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全面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推进越城高

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

升育人质量，建设高水平“三个越城”和打造绍

兴首位度中心城区，决定面向全国公开选调优

秀校长和优秀教师。

一、选调职位及数量
初中、小学优秀校长（副校长）4名，优秀教

师8名。具体选调岗位如下。

优秀校长：1名，拟担任区属小学校长。

优秀副校长：3名，拟分别担任绍兴市建功

中学教育集团副总校长、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

集团副总校长、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副总

校长。

优秀教师：初中2名，小学6名（均限语文、

数学、科学、英语学科范围）。拟安排在绍兴市

第一初级中学教育集团、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

集团、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工作。

（特级教师选调不受学科及职数限制。）

二、人才待遇
聘为全额拨款全民事业编制教师，享受相

应待遇。符合条件者同时享受绍兴市、越城区

相关人才引进政策。

招聘岗位人数、条件、程序等详细信息见越

城区教体信息网（http://www.ycqedu.cn）。

三、报名方式及时间
报名人员可登录招聘平台（https://

sxbhxx.wjx.cn/jq/76978688.aspx），根据系

统提示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相关资料。报名时

间截至6月18日18时。

咨询电话：0575-85122379、88342973

（余老师、金老师）。

绍兴市越城区教育体育局
2020年6月3日

绍兴市越城区教体局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优秀校长及教师公告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571-87778090
广告热线：0571-87778177

2020 年6月3日 星期三
第3819号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本报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张 晶

从《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讲到
《阿凡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身处湖北的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师刘宇把网络思政课

上得风生水起。在网课中，他引导

学生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用

哲学的方法去思索疫情发生的根

本原因。

近年来，一些高校教学形式花

样翻新，推出了一大批“网红”思政

课，但也受到鸡汤化、庸俗化的批

评，质疑其无法讲好思政课的“硬

核”理论。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上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

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

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

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疫情是一场危机，也是高校思

政课接受大考、推进改革的一场契

机。在浙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周志山看来，思政课教学改革

不仅要运用网络空间，以网红的

直播技巧吸粉，更要引导学生以

正确的方法独立思考现实问题，

以思想之“鱼”传授学生理论之

“渔”，从而形成网络小课堂与社

会大课堂的共振。

早在2017年，浙师大就与企业

共同打造了思政理论课网络学习平

台，着力打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

网络学习纳入教学环节，构建起线

上与线下协同创新的教学体系。为

推动思政课上网，马克思主义学院

还建起了7个课程教学中心，组织教

师进行专题化的集体备课，以有效

保障课堂质量。

疫情期间，他们一方面选用时

事热点，及时更新思政课内容，将爱

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等渗透其

中；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线上“经典

案例磨课工作坊”，持续推进精品课

程建设。此外，他们还为全校教师

提供了一本课程思政抗“疫”案例汇

编，其中涵盖了习近平总书记抗

“疫”语录、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

国效率等。

线上复课以来，毛概课程教学

中心主任叶晖和团队成员不仅及时

地为学生提供了14个资源包，涉及

教学PPT、案例和视频，还建立起供

学生自主学习的知识资料库。实际

上，自去年以来，他们就按照课本章

节、重要知识点等，不断地打磨课

程。今年年初，还推出了短视频版

的课程，上线不久就成为超星平台

的热门课程之一。

记者了解到，浙师大马克思主

义学院每两年要举行一次“大磨

课”，确定教学框架、教案内容。而

各种“小磨课”则持续不断，以确保

将最新思想补充进课堂。在“大磨

课”阶段，学生代表也常被邀请参与

其中，对教师拟定的教学内容、设计

思路、案例运用、实践教学设想等提

出意见和建议。

正是一次次的磨课，让思政课的

“硬核”知识点越讲越透彻，也让教师

们的授课水平越来越精湛。在去年11

月举行的全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上，教师魏梦璐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赛，捧回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组

一等奖。

“教师思维要清、视野要广、研

究要深，才能在课堂上有的放矢。”

青年教师林子赛坦言，从最初课堂

活跃度不高到连续3年获得教学质

量奖，自己成长了。他说，除了要和

学生多沟通、掌握他们的话语体系

外，更要教科研双管齐下，才能让课

堂“有意义”且“有意思”。针对学生

的意见反馈，他反复调整总结，用2

个多月时间，梳理出让学生满意的

课堂PPT文本框架，极大地提高了

课堂的抬头率。

在思政课上，大学生们也不再

是旁观者，而成了课堂的主人。在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这节课上，

教师要求学生结合我省“最多跑一

次”改革，到市政府、街道办等地进

行实地调查，采访工作人员和市民，

并形成报告进行小组展示。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学生徐依泓说：“大家都

非常兴奋，有人到机关单位体验了

一天，写出来的报告生动有趣，也更

深入地理解了社会治理的完善对服

务人民的意义。”

去年9月，陈望道故居成为浙师

大的思政现场教学基地。在品味真

理的味道中，学生们开启了别样的

“开学第一课”。对接地方优秀文化

资源，学校鼓励师生通过实践教学和

蹲点调研，建立案例库，将实践成果

应用到课程教学中，在“行走的课堂”

中拓展“硬核”理论。目前，该校已建

设了102个校、院级基地，实现了思

政教学校地协作。

“学校正在研制出台思政课课

堂效果评定的操作性文件。”周志山

说，下一步，他们还将加强队伍建

设，鼓励更多优秀教师登上思政课

讲台，上好更多思政金课。

思政改革看思政改革看““浙浙””里里

浙师大：讲好思政课“硬核”

