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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孙雅琴

改善学生就学条件和课后服务，新建100所标准化食堂，启动中小学生全面发展
“十个一”项目行动计划，出台中考新政，推进教学改革……2018年，青岛市在继续为
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不断完善育人体系和评价模式，以促进学生健康全面
成长。这一年，学生在校园里的成长状况如何？他们又得益于身边的哪些教育改革及
变化？近日，记者走进市区部分中小学，听同学们讲述他们这一年的所获所感。

你对学校食堂饭菜的质量是否
满意？你觉得饭菜的搭配如何？你认
为学校食堂还有哪些改进的空
间……12月5日，青岛四十二中在
各班级开展了一次对学校食堂———
望海餐厅的满意度调查，从菜品的
质量、搭配、种类、数量及餐具卫生、
服务人员态度等方方面面设计问
卷，鼓励同学们以不记名填写的方
式畅所欲言。“我觉得学校食堂太棒
了，每天都可以吃上热乎饭，而且天
天不重样”“自从在学校食堂吃饭，
我每天想吃多少吃多少，再也不会
下午三四点钟就觉得饿了”“我喜欢
吃披萨，不喜欢吃菜花，希望食堂以
后可以增加更多的菜品种类供我们
选择”……同学们在问卷上尽情地
抒发自己对学校食堂的情感及建
议。据了解，青岛四十二中望海餐厅
是从本学期开学第一天开始运行
的，餐厅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可
同时容纳600余名师生就餐。而且
整个食堂与教学楼用连廊相连，学
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可
口饭菜，就算是刮风下雨也不怕。这
一年越来越多学校自营食堂的开
办，让学生吃出了“家的味道”。
新食堂的开放深得人心，而原

有食堂的学校也把食堂功能不断扩
增。从今年10月份开始，青岛四中
食堂开始向学生供应早餐，这是因
为学校通过调研发现，竟有超过半
数学生没有形成吃早饭的习惯。“父
母工作太忙，没时间做早饭”“在家
吃早饭浪费时间，怕上课迟到”“在
路边买的早饭不卫生，也不好
吃”……调研中同学们不吃早饭的
原因各异，而学校食堂提供早餐之
后则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八年级
四班的程晓佳同学告诉记者，目前
学校已有400多名半数以上同学在
校吃早餐，学校早餐不仅健康卫生，
更重要的是品种多样，有包子、鸡
蛋、面条、蛋挞、豆沙包、蛋炒饭、稀
饭等可自选，既能吃得饱，又能吃得
好，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学校食堂建设解决了学生在校

的吃饭难题，而青岛市也已经连续
多年把中小学标准化食堂建设列入
市办实事，2018年全市累计投入资
金1 . 8亿多元，建设100所标准化食
堂，惠及8 . 6万余名学生。截至目前
全市共建设了908所中小学标准化
食堂，食堂覆盖率也由2013年底的
54 . 1%上升到目前的83%，在学校
食堂就餐人数由39万人提高到88
万人。各中小学还配备了“电子营养
师”，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使学生
午餐品质不断提升。

新建食堂让学生

吃出“家的味道”

为破解部分家长的“三点半难题”，
去年9月份，青岛市专门印发了《关于做
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鼓
励学校、社会机构等多方参与到课后托
管中来。历时一年之后，如今引入课后
托管的学校不断增多，托管质量也得到
进一步提升。
青岛同安路小学二年级的苏士然

小朋友每天从校内托管班放学回家后，
就会向妈妈展示自己这一天收获的小
印章。“今天我又获得了两枚小印章，再

积两天就能兑换一个喜欢的铅笔盒
啦！”同安路小学采取引入第三方专业
托管机构的课后服务模式，现已有140
余名孩子在校内上托管班。除日常指导
作业、适当体育运动外，托管老师还会
在每周二、周四下午开展情商课、绘画
课、写字课、阅读理解课等特色托管，满
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并在托管中注意对
孩子专注力的训练和行为习惯的培养。
此外，托管老师还对学生实行奖励机制，
表现好的同学可以领到相应的印章，积

