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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导师制新学期在上海中小学重点年级全面推行

大手牵小手 良师做益友
    据悉，中小学全员导师制是中小

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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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每
一个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教育

现代学校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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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15。
“新学期家访要做好哪些准

备？”“怎样通过家校沟通缓解家长
的焦虑，构建家校协同的育人合

力？”“不同年龄的孩子具有怎样的
身心发展特点？”“拉近师生关系的

沟通媒介和谈心谈话方法有哪
些？”“怎样为学生撰写量身定制的

《成长寄语》？”“如何把思维和能力
培养融入作业设计？”记者从市教

委了解到，一套全新的《师生关系
指导手册》《家校沟通指导手册》《作

业命题指导手册》，也将逐步发放到
中小学教师手中，为教师做好“导师”

助力。上海市教科院普教所学生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枫说，全面推行

全员导师制，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全体教师的育

人意识和育人能力，深化教师和学生之间“良
师益友”的师生关系、优化学校与家长的“协同

合作”的家校关系、强化作业命题的素养培育
功能，打造回归育人本原、切实减负增效、关心

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育人环境。

新学期，上海市教委正在通过建立市、
区、校三级培训体系，利用全员导师制《指导

手册》和专业资源包，持续开展中小学教师全
员培训和校本研修，确保全员导师制工作的

高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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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老师”信息化管理平台

    一个班级几十名学生，班主任老师再周到细心，也
毕竟精力有限。但如果每个老师都成为“班主任”，“牵
手”几个孩子，是否就能更敏锐发现他们细微的情绪变
化，了解他们的特点和特长，为青少年的成长导航？
经过 12个区 186所中小学一学期的试点，全员导

师制新学期将在上海中小学重点年级全面推行，逐步实
现“学生人人有导师，教师人人是导师”。“全员导师制”

初中阶段学校覆盖所有年级，小学阶段学校覆盖重点年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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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教委表示，导师肩负双重责任———既要做学

生的“良师益友”，关心指导他们全面发展，疏解学业压
力、增强成长信心；也要成为家校沟通的桥梁，缓解家长
养育焦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实 习 生 朱欢怡开学季特别报道

为孩子加油
去年 11月，在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

200多个学生有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师”，38

名老师和他们分别结对。除了年级组长、班主
任，不少“明星老师”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

———植树节到了，自然老师带着自己的“小朋
友”给校园植物制作名片，感悟生命力量；语

文老师鼓励“小朋友”申请学校魔法小书店书

号，陪伴他们创作手写手绘书。在分享秘密的
过程中，不少孩子的小心愿在“好朋友老师”

的帮助下实现了：比如，当一次学校“星光电
视台”的主持人；和老师成为“笔友”……

拥有一名“好朋友老师”是怎样的体验？
孩子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自己的小烦恼、小

困惑，有人会耐心倾听。一年级孩子进入新的
集体，和伙伴相处难免会碰到难题。一次校园

“两人三足”比赛中，因为跟不上同组男孩的
速度输掉了比赛，一个小女孩嚎啕大哭，大声

指责对方。“好朋友老师”强波明白，第一时间
跟她讲道理没用，于是在接下来的“老鹰捉小

鸡”游戏中，让女孩做“母鸡”，男孩做“小鸡”，
还特地嘱咐女孩，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

们”。一招见效，女孩立刻停止哭闹，尽职尽责
地完成了“母亲”的使命。过了几天，强老师与

女孩谈心时巧妙地指出了她的问题。又过了
一阵，强老师发现，这两个孩子“不打不相

识”，成了好朋友。英语老师丁春燕和 7个三
年级孩子结对。有个小姑娘上课一直打瞌睡，

在和其他任课老师、坐她附近的孩子及家长
充分沟通后，决定把女孩换到前排座位。渐渐

的，在老师们的提醒下，小姑娘上课的状态有
了明显改善。有个小男孩很喜欢摄影和建筑，

暑假里丁老师特意请他去参观扎哈 ·哈迪德

建筑事务所特展，没想到特展上虚拟现实研

究和算法设计研究的高度互动感，吸引了他

的注意力：“函数也太酷了！原来数学这么有
用，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为家长支招
从 1999年定点定时“义务门诊”到 2004

