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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测评数据聚焦教师发展的
学校改进之路

◆ 金焕芝

金焕芝|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中小学高级教师，硕士研究生 ( 河南郑州 450006) 。

［摘 要］ 区域教育质量检测报告是基于数据对学校做出的全面评测，为学校改进提供了数据的支撑。郑

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四年来基于数据的学校改进，从存在问题的分析，聚焦教师发展这一关键，借助专

家力量，提升办学理念，改变课堂形态，开发校本课程，教研专业跟进，质量检测报告反映了改进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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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目前已连续四年拿

到了 “中 国 基 础 教 育 质 量 监 测 协 同 创 新 中 心”
( 以下简称“中心”) 反馈的“区域教育质量健康

体检项目学校报告” ( 以下简称“报告”) 。
如图 1 至图 4 所示是报告中呈现学校连续四

年影响学生指标发展因素的雷达图。

图 1 2013 年雷达图

图 2 2014 年雷达图

图 3 2015 年雷达图

图 4 2016 年雷达图

对比雷达图，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影响学生

学业发展的各项指标由 2013 年部分低于区 ( 市)

平或略高于区 ( 市) 水平，到 2016 年所有指数均

高于区 ( 市) 水平且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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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数据的对比令每位淮河教师欣喜不已，数据

的变化反映的是学校从薄弱学校向一流学校的迈

进，反映的是学校四年来基于数据分析改进的成

效。在郑州市测评反馈会上，中国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刘坚教授把郑州市 200
多个学校中，各项测评指数高位均衡的学校称为

“幸福学校”。
短短四年时间，学校从近半数测评指数低于

区 ( 市) 常模，到 2016 年的各项指数均高于区

( 市) 常模，这背后的 “幸福密码”是什么? 我

们基于测评数据采取了哪些行 之 有 效 的 改 进 措

施呢?

一、立足 2013 年测评数据，深度查找聚焦

问题所在

我们将 2013 年学校报告中影响学生学业健康

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汇总，发现以下方面存在

较大问题: 2013 年本校学生学习自信心、学习动

机、亲子关系、教师教学指数。
结合上述数据，我们看到教师教学水平虽然

略高于区 ( 市) 平均水平，但整体数据偏低; 学

生普遍缺少自信，学习动力缺失; 亲子关系堪忧。
这深深地刺痛了我们，学校迅速成立了班子成员

和骨干教师的调查小组，专门设计了针对学生学

习动机、学习方式、亲子关系的学生调查问卷以

及针对教师教育教学专业素养的调查问卷。经过

对问卷的统计、数据梳理及汇总，我们开始了追

根溯源、归因分析。

( 一) 教师教学水平指数偏低分析

学校从 2005 年建校归属伊河路小学教育集

团，与伊河路小学分校共用一个校园，到 2010 年

成为独立法人学校，到 2013 年伊河路教师全部撤

离，淮河路小学的师资面临严峻考验: 原有 43 名

教师，新入职教师 20 名，平均年龄不到 28 岁，

年纪轻，缺乏作为中坚力量的骨干教师的引领，

缺乏团队凝聚力。
近年来，随着学校的飞速发展，新分配较多

年轻教师，这部分教师刚刚走上教学岗位，教学

理论虽丰厚，但实践经验较欠缺，对于如何备课、
上课等活动还处在一知半解状态。部分青年教师

通过招教考试进入工作岗位，自以为进入保险箱，

由招教时的紧张立刻变得对自身放松要求，追求

进步的动力不足，“半杯水思想”充斥大脑，也是

影响自身教学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

( 二) 学生学习内部动力不足分析

结合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发现学生还处在

传统的学习模式中，课堂上被动地接受学习，缺

少学习主动性，由于课前预习不充分，课中自然

不敢畅所欲言，久而久之，就变得学习动力不足，

缺乏学习的自信心。

( 三) 亲子关系不够和谐分析

孩子承载了家长太多的希望，再加上 “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思想，大部分家长盲

目为学生报课外班，填满了学生的课余时间，而

相反大多家长却没有好好研究如何教育子女，忽

略了亲子交流和沟通，忘记了因材施教，忽视了

学生的心理需求，这些都是造成亲子关系不和谐

的原因。
结合归因分析，无论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

师生关系还是亲子关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学校要发展，必须对症下药，寻求最根本的解决

