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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3日 星期一
第3969号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7

邮发代号：31-27

WWW.ZJJYB.CN

本报讯（记者 金 澜）两人抛接排

球、跳垫子、双人背夹篮球、足球运球绕

杆……早上8：30，伴随着清脆的铃声，

长兴县实验小学龙山校区一年级学生从

教室鱼贯而出，来到操场，开始半小时的

大课间活动。玩着熟悉的体育游戏，孩

子们仿佛回到了幼儿园，陌生的小学校

园一点点变得亲切起来。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幼小衔

接”也成为热门词汇。零起点教学背景

下还需要开展幼小衔接吗？如何科学开

展幼小衔接？幼小衔接要达成什么成

效？9月8日，湖州市深化课程改革“小

幼衔接”专题研究现场交流活动在长兴

实小龙山校区举行，百余名湖州的小学

和幼儿园教师及教研员参会。

开展幼小衔接，首先要摸清新生

的现状。暑假期间，长兴实小龙山校

区教师团队对即将入学的 400 多名

新生进行了线上问卷调查和线下家

访，从身心适应、生活适应、社会适

应、学习适应等角度，做了群体透视，

掌握基本需求。

根据学生的需求，8月长兴实小大

刀阔斧地开展了课程建设。语文和道

德与法治相融合，既识字练字，又了解

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音乐与美术相融

合，既绘制劳动者形象，又学唱劳动号

子……活动现场的两堂展示课，让观摩

教师大开眼界。据悉，长兴实小通过打

破学科壁垒，开发了“我是实小银杏娃”

“我的实小我的家”“我的成长阳光伴”

“实小娃看家乡”等4个大主题12个专

题35个小活动，以任务单的形式开展一

年级开学初的教学工作。

变化的不仅是课程，还有环境。

中午 12 点，吃完午餐的学生们，每人

带上一本课外书，陆续走出教室。记

者跟着队伍一路前行，来到了午休

室。午休室里，空调、窗帘、床垫、枕

头等设施齐备。学生们坐到自己的小

床上，开始睡前20分钟阅读。长兴实

小党总支书记黄玉平介绍，学校将空

教室开辟为午休室，学生每天午睡

100 分钟，确保能够精力充沛地应对

下午的学习任务。

此外，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分组讨论

和沙龙，嘉宾们围绕如何实施小学入学

适应教育、如何建立联合教研培训制度、

如何完善家园校共育机制等痛点和难点

畅所欲言，为接下来的工作明确方向、理

清思路。

长兴加强幼小衔接落实“双减”

□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两边是绿油油的稻田，中间一条仅

容一辆车通过的沙砾土路，沿着土路向

詹家镇詹家村腹地行进，不久便能看到

坐落在一片民居中间的龙游县泽雅学

校。这是当地一所培智学校，这条路是

胡盛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记得6年前第一次来学校时，我骑

着自行车找了好久。”胡盛回忆道。原本

只是想为有智力障碍的外甥女找所“靠

谱”的学校，不曾想看到这里孩子们的状

况后，他突然觉得自己“走不了”了，“想

为他们做些什么”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当时的胡盛不仅是龙游县横山小学

政教主任，还是该县小学美术学科带头

人，他的课深受学生喜爱。得知他主动

申请调职去一所培智学校任教时，很多

人不理解，苦口婆心劝他三思。“但我内

心的想法很坚定”，他说，家人也都很支

持他的决定。

湿漉漉的爱，扑面而来
一张小方桌，师生四人食。午餐时

间，记者走进泽雅学校的食堂，70多名学

生正在教师的带领下安静地进食。“师生

一同就餐，既是照顾，也能趁机对他们进

行文明就餐的教育。”但胡盛也坦言，刚

来学校时，陪伴学生就餐是他面临的最

大难题。

“孩子们有的挑食，有的等老师喂，还

有的常常不小心把饭菜洒在桌子上……”

更令胡盛无奈的是他们“不打招呼的

爱”。因为喜欢这位新来的胡老师，孩子

们吃着吃着就把筷子伸向了他的餐盘，

更有甚者，他们还会自己吃一口，就兜起

一勺递到胡盛嘴边，这是他们表达善意

的方式。

这样的“偷袭”也发生在课堂上。最

让胡盛印象深刻的，是他来到泽雅学校

后上的第一堂美术课。只是因为教大家

画了一朵小花，就有孩子悄无声息地绕

到胡盛身后，冷不丁地在他脸上亲了一

口，糊了他满脸口水。

这些看似调皮捣蛋的行为，让他感

受到自己正在被孩子们接纳。“走到孩子

们中间去”这一步，他迈得很顺利。然

而，更大的挑战却在后面。

“我觉得自己专业能力没问题，对特

殊孩子也有充分了解，应该可以胜任。”

