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复旦新生中有个乐观励志男孩———

截肢后不放弃，幸运叩开复旦大门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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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陆梓华）新
学期，本市中小学将逐步建立作业
“公示”制度，上海市中小学生空中

课堂也将迎来“升级版”，重点建设
重难点讲解的教学资源。为全面落

实“双减”工作部署，市教委昨日出
台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多项

举措，着力增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更好服务学生差异化教育需求，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推动建立作业公示制
本市将分类控制作业总量，确

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

作业，小学三至五年级书面作业平
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分钟，初中书

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分
钟。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

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

分书面作业，做到“小学书面作业不
出校门、初中疑难作业不带回家”。

上海还将推动各校建立作业公
示制度，在校园网上公示作业平均

完成时间和作业内容构成，并加强
督导检查。各区要出台学校作业管

理监测办法，将作业管理情况纳入
学校绩效考核范围。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解读，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
这里的“平均完成时间”可以理解为

全班 80%的学生完成这项作业所
需要的时间。

此外，为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市
教委教研室将加快出台校本化作业

体系建设专业指导文件，加强研究

并指导学校建设校本化作业体系，努
力实现教练考一致。市教委要求，学

校要对完成基础作业有困难的学生
开展个别化辅导，并依托信息化手段

构建作业和学习资源推送机制。

空中课堂增名师精讲
新学期，本市将打造“永不落

幕”的、更加丰富立体的空中课堂
资源。“空中课堂”将探索面向初二

初三年级的学生，遴选优秀教师，
结合相关学科单元的教学重难点

问题，制作重难点名师精讲课。课程
内容将聚焦单元目标，强化教学内

容的结构化组织，提炼总结学科思

想方法，凸显学科的核心概念和关
键能力。

“空中课堂”将关注学生在日常
学习中的关注点，特别是疑难问题，

由名师团队遴选学生问得比较多的
“高频问题”和一些对学科思想形成

有作用的“高质量问题”，开展集中
答疑。“空中课堂”也将建设名师面

对面的栏目，由全市的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双名工程”团队的志愿

教师组成名师团队，引导学生形成
问题意识，提升教师问题化教学能

力，聚焦核心素养培育。各区校将统

筹优秀教师资源，充分利用区校在
线平台，组织优秀教师团队对有需

要的学生开展线上个性化辅导。
根据上海市教委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
政策问答，本市将探索购买第三方

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为教师针
对性备课和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高

质量、全免费的资源支撑。

课后服务延伸至初中
目前，本市已实现 100%公民

办小学都开展了课后服务，参与校

内课后服务的学生总数达到 67.6

万人，约占全市小学生在校生数的

78%，有 4.9万小学教师参加了课
后服务，占本市小学教师总数的

80%。开学后，本市将根据“学生愿

留尽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盖”原
则，将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由原来的

小学延伸至初中。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将推行“5+

2”模式，即每周 5个工作日，每天至
少 2小时，结束时间与当地正常下

班时间相衔接。学校对有特殊需要
的学生，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

学校可以根据学生需要和学校实
际，探索在工作日晚上开设自习班。

市教委表示，课后服务主要由
本校教师承担，学校师资力量不足

或已有课后服务难以满足需要的，
可适当引入符合条件的校外人员。

学校可视具体情况统筹安排教师实
行弹性上下班、调休等措施，努力调

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支
持和鼓励各区整合退休教师、志愿

者和其他有教师资格证的人员，作

为课后服务的补充力量。支持和鼓
励区、校在课后服务中因需引入社

区教育资源、社会公益力量，课后服
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

等特殊需要的，可探索引进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学区集团“捆绑考核”

一所优质的学校不能“独自美
丽”，能拉着“小伙伴”一起前进更要

紧。新学期，本市将推动建设“紧密
型学区集团”，并将通过优秀教师有

序流动，实施学区、集团捆绑式考核
评价和联合教研等多项举措，为建

设“紧密型学区集团”提供有力保

障，打造新型教学共同体，提升所有
成员校的教学质量，形成成员校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不断满足居
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市教委表示，据初步统计，年内
全市将建设紧密型学区、集团 57

个，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98所，
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

18.16%，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
到 29.3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总数的 22.07%。

推动“全员导师制”

全体教师按照一定机制与每一
个学生匹配，通过导师与学生建立

良师益友的师生关系、与家长建立
协同合作的家校关系，对学生进行

全面发展指导和开展有效家校沟

通……上学期，“全员导师制”先后
在全市 12个区 186所中小学开展

试点，为每一个孩子配备老师“好
朋友”。新学期，在已有试点基础

上，上海将在全市中小学重点年级
推行全员导师制。

初中阶段学校覆盖所有年级；

小学阶段学校，可结合办学实际，选
择重点年级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可

结合育人方式改革和生涯规划指导
工作综合开展全员育人导师制实

践。学校可根据办学规模、师生比、
师资结构等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导

师与学生的匹配方式和配置比例，
每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配置比例原

则上不超过 1：15，从而实现“学生
人人有导师，教师人人是导师”。

市教委表示，这项制度通过推
动全体教师人人成为学生的“良师

益友”，为每个学生提供持续关心关
怀和全面发展指导，疏解学业压力、

增强成长信心。通过引导全体教师
做好与学生家长的家校沟通，实现

开学家访全覆盖，优化日常家校沟
通和家庭教育指导，积极缓解家长

养育焦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
观。本市也已下发《师生关系指导手

册》《家校沟通指导手册》《作业命题
指导手册》3本专业指导手册，下一

步，还将开发相关教师培训课程资
源包，为推广全员导师制提供支撑

保障。

小学生书面作业校内完成
初中生疑难作业不带回家

上海市教委送出中小学新学期“大礼包”