累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兑换学习用品，个
性化托管服务深受家长们的好评。
据了解，目前市区的课后托管模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学校教师负责放学
后的看护；二是利用社会资源，采用家
长义工、退休教师或大学生志愿者的方
式免费看护；三是由家委会主导，委托
第三方进校托管。而大部分学校以第三
种托管模式为主，不仅解决了家长和学
校两边的难题，还为学生多彩成长提供
了平台。

课后服务专业规范，满足个性化需求

“初中生活跟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我本以为初中课程会很枯燥，天天考卷
子，没想到原来也可以这么丰富多彩。”
市北区实验初级中学“五一三”学制实验
3班学生宋杨告诉记者，自己小学就读
于台东六路小学，今年夏天本应升至六
年级的他选择加入了市北实验初中的
“五一三”学制实验班，即在正式步入初
中之前，先到学区内的初中学校进行为
期一年的初中预科学习（初小衔接学
习）。喜欢科技创新的他在市北实验初中
的校园里可谓如鱼得水，3D打印、机器
人、编程、航模、未来之城、微型机床……

每周两节科技创新课程让他的动手能力
和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我现在可以自己
编程制作一些简单的小游戏，还能通过
编程解答一些复杂的奥数题，初中校园
真是太神奇了！”宋杨兴奋地说。
“我最喜欢的是上个月的研学活动，
我们全班同学在三天时间里去了聊城、
济南和曲阜，从来没有跟同学们一起去
过这么远的地方，在研学过程中我们不
仅感受了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更重要
的是我们一起互帮互助，完成了课题研
究，增进了友谊。”另一名同学王萧瑩告
诉记者，“五一三”实验班里有很多实践、

体验类课程她很喜欢，这些课程让她爱
上了自主学习。
试点“五一三”学制改革实验班是市

北区为扩张优质教育资源、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的一大创新举措。为了让优质教育资
源惠及更多学生，今年市北区教育局动作
不断，除此之外，还新组建鞍山二路小学
和上清路小学两大教育集团，推动名校带
动普通校共同发展；青岛53中设立鞍山路
校区，新开办青岛第二实验初中分校（弘
毅中学）；并引进华中师范大学幼教集团
和青岛实验幼儿园等，让各片区学校的办
学质量和社会美誉度均不断提升。

创新改革让初小衔接完美过渡

办学质量的提升当然也离不开教学
模式和育人模式的变革。今年市教育局
综合治理学生过重课外学业负担问题，
出台中考新政，推进“零起点”教学等规
范办学检查和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专项行
动，还启动了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十个
一”项目行动计划。为此，市北区也深入
落实，将减负和体质监测纳入对学校考
核，多举措落实音体美课程和学生体育
锻炼时间，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同时，在
各学段举行“生本智慧课堂”系列教学研
讨会，倡导让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参与
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实践性学习。
为了更好地学习张雅平老师教授的

《动物的运动》这节生物课，青岛六十五
中初二六班的宫昊和同学们小组合作自
主设计了一个演示模型，他们把皮筋代
表的“肌肉”固着在两块纸板代表的“骨
骼”上，通过弯曲和伸拉等动作，在课堂
上向同学们展示骨骼、关节和肌肉是如
何协调配合完成运动的。“这堂课一开
始，老师给我们播放了一段动物百米竞
赛的趣味视频，让我们思考动物运动与
身体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激发了我们进
一步探究的兴趣，于是就做了这个探究
实验，亲身感受其中的内在联系。”宫昊
说。
这是青岛六十五中“导学互助”的课

堂教学模式，老师一上课先用导学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遇到问题，小
组内学生再进行互助合作探究学习，小
组之间也可以互相研讨，找出共同困惑；
最后的重点难点问题，再由教师点拨和
指导。“我很喜欢这样自主学习的课堂，
很多不容易理解的知识点我们小组同学
自己想办法，通过几个模拟小实验就解
决了，不仅加深了对该知识点的认知，还
能举一反三。”另一名同学孙偲萌告诉记
者，学校不仅课堂自主，还设有学生自主
管理委员会，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辩论
赛、运动会等学校活动，均由学生自主策
划组织，全面变革育人模式。

课堂变革，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今年全市新建100所标准化食堂，

启动“十个一”项目行动计划，记者听学

生讲述这一年的所获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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