期待的。

每周一次的“齐鲁科学大讲堂”都是省市县校四
级联动，即研发团队线上展示，省级专家即时点评指
导，市县教研部门和学校组织教师全程观摩学习研
讨。历经80余场的专业洗礼，“齐鲁科学大讲堂”已
成为教师们的“成长大本营”，并形成“边研发、边展
示、边修改、边应用”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

据了解，这个“大本营”汇聚了覆盖一至六年级
全部科学课程共 219 节课例的优质课程资源，共原
创了900余份文本资源、1200余份视频资源。所有
课程资源均上传至公益网站，供省内外小学科学教
师免费使用。而这，只是卢巍 5 年来助力科学教师
专业成长、构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链条的“最前端”。

卢巍说：“如果把科技自立自强比作一棵大树，
那么基础的科学教育就是其生发的根，教师正是浇
根者。”但令她深感忧虑的是，全省小学科学师资队

伍专业力量不足，多数地区存在教学方
式落后、学科素养薄弱、课程资源匮乏
等问题，为全省教师开发好用的优质课
程资源就成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系统化、全覆盖的教学资源对提
高乡村科学教师的教学能力、补足农村
教研短板、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意义重
大。”卢巍说。

绘制学科“全景地图”

思路有了，卢巍立马开始行动。从
2017 年 4 月起，她先后组建了山东省小
学科学名师工作室和 16 支地市级骨干
教师团队，带领 200 多名优秀的科学教
师开启了一趟全新的探索之旅。

“新课标就是整张蓝图的航标。”为
了确保大家不“偏航”，卢巍先带领团队
一点儿一点儿地学习、吃透新课标，对
其中的 18 个大概念和 75 个学习内容进
行整体设计，将课程内容划分到低、中、
高三个学段并系统设计进阶性目标，为
大概念统领的小学科学课程资源系统
开发绘制巨幅“全景式施工图”。

创新的道路从不平坦，缺乏经验借
鉴的他们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无
疑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程，对于团队
中的每个成员来说也是从未有过的挑
战。汶上县教育教学研究室的科学教
研员王凤玲说，正是在一轮轮的反复打
磨后，她的课堂设计思路才越来越清
晰。

从 2017 年 9 月起，卢巍确立了“开
发展示—分析评价—改进应用”的资源
开发模式，并着手培训开发团队。在此
过程中，卢巍既是为16支团队的研究定
向把关的“向导”，也是他们并肩作战的

“团长”兼“旅伴”。教师们在某个环节
遇到障碍、出现困惑时，卢巍都会帮助
他们“破疑清障”。如果说一个人的成
长有“关键事件”，那么“齐鲁科学大讲
堂”无疑是这些科学教师的成长关键。

成长在“齐鲁科学大讲堂”

而今，“齐鲁科学大讲堂”已成为全省 3 万余名
科学教师的线上成长大本营，教师们一旦乘上了这
列“成长快车”，就不由自主地开启加速模式。

以近期的一次活动为例，“齐鲁科学大讲堂”第
74 期是枣庄专场，2022 年 6 月 21 日上午 8 点，全省
16 个地市 3 万余名小学科学教师收看了直播。活
动分三个阶段进行：课例展示—专家评课—卢巍总
结。在总结环节，卢巍对课堂语言提出特别要求，指
出“水分蒸发”不能说成“水分消失”，强调“准确、科
学、严谨的语言是上好科学课的前提”。

“齐鲁科学大讲堂”给予教师们的是什么？
“大讲堂实现了跨区域、跨时间、大范围、多层面

的交流。贯穿其中的共享、共进、合作的教研文化深
刻地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观念，对促进教育公平、实现
教育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淄博市基础教育研
究院王媛提到的“教研文化”，而今也像一颗种子，在
更多的学校开始生根发芽。

“以前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参加不了省级层面的
培训，而现在每周参加一次高水平、接地气而且持续
时间如此之久的学科教研，是前所未有的。”一位来
自乡村小学的科学教师无限感慨。

教师变，则课堂生态变，最终的受益者必然是
学生。教师的专业成长直接带给学生的是科学素
养、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升。回顾
5 年来马不停蹄的经历，最让卢巍感到欣慰的是全
省小学科学教学的“生态之变”。