    第十六届夏季残疾人奥运会开

幕的第二天， 中国选手已经在赛场
上获得五金。但很明显感受到，残奥

会受关注的热度， 远远无法与奥运
会相比。

有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 毕竟
从竞技水平和精彩程度上来说，残

奥运动员不能与正常运动员相提
并论。

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奥运的
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是

对人类自我极限的挑战， 诠释着自

强不息的生命真谛。 而与正常人相
比， 那些身有残疾却绝不向命运低

头的残奥运动员，他们的人生故事，

本身就是一曲生命的赞歌。

比如无臂少年许庆，6 岁时因
车祸失去了双臂， 但是他的残奥会

项目竟然是游泳！ 2004年的雅典残
奥会，许庆只拿到了第九名，但却从

此开启了奇迹的大门。 2008北京残
奥会， 他获得 3金 1铜；2012伦敦

残奥会，他获得 4金，4次打破世界
纪录；2016年里约残奥会，他又获 3

金，三届奥运会拿到了 10枚金牌！

又比如举重运动员刘磊。 谁能

想到，身患小儿麻痹症，却能举起人
生的重量。 从小用木杠铃练习举重

的他，从不喊苦，算上 2016年的里
约，他已经连续三届奥运会夺金，拿

到了 8金 4银 2铜。

还有坐式排球项目的女排队员
唐雪梅。 她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

一条左腿，但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

她在上海阳光康复中心免费安装了

假肢， 又被上海坐式女排队召入队
中，不到一年就入选国家队，成为世

界冠军阵容的一员。折翼天使，重新

起飞。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可以说，能
够克服身体的残疾站上生命的跑

道，他们每一位都是巅峰强者。遗憾
的是，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国残

奥会的运动员，从 2004年起，已经
连续 4届“霸榜”！ 包揽了残奥会金

银铜三榜的首位。难怪有人说，我们

欠他们一个热搜。

东京残奥会的开幕式理念是

“We Have Wings （我们拥有翅
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当残奥运动员用不屈不挠的精神，

扬起人生的羽翼，全社会都应用关

心和帮助的 “好风”， 助他们扶摇
直上。

残奥会需要更多喝彩声
潘高峰

    复旦大学即将迎来一批新生。

2021 级新生中有个乐观励志男
孩，他叫徐一丁。刚上高一，他就被

查出骨肉瘤，被迫休学，甚至截肢，
但是，重返课堂的他，总是笑着。他

用乐观和努力，用好的学习方法，
叩开了复旦的大门，考取复旦大学

工科试验班。

四年前，徐一丁考入江苏省天
一中学。在入学两三个月后，徐一

丁左腿突发剧烈疼痛。经检查，诊
断为骨肉瘤。为了治疗，徐一丁不

得不暂别校园，休学一年。一年中，
徐一丁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手术。“一

开始，我以为手术后休息一段时间，
应该就能回校学习了。没想到，伤口

出现感染，不得不进行清创手术，处
理感染的地方。可能我身体对金属

假体排斥反应比较明显，三次清创
手术都没有太大效果。”最终，徐一

丁进行了截肢手术。
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体变化，徐

一丁说，“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必
要抱怨，顺着它继续走下去。比我

不幸的人还有很多，所以我没有理
由悲观与失望，只有乐观才能给自

己和身边的人更多的希望。”有他
在的地方，总是充满欢声笑语。“我

的主治医生夸我说，如果每个人都
能像我这样乐观，那该多好。”

截肢后，徐一丁配上假肢进行

站立和行走训练。住院期间，徐一

丁没有放下学习。他会复习自己学

过的课程，预习后面的课程内容。
他说，当下，要努力往更好的方向

走，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交给未
来，只管往好的方向继续走。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休养，徐
一丁回到天一中学，从高一下学期

开始读起。面对落下的半学期课

程，徐一丁没有担心，他养成了提
前学习的习惯，提高了在课堂上的

吸收能力。

生病之后，徐一丁发现了看书
和学习的乐趣。“以前我喜欢出去

跑，喜欢踢球。到了高中，特别是生
病之后，体育离我远了。我只能再

寻找点新的乐趣。”同学去上体育

课、去食堂吃饭时，徐一丁把那些
时间用来看书、写作业。他有自己

的学习节奏，同时也有自己的一套

学习方法。

考入复旦，对徐一丁来说是个

意外，“没想到高考发挥得很好，我
爸妈、爷爷听说时，欣喜若狂”。回

望高中生涯，徐一丁感谢付出百分
百努力的自己，也感谢老师和同学

们给予的帮助。“帮忙拎包的班长、
冒雨接送我的老师、推轮椅的同学
们，他们伸出的手，温暖了我整个

高中生涯，让我没有忧虑地投入到

学习中。”
为何选了复旦工科试验班？徐

一丁有自己的考量。他说，“芯片自
主研发越来越受重视，对国家安全

和科技自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我
想在专业分流后，进入微电子专

业，为国家科技发展添砖加瓦。而
复旦有着全国最好的微电子学科

相关实验室和平台，不管对学习还
是研究，都有优势。”

选择工科试验班，某种程度上
也算是家学渊源。徐一丁介绍：“我

的父亲有好几年微电子方面的工
作经验，他经常和我分享一些器件

原理和特点。在他的感染下，我渐
渐也对这个专业有了兴趣。”

如愿选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徐
一丁对未来在复旦的学习和生活，

憧憬万分。徐一丁说，不管未来遇
到什么困难，都会一直保持乐观。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通讯员 章佩林

■ 徐一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