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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妇联资助困境儿童活动

阳春三月，春意暖融。2024 年 3 月 13 日，四平市妇联

副主席伦丹丹带领四平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和四平艺术剧院的爱心人士

来到铁西区阳光实验小学开展“巾帼暖童心，关爱伴成长”

——1066 帮扶困境儿童行动。

伦主席介绍了这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通过社会各届爱

心人士的无私奉献，帮助困境儿童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

以开朗阳光的心态健康成长。

阳光实验小学赵大威校长向爱心人士介绍了阳光实验

小学的自然情况和发展历程，详细讲述了困境儿童的具体情

况，感谢她们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

伦主席等人将购买的书包、笔袋等文具和棉裤、内衣等

用品发放给孩子们，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乐观向上，以

一颗善良感恩的心笑对生活，回报社会。

大爱无疆，福泽万年！市妇联组织的这次活动就如这春

日的阳光，照射进每个孩子的心田，向阳生长，一路芬芳！

 “红领巾争章”活动实施方案

四平市铁西区阳光实验小学

http://www.siping.gov.cn/zw/zt/qsydw/jy/spsdizx/xsgl/202310/t20231012_684205.html


红领巾奖章基础章评选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关于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

体系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根据全国

少工委最新下发的《关于使用“红领巾奖章”章样团规范开

展争章活动的工作指引》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制

定“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实施方案，方案如下：

一、实施对象

全体少先队员

二、奖章类别

基础章：

传承章、向阳章、立德章、立志章、梦想章、小主人章、

团结章、健体章。奉献章、节约张、劳动章、勇敢章。

特色章：

学习章、劳动章、文艺章、舞蹈章、进步章、礼貌章、

卫生章、劳动章、团结章、雷锋章、体育章、纪律章。

三、实施程序

1.定章

初步实施，1-6 年少先队员全员参与，12 枚基础章同时

使用。上学期 6 枚，下学期 6 枚。

2.争章



争章必须做到，结合行为规范教育，结合学校特色活动，

结合少先队活动，结合课外社团活动，结合各学科教学结合

社会服务，结合劳动教育，结合家庭教育。

3.考章

①考章形式：按时间分，有平时考、抽查考、阶段考

②考章记录：采用中队活动簿

4.颁章

基础章在中队举行颁发，争章手册盖章记录。

四、具体要求

1.各班要充分发挥中、小队作用，成立由辅导员和品学皆优

学生组成的考章委员会，实施过程中辅导员要严格把关。

2.争章活动要有阶段性目标，引导学生制定争章计划。开学

第一周上好争章活动启动课，保证每月一次争章，并做好记

录。

3.辅导员要根据当前的争章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队活动，

认真上好争章活动启动课，采用灵活多样的考章办法，作好

考章记录，举行恰当的颁章仪式，班主任手册中能反映争章

活动。

4.各学科任课老师坚持课堂学科教学与达标争章相结合，辅

导学生开展争章活动。

5.各中队要教育学生认真填写中队活动记录簿中的°红领



巾奖章”争章活动，学校每学期进行抽查。

五、各年级奖章获章标准

1.热爱中国共产党教育。

2.牢记书记对少年儿童的教导和希望。

3.热爱生活，热爱班集体、积极向上。

4.知道少先队的队名、队旗、队徽、红领巾、队礼的含义、

队的领导者和队的作风。

5.做一件好事，并说出自己的体会。

6.能记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内容，并能在学校日

常行为中实践。

7.能够通过观看、查找的方式，了解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并记录在自己的心情日记中。

8.能在队会中，向队员推荐一本红色故事的书籍。

9.在音乐课上，学唱一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童谣

或歌。

10.自己努力向上，自我勉励，奋发图强。

11.为班级做一件好事活动。

12.每天主动向老师、同学和家长问候活动。

四平市铁西区阳光实验小学校少工委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新课程评价观的转变作为

重要枢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明确的提出了改革的

方向：即改革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发挥评价

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提出了建

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

习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

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的教

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发展的发展性评价。强调评

价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又要发现和发展学生的潜能；

既要了解学生当前的实际需求，又要帮助学生认识自我的发

展方向；既要依靠单纯的书面测验，考试考查学生对知识技

能的掌握情况，也要运用多种方法，综合评价学生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尤其是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变化与进步等。

学校在评价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在取得一

定经验的基础上，特拟定本试行方案，作为开展小学生发展

性评价的研究与指导性意见。同时，希望全体教师在实施过

程中注意情况的分析和堅理，并对本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使本方案逐步完善。

学生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进展与行为变化的评价，是学校



教育评价的核心。为了使各科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发展情况，

以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也为了让每个学生了解自己，以改进缺点，发扬优点，使自

己在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特拟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以日常评价和学

生的成长记录为基础，力求内容全面、客观，程序科学、规

范，关注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关注学生的特长和潜能，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持续发展和终身发展。发挥评价