“为了教研成果价值的最大化，我们近期又创
建了‘齐鲁科学大讲堂’多平台新媒体账号，并申
请入驻山东教育发布 APP。让更多地区、更多教
师和学生受益，努力把山东打造成科学教育高
地！”谈及未来，卢巍眼中仿佛又燃起了一团火。

卢
巍
：
小
学
科
学
教
育
的
﹃
播
种
者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张桂玲

人物简介：卢巍，二
级研究员，山东省教育科
学 研 究 院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山东省小学科学和初
中化学学科教研员。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山东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代表。教育部“国培计
划”专家，教育部基础教
育科学教学指导专委会委
员。山东省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教师专业发展既要靠自我价值实现的
内在驱动，也要靠教科研训部门培养制度
的外在驱动，只要内驱和外驱双轮配合相
得益彰，教师专业发展就一定能够达到较
高的层次。从教科研训部门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对不同层次的
教师制定差异化的专业发展路径，才能实
现区域教师队伍素养的整体提升。

作为教科所，如何参与并助推教师专
业发展？经过反复思考与探索，我们提出
了一个中心、两大体系、三项工程的建设
思路，即围绕“朴素的教科研”这一中心
理念，强化制度体系和队伍体系两大体系
建设，实施科研普及工程、科研培优工
程、科研均衡工程的行动方针，对不同需
求阶段的教师提供差异化的科研专业指
导，以高质量教科研为教师专业发展安装
助推器。

“朴素的教科研”是我们持之以恒的
中心理念。笔者认为，基础教育的教科研
不同于高等学校的科研，高等教育研究的
核心问题是高深学问，而基础教育的教科
研应更聚焦现实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更
多凸显其实用性、示范性和推广性，不要
过于强化其理论研究的价值与作用。具体
而言可能是某一节课的反思探讨，也可能
是对某个学生行为的探究，亦可能是对校
园文化的构建思考。这种关注教育教学本
身的研究因其朴素的本质而受到广大教师
的欢迎，能够引发大家共鸣并积极参与其
中。我们在每年的课题评审中更加关注源
于课堂教学、课程开发、作业设计等方面
的选题，正是因为这一类课题可借鉴、可
学习、可模仿，所以更能体现朴素的教科
研特征。

制度体系和队伍体系的建设是实现中
心理念的重要保障。

在制度体系建设上，我们通过学习贯
彻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件，修订完善了
市一级课题管理制度。在流程规范、经费
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服务保障机
制，并增设了评价专项、体育专项、综合
改革专项等多种课题研究类型，以课题研
究引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在科研骨干培
训方面，我们不断丰富完善原有培养制
度，借助南京市人民政府与南京大学共建
南京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新示范区的契机，
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深入合作培育名师
名校长。

在队伍体系建设上，我们借助区域优
势，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晓

庄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等高校深入合
作，共建南京教育智库、扬子江教育智
库，将高校专家纳入科研专家库，为市域
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我们
也梳理构建了基础教育专家队伍，将一批
年富力强、成果卓越的基础教育教师代表
吸收成为兼职科研员团队，以其为示范榜
样辐射各区县，引领广大教师队伍尤其是
青年教师队伍的发展。

将理念付诸行动，需要切实可行的实
施路径。在完善体系建设之后，我们稳步
推进科研普及工程、科研培优工程和科研
均衡工程，将教科研助推教师专业发展的
顶层设计真正落地。

科研普及工程的目标是实现对市域范
围教师科研普及的全覆盖，实现普及基本
的科研知识、科研方法、科研路径等。当
前，广大中小幼教师即便有强烈的科研发
展欲望，但往往对什么是科研、为什么要
做科研和怎么做科研一知半解，这也阻碍
了他们的专业发展。针对这一现状，我们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以“科研普及
基层行”和“科研普及云端行”两种方
式，赴基层学校为广大教师普及科研知
识、方法和路径，同时还邀请一些期刊编
辑、教育学者在云端为全市范围内的教师
讲解论文写作、课题申报等教师们关心的
话题。为将普及工程走深走实，笔者还结
合自身在大中小幼不同学段学校的工作经

