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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是推动此次改革的目标
9月2日是新学期第一天。大课间里，武昌区

珞珈山小学的孩子们有序下楼，一起做起学校自编
的“创意体能操”。在该校，晨跑20分钟加上午、中
午各30分钟大课间活动，落实“阳光1小时”体育锻
炼已成师生习惯。学校还利用课后服务时段，开设
了击剑、国标舞、啦啦操、舞龙舞狮、花式跳绳、少儿
体适能训练等丰富可选的社团；每天早晨和放学
后，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等校队风雨无阻坚持训
练。

在 2024 年武昌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暨
“阳光大课间”展示活动中，中华路小学的“三球”展
示，四美塘小学的花式跳绳、扇舞，水果湖第一小学
的独轮车表演，将学生的每天一小时“阳光大课间”
搬上舞台，充分体现“一校多品”的武昌体育教学特
色。

武昌区教育局负责人说，武昌区坚持“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发挥体育在树德、增智、促劳和育
美中的综合育人价值。局机关要求各校要坚持长
期、常态和长效工作机制，继续构建常态化的体育
课和体育活动课程体系，切实保障学生每日一小时

的体育锻炼时间；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开发创意体
育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化锻炼平台，打造更加健
康、更加充满活力的校园体育活动环境。

保障学生每日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让学生
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能，是武汉对中小学书记校长
履职评价体系中的指标之一。

近日，武汉市常青树实验学校教师徐咏晗刚上
完一节音乐课，学生方跃阳走过去，递给她一封家
长写来的信：“亲爱的音乐老师，您好！您可能想不
到，一周一节的音乐课让唱生日歌都跑调的孩子爱
上音乐。”

原来，前几天，方跃阳写完作业后，拿起家里的
卡林巴琴演奏了一首《萤火虫》，曲声清脆悠扬。“那
一刻我真的很感动，音乐太神奇了，让孩子疲惫时
能放松心情，感受美好。”方跃阳妈妈说，孩子从小
就没什么“音乐细胞”，连唱生日歌都跑调，也不会
什么乐器。“学校的音乐老师很有心，让孩子们能学
会一种小乐器，享受音乐的快乐，这对孩子一生都
会有好的影响。”

落实“乐器进课堂”，让孩子掌握一种乐器演奏

方式，正是考评美育工作中的要求之一。
《武汉市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发展素质教育履

职考核评价体系》由考核维度、关键指标、观测项
目、实施路径、考核计分、结果运用6个方面组成。
其中，考核维度、关键指标和观测项目提出培养方
向、培养任务和培养标准，明确“培养什么人”；实
施路径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结合武汉实际提出培
养方法和培养措施，回答“怎样培养人”；考核计
分、结果运用，提出量化考核计分办法和奖惩措
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培养结果，引导书记校长
牢固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绩观，落实

“为谁培养人”。
“身心健康是学习进步的前提和未来幸福的底

色。指标体系中，不设置考试分数、升学等指标，而
直接事关学生身心健康的指标权重超过60%，突出
学生身心素质发展，纠正唯分数论和轻体音美劳偏
差。”武汉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改革要以提升学生
身心素质为突破口，推动“五育”并举，促进办学理
念回归和教育教学重构，推动学校在价值排序上由

“成绩优先”向“健康优先”回归，久久为功。

让考核评价有据可查是推动改革的有效手段
华丽的“凤栖梧桐”、喜庆的“鱼戏莲叶”、造型

逼真的“石榴”、香气扑鼻的“花朵酥”……这些色香
味俱全的面点美食都是出自小学生之手！在今年
举行的江汉区第二届“小伢当家”校园劳动节上，30
组小选手从和面开始，现场制作花式创意面点，在
比赛中展示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体验了劳动的成
就感。

9月4日，天门墩中学教室里，同学们正安静地
读着手里的《昆虫记》。这是该校一周一次的读书
课。为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热爱、养成读书好习惯，
老师们每周都会拿出一节语文课专门用来给学生
读书。在这样的读书课上，同学们一起讨论《水经
注》《活着》《简·爱》《百年孤独》《浮生六记》《围城》
等书籍。