E-mail：zjjyb1@163.com 责任编辑 陈蓓燕 电话：0571-87778082 版面设计 余江燕

近日，丽水学院1760余名教职工全员接受了免
费核酸检测。此次检测由丽水市政府出资，当地医生
进校开展检测。复学以来，丽水学院坚持“窗口标
准”，把日常健康管理与突发应急响应紧密结合，努力
形成校园防疫工作闭环，确保防疫无死角、无盲区。

（本报通讯员 沈一峰 朱群茵 摄）

暖心送检进校园

本报讯（浙江日报记者 何双伶）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6月1日，

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妇联、省少工委

等联合主办的“红领巾致敬先锋”浙

江省暨杭州市庆“六一”主题队日活

动在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东新园校

区举行。

嘹亮的队歌声中，胜蓝实验小学

一年级入队仪式拉开帷幕。五年级的

老队员为新队员系上红领巾，新队员

在队旗下庄严宣誓。一年级5个新建

中队被授予中队旗，中队辅导员接受

聘书。随后，全校各中队围绕“致敬先

锋 立志成长”分别开展微队课，结合

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队员们就什么

是先锋精神、如何发扬先锋精神进行

热烈讨论。微队课结束后，各中队以

“红领巾致敬先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

样的主题游园活动。

据介绍，今年“六一”期间，团省

委、省少工委等围绕“红领巾致敬先

锋”主题开展系列活动。通过抗“疫”

过程中的感人故事培养孩子们的制度

自信，增强少先队组织的向心力，引导

少先队员们养成健康习惯、锻炼强健

体魄、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

与公益活动并树立远大人生理想，早

日成长为栋梁之材。除了线上线下主

题队日，活动还面向农村困难留守儿

童等开展“点亮微心愿、情暖童心梦”

活动，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目前，

共结对253人，点亮微心愿253个。

我省举行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 浙大成科技创新争先
获奖大户

本报讯 5月30日是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在当天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

大会上，我省共有8位科技工作者受表彰，其中多人

来自浙江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李兰娟获创新争先奖章；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浙江大学副校长严建华

教授，浙江大学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主任胡海

岚教授，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教授等获创

新争先奖状。

据介绍，本届评选特别设立了“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专题，表彰为疫情防控斗争和决战脱贫攻坚

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李兰娟与张伯礼、张文

宏等抗“疫”英雄一起获奖。蔡秀军推动了微创技术

的发展，严建华则为推动我国固体废物清洁高效处置

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王岳飞为茶技

术科普和茶文化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创新争先奖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是仅次于

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奖项包括为先进

集体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为先进个人颁发奖状，

其中贡献突出者获颁奖章并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

得者待遇。 （本报记者）

湖州启动
青少年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 通讯员 屠红良）湖州

市日前启动了青少年法治宣传“五个一”系列活动，

这是该市探索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举措之一。

接下来，该市教育、司法等部门将密切配合，

以法治教育基地为依托，通过开展“一次‘法院行’、

一场‘云课堂’、一本案例集、一次模拟法庭体验、

一次宪法宣传实践”的“五个一”系列活动，向广大

青少年宣传法律知识，丰富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形

式和内容，让他们近距离接触和感受法律文化，建

立青少年普法工作长效机制，切实提升青少年法治

教育实效。

近年来，湖州市高度重视中小学法治教育工

作，着力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小学“6321”法治

教育模式，还完善了“送法进校园”长效机制，形成

了部门合力、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该

市中小学法治教育专兼职队伍人数超过1100名，

实现了法治副校（园）长、法律顾问和法律知识网络

宣传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江 歆）为进一

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学生营养改善

行动”，保障学生营养健康，浙江省疾

控中心于2019年开展了学生午餐调

查工作。日前，这项调查结果正式对

外公布。

据悉，本次调查以国家卫生行业

标准——《学生餐营养指南》（WS/T

554-2017）为评价依据，覆盖了全省

各地市50%的县（市、区），在被选中的

县（市、区）中至少选择1所小学和1所

初中，共调查 220 所学校，其中小学

111所，初中109所。

调查显示，220所学校中有198所

学校为食堂供餐，22所为企业供餐。

在食堂供餐的198所学校中，90%的

学校制作了每日食谱，但只有20%的

学校是依靠专业配餐软件；62%的学

校制作食谱时，参考了《学生餐营养指

南》标准。另外，调查发现：我省中小

学生午餐，畜禽肉类、植物油、盐均超

过推荐量，而水果类、奶及奶制品未达

到推荐量。

省疾控中心专家建议，为保障学

生营养健康，未来要加强营养健康管

理，有条件的地方应为中小学配备营

养专业人员或者支持学校聘请营养

专业人员，对膳食营养均衡等进行咨

询指导，推广科学配餐、膳食营养等

理念。各地要根据午餐调查发现的

问题，及时对当地在校学生食谱根据

营养需求进行分析，指导学校科学制

作学生营养餐，大力开展学生营养健

康教育。

此外，家长也应主动了解学校午

餐的供应情况和孩子的实际进餐情

况，针对中餐供应情况，可在晚餐和

早餐时对食物种类和用量进行有针

对性地调整，以满足孩子的生长发育

需要。

肉油盐均超过推荐量

全省中小学生午餐调查结果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