历，撰写 《中小幼教师
如何做好教科研》 的普
及读本，将科研普及落
实 到 具 体 问 题 与 实 践
上。通过我们常年的普
及活动，南京市广大教
师对于科研在专业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以及科
研如何助推专业发展有
了具体的认知，也学会
了如何用科研解决教学
问题以及表达自身的行
为反思，实现了科研反
哺教学的目的。

科研培优工程的目

标是，在普及工程造就的“高原”上再造
“高峰”。针对一些具有更高发展目标的教
师来说，仅普及基础的科研知识与方法已
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因而我们针
对这一类教师群体建设培优工程。通过遴
选科研基地校和标杆校的工作，我们有倾
向性地对一些科研能力较强的学校和教师
提供各类指导，进而推进“南京教育文库”
的编撰工作，旨在帮扶推动一批科研强校
和科研强师梳理提炼办学主张、教学主张、
教育理念和学术思想。以时代为观照，立
足南京教育实际，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推进
南京教科研不断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
和方法创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南京
力量。借助于科研培优工程，一些名校、名
师梳理了自身的发展脉络，提炼出其特有
的办学主张与教学主张，既实现了项目驱
动中的自身发展，也通过梳理凝练锻炼了
教师队伍，实现了合作共赢的目标。

科研均衡工程的目标是实现区域教师
群体发展的均衡化和优质化。教育的优质
均衡发展不仅仅体现在学生层面，教师层
面更需要我们关注，因为只有师资力量的
优质均衡才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在
推进科研普及和科研培优两项工程的同
时，我们还稳步推进科研均衡工程，希望
能够通过优质均衡的教科研推动全市教育
的优质均衡发展。我们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区域联动、优质均衡”的工作
原则，探索实施“科研协同”活动，构建
了“市教科所—区教科所—学校—教师”
多级多方联动机制，实现科研强区、科研
强校为龙头，通过盟主引领，手拉手带动
一批对科研有强烈需求的区域、学校和教
师共同发展。

（作者系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
长、教育学博士）

寻找适合教师的朴素教科研
刘大伟

思享

南京教育文库小语组在进行撰写研讨。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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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铸魂 擦亮专业品牌

护理学院坚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的基本方略，以服务发展为宗
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入推进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不断加强专业建设和教师、
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教学质量
工程项目建设成效突出，在服务区域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016 年 6 月 ， 护 理 专 业 建 成 了 首 批

“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
点”；2018 年 12 月，首批“湖北省高

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 （护理） ”验收
通过；2019 年 12 月，首批“双高计
划”中国特色高水平护理专业群顺利
获批立项；2021 年 6 月，牵头组建的
湖北护理职教集团获批“全国示范性
职教集团 （联盟） 培育单位”；2021
年 8 月，护理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成功
入选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
实训基地培育项目”。

以德立教 锻造护理英才

护理专业教学团队始终坚守教育
初心，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立教，践行“四有”好老师标准，
力争做到“六个下功夫”。2017 年 3
月，护理学院被湖北省妇女联合会授
予“湖北省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
号。2021 年 6 月，护理学院党总支被
评为湖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专兼职
德育教师团队中，有全国“三八红旗
手”1 人、全国先进工作者 1 人、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个人 4 人、中华护理学会杰出护
理工作者 2 人、“湖北省三八红旗手”
4 人、湖北省“巾帼建功标兵”3 人、
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 1 人、湖北省优
秀 教 师 党 支 部 书 记 “ 双 带 头 人 ” 1
人、“湖北向上向善好青年”1 人、湖
北省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1 人、湖北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人、湖北省
援疆干部人才 3 人、湖北省援藏工作
先进个人 2 人、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
馆“春苗行动”志愿者 1 人。

毕业生中涌现出以“全国向上向
善好青年”陈凡、“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姚苗新、“长江学子”徐荣等为代
表的优秀典型 21 人。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数以千计的优秀毕业生
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张晓静、高
青青等 100 余人在毕业多年后从全国
各地驰援湖北，成为当之无愧的抗疫

