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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学术赋能基础教育发展

3 营造优良学术氛围 提升区域教育质量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打造四位一体学术氛围体系

的探索 何文明

8 以学术力建设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曹纺平 施展才

12 中小学教学学术的意蕴、要素模型和教学运用

陈洪义 陈 燕

局长访谈

20 探索新时代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浙江省常山县教育局局长李岳飞访谈

李岳飞 方龙云

校长视点

25 提质强校 精准发力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的实践 王卫华

28 课程心理：普通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新模式

——浙江省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的实践 曹冬林

32 精准教学 精准德育

——一所农村普通高中的精准提质教育改革实践

方昱红 王佳玲 严开银

36 初中STEAM课程设计、实施与评价的一体化建设

——浙江省宁波外国语学校的实践探索 张莉莉

46 江南习俗课程：城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创新实践 陆锡炯

50 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的策略探索

——浙江省嘉善第二高级中学的实践 何 海

55 “四园一坊”劳动教育模式：实现劳动、实践、育人的融通

王炳瑜

课改前沿

58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视域下课堂教学变革的路径探析 杨延鑫

63 区域义务教育学校拓展性课程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

庞茗萱 黄慎娥

教研创新

70 走出教学定式：教师研修的“情景转化”模式 蒋 敏

75 “研训一体”教师培训模式的县域实践与反思 郑承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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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穿透”式教研：打造区域教研新样态 谌凤山 蒋秀云

82 片区集体备课：助力课堂提质增效

——以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片区集体备课活动为例

林建梅

86 “一核两翼四环”Q-AL型备课组建设研究 戚燕飞

教师发展

91 德国《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及其启示 郑 峻 金婉清

95 教育高质量与教师核心素养 周华松

100 打造“三互”学习共同体，助力新教师专业成长

——公办初中提质强校行动背景下的学校教研组建设

郑建新

实践育人

106 智能时代的家庭劳动教育

——家校社协同的视角 陈万勇 郑梦萍

110 行走·重构·演进：“五勤文化”引领下的农村普高乡土教育

创新实践 程益明 茹敏杰

德育之窗

116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综述 张文彦 施 展

125 “五维一体”生命教育的设计与实施 欧自黎 詹蔓莉

信息广角

时萃摘编

7 学术并非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的专利

24 基础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可为之处

35 精准教学是时代的呼唤

54 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课程开发的积极性

94 德国《教师教育标准：教育科学》内容摘录

105 杭州市公办初中提质强校行动措施摘编

109 劳动素养的内涵

术语选登

99 “教育技术”相关术语与定义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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