考核评价中，劳动实践要求学生从整理书包到
烹饪家常菜再到参加公益劳动，循序渐进培养孩子
的劳动兴趣和能力。阅读达标，要求课外阅读小学
段累计达145万字，初中段累计达260万字，从小培
养良好读书习惯。乐谱识别，要求学生从低年段感
知、认识音乐符号，到高年段能在实践中正确表现
和运用，提升学生的音乐修养。这些结果都是对书
记校长们的具体评价指标。

“素质教育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去评判
做得好不好、到不到位？解决这些问题是发展素质
教育之路的难点。”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考评体系》围绕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选取10项关
键指标，每个维度各 2 项，即：德育聚焦“品德”和

“行为”，选取思想品德达标率、文明行为达标率；智
育聚焦“习惯”和“素养”，选取学习品质养成率、科
学实验完成率；体育聚焦“体质”和“视力”，选取体
质健康优良率、近视控制率；美育聚焦“音乐”和“美
术”，选取音乐素养达标率、美术素养达标率；劳动
教育聚焦“辨识”和“动手”，选取农作物辨识达标
率、劳动实践达标率。设置的关键指标和项目，绝
大多数均为可观测、易操作、能量化的“小切口”，力
求抓住“五育”本质，以关键领域的突破，破除素质
教育评价标准抽象难用的瓶颈，探索建立可见、可
用、可测的“素质尺”，带动形成“五育”并举大格局。

事实证明，这样的考评标准是行之有效的。为
了达到智育中对小学生书写的要求，汉阳区楚才小
学将每天中午12:50—13:10作为午间练字时间，由
语文老师进班指导练字，每个年级统一练字内容。
该校每个月月底进行班级书写优良率检查，分为语
数英三科检查，全面覆盖。班级书写考查按照优秀

人数/全班人数×100%，得出书写优良率，90%及以
上的优良率为合格班级，低于 90%的班级为不合
格，纳入教师期末绩效考核。一年实践下来，学生
书写质量普遍提高，全科教师都重视学生书写质
量。

武汉经开区神龙小学基于“生活·实践”的理
念，结合学校“车育文化”特色，通过“校本课程+课
后服务+校外实践”将科技实践与劳动教育相融合，
形成独有的车育·劳动实践育人新路径。今年“六
一”活动中，学校在操场上布置充满童趣的洗车场
景，让学生从拆卸到运输轮胎，从洗车液制作到汽
车清洗美容，真实地体验和实践劳动的乐趣和价
值。

同时，考评通过武汉教育大数据体系建设，逐
步使大数据赋分成为主要考核计分方式，实现考评
信息化、智能化、无感化。考评过程不以问卷调查、
在线接龙等方式增加家长负担，不以填表记录、刷
卡打卡等方式增加教师负担。目前已有65%权重
指标可实现大数据分析比对赋分。比如遵守交规，
依托公安交管部门交通路况监控平台，掌握学生上
学、放学期间在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闯红绿灯和
横穿马路情况。

让校长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推动改革的内在动力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二（3）班的电子屏幕上亮

着语文课的课件。12分钟后，电子屏自动“黑屏”。
教师谭琼用传统黑板将电子屏“盖上”，拿出黑白识
字卡片教孩子们识字组词，邀请他们上台展示刚学
到的内容。学生组了“好词”，谭琼就用粉笔在黑板
上写下来。

今年，该校在解放路校区48间教室和22间专
用教室的一体机电子屏的后台植入“限时软件”，教
师每节课累计使用12分钟后，电子屏幕就会自动
关闭，直到这节课结束，屏幕才能再次开启。

“有些老师节节课都较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
有些老师把书本搬上了屏幕。”该校校长张基广说，

“如果一天下来，学生一天到晚盯着电子屏幕，眼睛
怎么受得了？给电子屏幕限时，倒逼老师逐步树立
保护学生视力意识。”