尖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战大考
中彰显了伟大抗疫精神。2009 届毕业
生陈凡、2002 届毕业生张晓静荣获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20 届毕业生
王冲参加火神山医院救护工作表现突
出，被评为“湖北省自强之星”；2016
届毕业生徐荣获评“长江学子”，她的
抗疫事迹被“学习强国”平台等广为
宣传报道；2015 届毕业生戴言获评

“ 湖 北 省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先 进 个
人”，并入选“武汉抗疫巾帼英雄榜”。

“五育并举” 提升培养质量

贯彻落实新时代德育工作要求，
聚焦护士职责，促进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将德育目标纳
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德育课程
设置及教育体系，系统设计高职护理
专业新时代德育教学改革实施路径。
通过德育促进智育、体育、美育、劳
育，形成立德、乐学、健体、尚美、
崇劳相得益彰的“五育”氛围，人才
培养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双证”

（毕业证与护士执业资格证） 获取率达
96%以上，应届毕业生当年就业率稳
定在 95%以上，就业对口率达 90%，

毕业生获三级甲等医院录用率超过
30%，家长、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
度超过 97%。麦可思第三方评价机构
质量评价数据显示，本专业近几年毕
业生就业率、专业相关度、毕业生平
均月收入、总体教学满意度、毕业生

“双证”获取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
意度、毕业生及家长满意度等指标均
高于全国“双高计划”院校的平均水
平。近年来，学生在省级以上科技文
化竞赛中获奖 133 项，其中包括全国
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17 项，省级一等
奖/金牌 42 项、二等奖 44 项。

薪火相传 践行“孝心护理”

学校结合护理专业特点，将弘扬
中华优秀孝文化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机融合，倾心打造“孝心护
理”青年志愿者服务特色实践育人平
台。学校周边沿河社区、中山社区、
梅岭观社区、文昌社区等居民区，常
年活跃着“孝心护理服务队”志愿者
的身影。他们深入社区服务，定点服
务孤寡老人、家庭病患，开展家庭卫
生清扫、老人个人卫生、老年人陪
伴、老年人常见疾病预防等志愿服务
活动，受到群众广泛赞誉和上级表

彰，并被新闻媒体多次报道。
护理学院持续开展“孝心护理”

志愿服务，已达 8 年之久。护理学院
团总支及“孝心护理”志愿服务队先
后获评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总支 1
次、湖北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总支） 1
次、湖北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3
次。“孝心护理”志愿服务特色实践育
人品牌建设经验在校内推广应用，辐
射医学美容技术、软件技术、建筑工
程管理等专业建成国家优秀志愿服务
团队 1 支、省级优秀团队 6 支。

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首批进入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隔
离病区的医护人员 83 人中有 56 人是湖
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他们为医院
后期大量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起
到了榜样和示范作用。其中张春菊、
赵广英、张清等十余人被评为“湖北
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孝感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孝感
楷模”等。

湖北省人民医院 （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 护理部主任蔡忠香说：“在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72 名湖职
毕业生主动请缨，奋战在抗疫一线，
坚守岗位，仁心仁护，任劳任怨，克
服重重困难守护健康，默默奉献。如
汪厚术作为骨干力量一直奋战在 ICU，
徐荣在风险极高的发热门诊持续工作
两个多月，姚苗新虽入职不久却能做
到迎难而上、临危不惧⋯⋯2020 年 4
月 13 日‘学习强国’平台 《青春的样
子》微视频就是他们的写照。”

（杨桂荣 胡昌杰 田樱）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价值引领 医教协同“三心合一”立德树人
“育人”先“育德”，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一直是

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与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及养老托幼对护理人才的新要求，
以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护理品牌专业建设、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
点创建和《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5—2018年）》等重大项目为
抓手，以建构论和体验论为理论指导，医教协同、产学研用融合发展，将地域
优秀孝德文化与时代精神、专业特点相融合，构建了价值引领、仁心仁护、“爱
心”“孝心”“仁心”“三心合一”的新时代德育体系；探索形成了“目标立起、
课程新起、主体活起、载体建起、实践干起、品牌亮起”“六元耦合”的德育实
践路径；打造了“孝心护理”青年志愿者服务特色实践育人平台，优化了“校
区+院区+社区”“三区联动”、产学研用相融合的德育模式。经过 3 年研究、4
年实践，在高职护理专业新时代德育教学改革中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