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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下午，洛阳日报社社委、洛
阳晚报执行总编辑李琦代表《洛阳
晚报》宣布并见证了2017年《洛阳
晚报·教育周刊》“智慧学校巡礼”活
动在市实验中学启动。他祝福市实
验中学和西工区的各小学，在《洛阳
晚报》见证下，密切联系、携手谋发
展，共同服务好西工区的广大学生
和家长。

学生家长进课堂
深入细致详了解

刘桂宾从办好教育的高度详细
介绍了市实验中学“以人为本、发展
教师、成就学生、幸福家庭、服务社
会”的办学理念，办好“教师、家长、
学生三个发展学校”的具体做法，创
新人事机制，为办学质量提供强力
支撑的创新管理方法等办学内容，
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全面了解了市实
验中学名师济济、学生有后劲、家长
多成长的发展状态。

在听课观摩环节，市实验中学
教师代表张志光、张卫红、冯洁、尹
华、张丹、黄新华等展示的小升初衔
接智慧课堂，让广大学生和家长初
步了解了初中的教学和课堂。

在六楼报告厅，学生们观摩了
翻转课堂示范课，聆听小升初衔接
报告会、名师讲座和学长分享，收获
颇丰。在阶梯教室，家长们通过无
线移动网络直播平台观看现场直
播，聆听心理专家姚柯炜教授的讲
座，震撼不已。

不少学生和家长赞叹道：“李全
武老师的讲解让我们知道了啥是翻
转课堂。”“语文课上演起课本剧，丁
君兰老师的课真有意思！”

区域教育共发展
优质教育育学童

在小升初衔接报告会环节，市
实验中学副校长孙红涛的专题汇报
感染了很多学生和家长：“学校每个
月都有啥活动，初中生每天都干啥
说得很清楚！”“这校长说话没架子，
还挺幽默！”

市实验中学名师代表陈红艳、
学生代表张博涵，从小升初衔接的心
理准备、情感认知、初中生的学习生
活情况等方面现身说法，进行分享。

19时许，仍有部分学生和家
长围在老师们身边不断咨询，不愿
离开。

刘桂宾说：“今年《洛阳晚报·教
育周刊》主办的智慧学校巡礼活动，
是我校与周边各小学师生进行教育
衔接、与家庭进行家校常态互动的
开始。今后，我们将积极与区域内
学校开展教育工作交流研讨，并使
之丰富多元化，共同为区域教育发
展贡献市实验中学的力量，实现区
域教育和合共生、共生并长。为所
在区域的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从而在行动上落实‘以人为本、
发展教师、成就学生、幸福家庭、服
务社会’的办学理念。”

2017洛阳智慧学校巡礼活动首站在市实验中学启动，区域教育发展共同体初具规模——

校际和合共生 家校常态互动
□记者 刘可可/文 见习记者 赵
妞 通讯员 李明明/图

4日下午，市实验中学与西工
区中小学教育衔接座谈会在市实
验中学西工校区召开。6日下午，
2017年洛阳智慧学校巡礼活动首
站在市实验中学举行，该活动由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主办，市实
验中学协办，数百名西工区小学
六年级学生及其家长，走进市实
验中学，看课堂、听讲座，了解小
升初的相关事项。

洛阳晚报搭平台
家校互动增了解

4日下午的座谈会由市实验中
学校长刘桂宾主持，座谈会以“和合
共生，守正创新，构建区域教育发展
共同体”为主题。

西工区教体局基教办主任刘述
宽、西工区实验小学校长张宏超、西
工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曹希静、唐
宫西路小学校长申运展、凯旋路小
学校长魏秀国、芳林路小学校长山
漫、白马小学校长介红里、王城小学
校长周卫东、西下池小学副校长张
学争等畅所欲言，针对西工区的小
学教育与初中教育如何衔接这一话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刘桂宾说：“近年来西工区教育
蓬勃发展，成绩斐然，市实验中学也
因此受益。为携手承担起办好西工
区义务教育的重任，为区域内学童
提供更好的教育，办西工区学生家
长满意的教育，我们计划举办以‘和
合共生，守正创新，构建区域教育发
展共同体’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从人
生的角度做教育，从教育的角度实
现区域教育衔接，为学生和家长提
供更加系统、持续、优质的教育。”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负责人
说：“市实验中学成绩斐然，荣誉众
多。西工区的‘心文化、心教育、心
生态’教育实践成果有目共睹。双
方携手，有助于西工区域教育更好
更快发展。”

张宏超 我校以“和美文化”引领办学。和，即和谐和睦，和而不同；
美，即美好美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与市实验
中学“和合共生”的办学思想有相通之处，期待未来我们能有更好的衔接。

曹希静 做好学段衔接，对学校办学，对学生的持续成长、长远发展都
有好处，还要实现教学方法的衔接和教研交流的常态化。

申运展 我校实现了德育工作课程化，月月都有主题；社团工作多元
化，58个社团覆盖全；毕业节等活动开展规范化；家长学校开办常态化；
这些都可以与市实验中学的办学相结合，做好衔接。

魏秀国 做好中小学衔接的目的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社会认
可、家长满意”的目标。这需要我们共同做好“三因衔接”，因地即地域文
化、经济、社会事业等；因人即师资力量，学生学情；因材即国家教材、地方
教材、校本教材。

山漫 小学与初中的衔接，应着眼于“以人为本”“先成人后成才”等共
同的办学理念，携手做好“符合教育规律”“让家长满意”的衔接。如，小学
阶段的兴趣、特长，到初中后能得到延续等。

介红里 我校的“双学课堂”与市实验中学的“主体共生课堂”都充分
体现了课堂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师生共同参与、双向提升的过程’，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的衔接，可持续促进师生更好地成长。校园
足球是我校的传统优势项目，市实验中学非常重视足球教育，可在这方面
加强衔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周卫东 我校在教师、学生成长和家校互动等方面的做法与市实验中
学办好教师发展学校、学生发展学校、家长发展学校的思路不谋而合。下
一步，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加强衔接，做到资源共享、合作创新、共同发展。

张学争 学生在升入初中前，对市实验中学的认知需要全面化、具体
化。我校的办学理念是爱、自由、规则，让每一个师生都成为最好的自
己。我们计划在课程、社团、师训等方面与市实验中学做好衔接。

●校长面对面 共同谋发展

学生在听小升初衔接课

小升初衔接智慧课堂公开课

小学生走进市实验中学专心听课

西工区教育发展好
市实验中学受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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