随着素质教育评价改革的不断深入，试点学校
书记校长教育理念发生深刻变化，针对校情、生情、
教情，带头列问题、想办法。有的调整教师绩效考
核方案，把“教学质量”考评项目升级为“五育质量”
项目，让发展素质教育成为全员都必须上心的事；

有的动真碰硬地推动教育教学体系重构，增加体
育、音乐、美术课时和教学内容，学校教育逐渐实现
由“成绩优先”向“健康优先”回归。

武汉市育才小学校内运动场地不足，学校把跳
绳作为主打项目并与武汉体育学院合作开发集运
动性、表演性、集体性于一体的各式比赛项目，师生
每日舞绳成为学校亮丽风景线。

上学期，汉阳区二桥中学召开教代会审定新绩
效分配方案，把“教学质量奖”升级为“五育质量
奖”。“五育并举”质量目标奖重点考查各个班级学
生的“整体近视率”“体质健康优良率”“音乐素养达
标率”和“美术素养达标率”四个方面。根据目前学
生的实际状况，每个考核项目设置基础目标、合格
目标和挑战目标。其中，学生整体近视率重点针对
的是中考科目的任课教师，要求他们切实提高课堂
效率，严格控制作业量。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发展素质教育已经刻不容缓，是“功德无量的大
事”，教育必须回归到本来的样态和教育人的良知
与担当。在此次改革试点中，考核计分、结果运用，

提出量化考核计分办法和奖惩措施，以看得见、摸
得着的培养结果，引导书记校长牢固树立“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政绩观，落实“为谁培养人”。

武汉的书记、校长们在推行考评实践中达成了
共识。一年来，各试点学校将思想共识转化为行动
自觉，形成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指标格
局。有的学校加大对体质健康“临界生”日练周测
力度、举办全体学生参与的达标运动会，帮助“小胖
墩”动起来、瘦下来；有的学校从课堂、运动、照明、
饮食方面多管齐下，降低“小眼镜”程度加重比例；
有的学校开辟“校园小农庄”，种植“五谷杂粮”、瓜
果蔬菜、常见药材等，指导孩子们自己播种插苗、培
育观察、收获果实、烹饪食用，不出校园即可识得

“五谷”，发展素质教育蔚然成风。
江汉万松园路小学、青山钢都小学推行体音美

“小教练”，大孩子课前精心备课、教得认真，“小学
员”学得投入、习得快乐，探索出一条“以大带小、教
学相长”可持续路子。同时，也探索出一条在学校
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整合校内外资源满足教学
需要的方法。

中小学书记校长履职考评不设升学指标 事关学生身心健康的指标权重超过60%

武汉探索发展素质教育评价改革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发展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自2023年秋季开学起，武汉启动了中小学校发展素质教育评价改革试点。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改革试点。按设定的维度、指标，武汉市出台《武汉市中小学书记校长发展素质教育履职考核评价体系（小学）》及小学一至六年级分年级《考核指标》《武汉市中小学书记校长发展素质教

育履职考核评价体系（初中）》及初中七至九年级分年级《考核指标》，对中小学书记校长进行履职考评量化打分，将教育评价改革作为撬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在落实推广上“动了真格”。考评指标体
系中，不设置考试分数、升学人数等指标，直接事关学生身心健康的指标权重超过60%。

改革试点从武汉基础教育实际出发，从校情、生情、教情出发，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2023年秋季确定20所中小学开展改革试点，2024年春季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00所，并在样本类型上实现了城乡校、大小
校、强弱校的合理搭配。今年秋季开学，发展素质教育评价改革在92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铺开。

经过一年努力，截至目前，100所试点学校的20.25万名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到53.24%，较试点前提升近20个百分点，达到优良标准的学生净增4万人。武汉中小学校园真正动起来、活起来、欢起来。

武汉经开区神龙小学学生体验“洗车”劳动。

江汉区红领巾学校优雅校区，老师正带着学生演奏乐器。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学生展示快乐篮球操。

光谷一小学生参观“我是桥梁设计师”暑期实践作品展。

武汉市一初学苑学校南校区学生刚结束一场球赛。

武汉市光谷汤逊湖学校学生快乐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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