年启动教师主动“个别化引领”，从单一学科

辅导到 2008 年人生导航“四导”行动，再到
2016年的学生生涯导航……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大境中学校长卢起升告诉记者，经过 20

多年的摸索和积累，学校已为“全员导师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年三月，学校成立“润

心导师团”，成员有心理老师、优秀班主任，也
有学生喜欢的学科老师。

体育教师黄诚是学校射击队教练，在学
生和家长中很有人气。前几年，为了做好学

校青保工作，他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
育指导师专业证书。他认为，导师不仅要

“导”学生，也要“导”家长，家校合力才能为
孩子创造良好成长氛围。进入市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后，一些孩子会面临心理落差———初
中成绩优秀的我，到了新环境怎会泯然众人

甚至落后了？此时，若家长不能及时调整预
期，改变对孩子的评价方式，孩子便会压力

更大，甚至一蹶不振。
“常见的场景就是孩子心理或行为习惯

出了偏差，家长两手一摊，无奈地告诉老师
‘我们又不懂教育’。”黄老师说，为避免这种

情况，他的秘诀是“多方谈话”。“不仅和孩子
谈，还要让父母、班主任一起谈。”在谈的过程

中“察言观色”，从细枝末节中发现问题所在。
“很多时候，孩子会因为暂时的学业挫

折，忽略了自己其他方面的闪光点。我们要把
这些闪光点挖掘出来，激发他们的潜能。”黄

老师说。有个胖乎乎的男孩，初进高中时因为

身材和学业压力，显得有些闷。他鼓励男孩找

到自己擅长的体育项目———八段锦。一个学
期下来，八段锦打得不疾不徐，气韵十足，人

开朗了，自信回来了，还有了个可爱的昵
称———功夫熊猫。

有个女孩高分考上高中后，成绩出现下
滑，令“学霸”父母无法接受。在他们的指责

下，女孩逐渐产生厌学情绪。可在黄老师眼

中，那是个优秀的姑娘———既要为学业奔忙，
每周的体育专业训练也从不落下。一次次长

谈中，女孩父母忆起孩子从小到大在体育比
赛中的“高光时刻”，理解了女儿“两条腿”走

路的不易，更记住了黄老师的叮嘱：“就像射
击比赛一样，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打到什么环

数，只要调整好，一切都有可能。”

为成长留档
“导师和学生的谈话、家访、活动，孩子们

和好朋友老师之间的温馨故事和美好瞬间，

我们要怎么记录下来？让导师制发挥更好的
作用？”经过蓬莱路二小全体老师“头脑风

暴”，一个“好朋友老师”信息化管理平台应运
而生。

“今天校内春游，一早进教室我就看到有

孩子带了 2块野餐垫。问他为什么带两块啊，他
说，万一其他小队忘带了，可以借给他们。如果

没有小队忘记，可以给我们小队铺两层，坐上去
更舒适。我及时表扬他能主动为班级服务，是

班里的小雷锋。”
“我发现小张同学这次完成的绿色作业

字端正美化得也很漂亮，因此课间邀请他给
我做一个简单介绍。鼓励他作业进步的同时

也提出了新的希望，希望他能持之以恒。”
“上次谈话中得知他特别想服务于班级，

和他商量后他选择了班旗管理员这个小岗

位。他对新接任的工作很重视，不断问我到校

时间、拿了旗要放在教室哪个位置。真是个可
爱的孩子，好好加油吧！”

在“好朋友老师”陶晓燕的工作平台上，
记者看到，在每个孩子的“谈话记录”“家访记

录”“评语记录”“我们的故事”四个板块里，陶
老师都写得满满当当。校长余祯介绍，打开每

个栏目，系统自动读取并显示对应学生的基

本信息及过往记录，老师可以用文字、图片、
影音等形式更新编辑。“我们希望，每一次记

录，都是好朋友老师对学生有针对性的关爱，
也是学生在学校生活学习的珍贵印记。历年

数据的最终汇总，绘制出学生在校的成长轨
迹，最终形成学生的一份成长档案。”余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