策略。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师对于学校，

犹如太阳对于宇宙，其是推动整个学校机器运转

的力量和源泉。可见学校的发展关键在教师，教

师是学生学习的领航者，教师的专业高度，决定

着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学校锁定教师

专业发 展 这 一 根 本，开 启 了 打 造 “幸 福 淮 河”
之旅。

二、聚焦教师发展，历时三年分析改进

( 一) 幸福专列第一站: 高端引领明方向
2013 年，郑州市教育局遴选出首批五所教师

发展学校试点校，设立专项资金助推学校教师专

业发展，淮河路小学是其中唯一的一所小学。学

校借力教师发展学校，与北京师范大学签订为期

三年的合作项目，从学校办学理念、核心文化的

顶层设计到教师学科素养、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的提升，进行全方位整体性包装打造，推动学校

全面发展。
三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有多位科研名家、

教学名师、学术专家等莅临学校指导。北师大教

师培训学院院长陈锁明携原北京光明小学校长刘

永胜参与淮河路小学的理念文化研讨，并做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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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指导，学校最终形成了 “润”文化核心

理念系统:

北师大每月派一名教学名师到校进行听课、
教研指导，学校借这样的机会安排不同的青年教

师执教同课异构、师徒结对等课，然后进行专家

评课指导，以课例为载体，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

专家的科学指导下，更多的教师从中有所领悟，

并将听课收获落实到自己的日常教学中。
与北师大合作的三年，全体教师犹如踏上快速

飞奔的高铁，把握着最前沿的教育动态，更新着科

学的教育思想，领略着大师的风采，拓宽了眼界，

开阔 了 胸 怀，教 师 的 职 业 认 同 感、幸 福 感 逐 年

提升。

( 二) 幸福专列第二站: 立足课堂注活力

教育本身就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 动 另 一 朵 云，一 个 灵 魂 唤 醒 另 一 个 灵

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人的灵魂，未能引

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能称其为教育。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真正的学习应该是让学生经

历“发现—质疑—探究—解决问题”的真实的自

然的学习过程，而实际课堂上更多呈现的是教师

一个人的独角戏，偶尔有个别学生充当配角。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学校结合“灵动学子 沁

润教育”的办学特色，积极尝试通过转变教师教学

方式，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内驱

力，进而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因此，我们探索出了

适合学生发展的灵动课堂，逐步形成了 “课前预

学，感悟新知” “思维碰撞，合力探究” “反馈交

流，灵动生成” “延伸迁移，激扬潜能” “回本溯

源，创新提升”灵动课堂五步曲。
这一课堂形态，在以生为本的前提下，课前

通过小研究引导学生充分自学，带着问题和思考

走进课堂; 课中小组交流、汇报展示，学生交流

得滔滔不绝、教师点拨得恰到好处，真正做到了

还学于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尽情绽放; 延伸迁移、
创新提升环节，有效提高了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乐和发现的快乐。
学校的“灵动课堂”形态，彻底转变了教师

教学方式，随即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的可喜改变，

学生不但乐学，而且好学，课堂成为展示自我的

舞台，极大地培养了学生的自信，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内驱力。

( 三) 幸福专列第三站: 研教结合促提升

以研促教，科研兴校，是淮河路小学打造品

质教育、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不懈追求。2016 年

10 月，学校以清晰的发展思路、年轻活力的师资

队伍、卓有成效的成绩通过评选，成为郑州市教

科所首批教育科研基地校，与市教科所实行捆绑

式发展，立足本土精准设计、跟踪指导，聚焦课

堂改进教学。
学校 2017 年启动与河南大学深度合作的 “课

堂教学切片诊断与教师专业技能提升”项目研究，

每月一个主题，聚焦课堂，通过教师课堂切片诊

断，精准选取教师优秀课堂教学片段，结合文献

总结推广，同时对课堂不足之处进行问题提炼，

结合文献研究制定标准，以一个课例的不足之处

的改进带动同类课堂教学环节的改进，以此优化

课堂教学，探索研教深度融合的路径，培育一批

在郑州市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专家型教师，为塑

造学校品牌储备坚实的软实力。
在魏博士的专业引领下，学校先后多次以课

例为载体，借助切片诊断技术，把脉课堂教学，

梳理出了促进教师发展的核心技能，并在一次次

的研课、汇报过程中，形成了切片诊断学习团队，

学校发挥学科中心成员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学校

优秀教师召集在一起，成立不同学科中心，将中

心成员分为课程设计团队和课程实施团队，形成

工作机制，每个团队成员承担具体的切片研究主

题。学校通过这种方式为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的

平台，同时开启了新型的研教结合之路。
切片诊断技术不仅有效弥补了传统听评课之

不足，还能突破时空限制，直观形象地研究课堂

教学。教师懂得了如何了解自己、剖析自己、突

破自己，如何寻求工作中的幸福，提升生命质量，

做一个幸福的教育者。此外，学校五年以内教龄

教师近 20 人分别参加郑州市张贵民主任名师工作

室、郑州市名班主任工作室、中原区语文学科中

心组、数学梯队工作室、英语学科中心组、科学

和综合中心组教研活动，在学科教研员带领下围

绕学科核心问题的解决研课、磨课，回校与校内

骨干教师进行校本研修，大胆尝试突破难点问题，

提高教学能力，在岗位上不断成长，感受到做一

名学习型、研究型教师的职业价值，职业幸福感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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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幸福专列第四站: 课程开发促发展