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建立科学的小学生发展性评价体系。

通过评价，使学生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实

现教学预定目标，促进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二、评价目的

小学生发展性评价既是为了考察学生达到教学目标的

程度，更是为了检验和改进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改善课程

设计，完善教学过程，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

三、基本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评价坚持学生的全面发展，注重学

生发展过程，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二）过程性原则。评价要关注学生成长历程，把日常

评价、成长记录与学科模块测试结合起来，把纸笔测试与平



时作业、课堂表现、情景测验、行为观察、实验操作等结合

起来，实现评价方式多样化。

（三）激励性原则。评价要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肯定成绩、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使学生发扬优点、改正缺

点，从而使评价成为一种激励学生不断发展的动力。

四、评价内容

1、基础性发展目标

道德品质与公民茶养、学习愿望和能力、交流与合作、

个性与情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

现。

（1）道德品质与公民素养：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

主义道德品质，（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家乡、爱料

学、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维护公德、关心集

体、保护环境等）积极參加社会公益活动。主动维护民族团

结，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

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关情趣。养成自信、自尊、

自强、自律、勤奋行为习惯。

（2）学习愿望和能力：具有主动学习的愿望与兴趣，

能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能够结合所学的知识，运用已有的经验和技能，独立分析并

解决问题，具有初步的研究与创新能力。



（3）交流与合作：能够主动与他人交流与合作，积极

參加各项文体及社会实践活动，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能认

真听取他人的意见和建议，评价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并学会

尊重和理解对方。

（4）个性与情感：能够注重情感体验，逐步形成自己

的精神世界，对生活、学习有积极的情感体验，能积极乐观

地对待困难，逐步养成勤奋、自律、竞容、自强的个性品

质

五、评价标准

1、单元学习效果测试评价

单元测试以各学科课程标准为依据，紧扣本单元学习内

容，主要考察对本单元所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

测试形成要多种多样，富有趣味性。可以用书面方式检测也

可以用实践活动检测。测试形式可开卷也可闭卷。

2、表现性评价

表现性评价包括对课题或实践活动方案设计和组织实

施的评价；对实验操作的评价；对艺术、科技作品的设计及

活动展示的评价。这一评价形式可比较好地反映出学生的活

动设计能力，活动实践能力、解決问题的能力和合作交流能

力。

3、课堂观察中的即时评价

通过课堂观察，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积



极反馈，给学生以鼓励、指导和调整。教师可根据需要，关

注学生突出的一、二个方面作出相应的.评价记录。这种评

价可根据需要一天一次，一周一次或一月一次。评价次数因

人而异，不是整齐划一的。

课堂评价的内容主要有：学习兴趣，参与学习活动的主

动性、积极性；在学习中发现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策略的

多样化，方法的独特性，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想像的丰富

性；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课堂评价

的要素不是固定不变的，这里列举的要素只对教师和学生起

一个导向、参考作用。

4.档案袋记录

通过收集反映学生发展变化的资料来表现学生成长的

轨迹，学生、教师、家长对档案袋记录的内容取舍都有参与

权，但以学生的意见为主。

学习评价中档案袋的基本内容如下：

（1）一年级新生学前情况调查表；

（2）语文学科评价报告。

（3）数学学科评价报告。

（4）学生兴趣特长发展表。

（5）考试试卷。

（6）其它（如同学赠言，家长、教师寄语、作业评语、学

期评语、自己愿意保留的作业、获奖证书等等）。



六、评价的组织实施。

（一）建立组织机构。学部成立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委

员会，作为本部评价工作的领导和仲裁机构。委员会由学部

领导、教师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组成，一般为 79 人，在本

校公示后报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每班都要成立班级评价

小组，由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组成，每个小组成员 57 人，由

班主任担任组长。

（二）建立公示制度。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方法、

程序及评价结果的使用等，应向学生及家长做出明确的解释

并公示。学校评价工作委员会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进行审查并负责。

（三）建立申诉和举报制度。对评价的结论，如果班级评价

小组成员之间存在分歧，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

对于原则性的重大分歧，应提交学校评价委员会，经过广泛

和深入调查和讨论后做出决定。

（四）学生、家长和教师对评价过程中的违纪行为，可向学

部评价工作委员会举报和投诉，学部评价工作委员会负责调

查和处理。对评价工作委员会答复或处理不满意的，可向学

校行政部门反映。学部评价工作委员会和学校行政部门应详

细记录各项举报、申诉、查处过程及结果。

（五）建立诚信制度。对參加评价工作的人员建立信用记录，



如果在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的行为，应在相应

当事人的信用记录中予以记载，取消其参与评价工作资格并

给予相应的处罚。

（六）建立监控制度。学部评价工作委员会应组织人员对评

价工作不定期进行过程监控和质量评估，全面了解评价工作

的有关信息，及时纠正评价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建

议。评价工作结束后，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在各班按照一定的

比例抽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核实，尤其是对获得优秀等级学

生的状况进行复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