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04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安娜 美编 于静静广告

锻造高质量教师，赋能高质量教育
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着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叫响“弘文模式”

　　2013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弘文学校建成，成为当时全区唯一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彼时，该校小学部是由一所村小和城区老校的分校合并
而来，初中部则是从零开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该校校长徐玉红告诉记者，“但我们有发展高质量教育、点亮学生未来
的决心。而要想发展高质量教育，就必须培养高质量教师！”经过多年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逐步形成。截至目前，弘文学校
拥有4个青岛市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工作室，是西海岸新区唯一一所有“三名”工作室的学校；2名教师拥有齐鲁名师、山东省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荣誉、职称，15名教师拥有青岛市级以上名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称号。此外，2021年，该校成为青岛市首批教师专业发展学校。

　　九年磨一剑。近年来，弘文学校先后荣获全国
学校文化实验校、山东省书法教育示范学校、青岛
市高水平现代化学校等称号；先后四次承办全国中
小学教育研讨会活动，六次在全国省地文化与课程
研讨会上作专题经验介绍……“弘文模式”逐渐
叫响。
　　作为青岛市首批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在学校自
身发展的同时，弘文学校还承担着“传、帮、带”的使
命。2016年11月，弘文、弘德两所学校实施“一长两
校”融合型一体化办学模式；2020年7月，弘文、铁山
学校实施“联盟型”集团化办学模式，弘文、弘德、铁
山三所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式组建弘文学校教
育集团；如今，弘文学校又与铁山学校、六汪初中、
大村初中组成了调整后的弘文学校教育集团。
　　按照徐玉红的说法，弘文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概
括起来就是“三五”：学校管理做到文化引领、愿景
凝聚、机制规范、路径行进、评价导向“五共同”；教
师发展做到教育研究、教师培训、课程建设、质量改
革、智慧监控“五同步”；学生成长做到素养体系、行
为规范、育人途径、特色育人、实践活动“五共通”。
　　在弘文学校的带动下，几年间，弘德学校成为
青岛市文明校园、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学校、绿色学
校，新区年度综合考核优秀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
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三八红旗集体，连续三年名
列新区新建校观摩验收第一；铁山学校成为青岛市
高水平现代化学校，青岛西海岸新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年度综合考核优秀单位。

（本报记者）

　　拥有20余年教龄的贾玉霞和只有6年教龄的王
斐，如果不是因为“青蓝工程”，可能只是弘文学校的
两个普通同事，而如今，她们却已经有了4年的“师
徒”缘。
　　2018年，根据弘文学校“青蓝工程”实施方案，只
有两年教师工作经验的王斐“拜师”贾玉霞。“当时，
我刚成为教师不久，开展工作心里很没底。‘师父’给
了我很大的帮助。就拿和学生的交流来说，‘师父’的
沟通方式循循善诱，对不同学生会采用不同的表达
方式，她带的班级班风都很淳厚。”王斐说。在一次准
备公开课的过程中，王斐数次“磨课”，贾玉霞全程跟
踪。“‘师父’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帮我改正问题。无
论是课件的字体颜色，还是讲课过程中的过渡语，甚
至连教资教态都手把手教我，最终效果十分成功。”4
年间，王斐从一名“雏鸟”教师成长为西海岸新区的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并荣获新区“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
　　而像贾玉霞、王斐这样的“师徒”在弘文学校并
不少见。近年来，弘文学校的“青蓝工程”已经形成了
一定之规：“蓝方”多为骨干教师、教研组长等教学科
研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青方”则为新参加教育工作，
教龄在3年以下（含3年）的青年教师以及从中学新转
入小学的教师、实习代课教师。“蓝方”导思想、带业
务、传作风；“青方”学思想、练业务、承作风。
　　“我们还制定了‘师徒’考核细则，根据考核成绩，
确定两组优秀结对师徒在教师节进行表彰。这些年
来，青年教师逐渐成长为骨干教师，而骨干教师则更
进一步成为名师。”徐玉红说。

　　青年教师的活力是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直接体
现。在为青年教师配备“领路人”的同时，弘文学校也
积极引导青年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自我
厘清成长方向和路径。
　　“我们为每位青年教师制定了三年规划，并建立了
成长档案，力求尽快破除他们的迷茫期，避免产生职业
模糊和职业倦怠感。”徐玉红介绍。
　　33岁的李超有7年教龄，已连续3年担任初三年级
班主任，并在区教体局、区人社局等部门组织的中层
干部竞选中脱颖而出。“我是外地人，说实话，最初来
弘文学校时挺茫然的。加入三年规划，建立了自己的
成长档案后，我找到了事业发展方向。”李超表示，“学
校还给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参加各种
高水平的培训及比赛。2021年9月，我的‘应用一元二
次方程解决利润问题’公开课，经过校内评选、联合体
评选，成为全区公开课，在钉钉上进行了全区直播。”
　　为优秀者搭建施展本领的平台，弘文学校不遗
余力。据悉，作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重要环节，“小初衔
接”是一项重要课题。弘文学校在今年试点“六七年
级”融合，并成立了“融合处”，杨继荣是负责人。与李
超相似，通过中层干部竞选的杨继荣，教龄只有5年。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挑战！六年级有270多名学
生，要在学习方法、习惯养成等方面为他们制定可操
作性强的方案，还要安排课程、托管。同时，我还负责
七年级3个班级120多人的地理教学。”杨继荣说，“但作
为一名青年教师，学校给了我这么大的舞台，我就一
定要敢想、敢闯、敢干，为学校‘小初衔接’蹚出一条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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