学校借助校本课程开发帮助教师完成角色转

换，这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前提。在校本课程开发

中，教师不仅要研究学校、学生、自己，还要研究

课程理论、课程开发方法等。校本课程的开发赋予

了学校和教师更大的选择权和决策权，极大地调动

了教师的教学能动性，教师作为课程的开发者、实

施者、建设者、评价者，通过课程实施，提升自己

专业素养，实现自身价值，体会到职业幸福感。
淮河路小学的校本课程中，90% 都是由学校

教师承担，大家围绕学校核心文化 “润”和 “德

高、体健、行雅的灵动学子”育人目标，开设了

六大类共计 80 门“润根育人”校本课程，分别是

语言与人文、品德与社会、身体与健康类、数学

与科学、艺术与审美、技术与创造，每类课程都

包括必修和选修两大类。
经历了三年课程开发与实施，教师参与校本

课程开发使教师的课程、教学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多位教师分别获得国家、省、市、区各级校本课

程设计奖。2014 － 2016 年，学校的校长课程领导

力健康体检数据持续保持高位，指数达到 100，教

师教育满意度指数高出全区平均指数 27. 13%。
学校开放、多元的校本课程开发理念，有效

提升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学生发展，学校归属感指数高

出全区平均指数 12. 15%。
随着学校多措并举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教

师拥有了健康幸福的心态，逐步形成 “让每一个

生命绽放光彩”的课堂幸福观。通过 2016 年学校

的教育质量健康指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大数据

呈现学校聚焦教师发展之后带来的可喜改变。
教师: 教师教学高于本区指数 19. 25%，教师

满意度高于本区指数 27. 13%，教师教学水平高，

对学校具有很高的满意度。教师通过专业引领、
理论学习、实践研究、同伴互助等促进自己专业

发展的提升，体验被人认可、受人尊敬的幸福感。
教师通过学生的点滴进步、精彩发言、幽默动作、
创造性的作品等来感受和审视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并为此 感 动———感 受 成 长 的 幸 福，为 成 长 努 力

———享受追求的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淮河路小

学的教师是“幸福的”。
学生: 本校学生的学业达标指数为 95. 98%，

高出本区该项指数 7. 57%，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学习策略、学习动机高于本区指数分别为 5. 55%、
1. 81%、8. 89%，学生具有较强的内部学习动机;

学生主观幸福感、学校归属感、学生满意度高于

本区指数 9. 52%、12. 15%、14. 53%，学生对学

校有较强的归属感、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强。由

于教师专业教学技能的大幅提升，教学方式的不

断转变，随即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学习效果的

显著改变，学生学习由被动变主动，学习兴趣、
自信心增强，学习动力十足，分析数据不难发现

淮河路小学的学生是“幸福的”。
家长: 家长参与高于本区指数 9. 9%，家长满

意度高于本区指数 8. 32%，家长较高的参与教育

过程中，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高，分析数据不难

发现淮河路小学的家长是“幸福的”。
学校关系和谐: 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

系高于本区指数 13. 62%、10. 39%、6. 31%，分析

数据可以说淮河路小学是“幸福学校”。
( 五) 幸福专列未来站: 着眼未来谱新篇

数据驱动变革，淮河路小学的发展从通过经

验、表象判断到依据数据求得实证，抓住教师发

展这一关键因素，制订策略，找到规律，开启幸

福学校的绿色通道，让每一个生命在学习共同体

中绽放光彩，以品质教育成就学生的未来。
当今世界各国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都要求重视

学生高层次能力的培养，高层次能力要求学生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全面而准确地预估和分析

问题、能够自如地储存和提取所学知识、能够发

散思维并联系生活实践给出合理解释、能够与团

队合作并创造性解决问题。今后，在学校中重要

的不再是学知识，而是学思考。未来，越来越多

的人会理解: 学习就是学思考。这里的思考和思

维就是我们要培养的“高层次认知能力”。
因此，今后淮河路小学将继续依托数据驱动

学校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着重培

养学生的高层次认知能力，不断创新 “综合素质

评价”方式，继续构建和谐幸福的校园，让淮河

路小学这趟幸福专列幸福地驶向教育彼岸，再谱

教育新篇。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小学评价体系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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