来泽雅学校前，胡盛是做了心理准备

的。尤其得知培智学校没有专门的美术

教材，他觉得留给自己发挥的空间很大，

可以带着学生们天马行空地遨游在艺术

世界里。但是“想过不容易，没想到这么

难”，原以为孩子们至少有幼儿园阶段的

智力水平，他带着绘本故事创作的教案

走进教室，结果讲了一段发现，全班孩子

直愣愣地看着他，显然没听懂。

胡盛只好把教案搁置一边，从一颗

蛋的故事讲起，教大家画圆。然而就是

一个最简单的圆，有的孩子一笔飞到天

边，有的怎么画都是一个没有闭合的半

圆，还有的画成了一个小点点，能一气呵

成的寥寥无几。因为孩子们的注意力无

法长时间集中，他将讲课内容碎片化，讲

一会儿就停下来让学生跟着画，如此这

般“讲、停、画”的循环往复，一个简单的

圆就学了整整一节课。

“画我画我”，他让孩子当主角
为了激发孩子们对美术的兴趣，胡

盛在课堂上尝试过素描、水彩、橡皮泥、

陶艺等各种教学，并与孩子们进行个性

化匹配，努力找到最适合每个孩子的美

术教法。然而，总有耐不住性子的学生

会在课堂上调皮捣蛋，别人作画时他在

一旁无所事事，甚至走来走去。有一次，

为了“稳住”一个小捣蛋鬼，胡盛喊他来

做“模特”，为他画起了肖像画。

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画我画我”，孩

子们都争着抢着要当小模特。“大胖”原

来在大家印象中是个贪吃、邋遢的孩子，

有时候饿起来还会抠自己的头发，生生

把自己的头皮抠秃了一块。看到胡老师

画的《就好这一口》《秃子大胖》，她自己

也觉得丢人，不仅不抠头发了，还变得更

爱干净、更讲卫生。

画肖像画对“大胖”的教育竟然比耳

提面命还管用，这让胡盛感到十分惊喜，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帮助孩子们纠正

不良行为习惯的好机会。于是，他开始

有意识地观察孩子们的言行举止，通过

画肖像画的方式，鼓励孩子们“雅言、雅

行、雅容、雅趣、慧智、才智”，争做“雅智

精灵”。

孩子们的参与热情也空前高涨。为

了让胡老师画自己，他们什么招都用上

了。有的抢着帮洗教具、倒垃圾，有的手

举再久也不喊累，还有的从“刺儿头”变

成了乖小孩……“真不错，少了个捣蛋

鬼，多了个好帮手。”这几年，不仅出现在

胡盛笔下的“模特”越来越多，他还陆续

绘制了《嘿！尬小孩》《画画的凡凡》《妞

妞求学记》等多本绘本，而主角无一例外

都是这些可爱的孩子。

“胡老师选择观察、描绘学生的日常

生活，是用心用情做的积累。”培智学校

来了专业的美术教师，这让衢州市特殊

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周志英欣喜不已。

在她看来，艺术疗法对孩子的教育与成

长是极有帮助的，而这种视觉张力和潜

心创作对特殊孩子的帮助就更大了，“我

们希望能将胡老师的绘本推广到更多普

通学校和资源教室，让普通学校的学生

增加对特殊孩子的了解，也能作为资源

教师们的课堂教学用书”。

用更高要求，换更多可能
每学期初，胡盛都会格外关注孩子

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凡放完寒暑假返

校，孩子们的整体情况都会比之前更糟

糕一点。”胡盛直言，假期里没什么人管

教他们，父母对他们的要求甚至低到只

要好好待着就行。“而在学校，老师们不

仅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动向，还常常鼓励

他们不断挑战自己。”

因为患有脑瘫，学生轩轩（化名）双

手会有不同程度的抖动，从小到大都没

握过笔。胡盛并没有特殊对待他，在书

法练习时也要求他一起参与，结果他竟

然是全班写得最好的一个。自此，轩轩

爱上了书法，过年时还自己动手给家里

写春联。

陶艺课上，割泥条、拍泥块、压泥片、

刷泥浆等程序复杂又枯燥，学生阳阳（化

名）却耐着性子做成了一个长方形托盘，

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件陶艺作品。在胡

盛的不断鼓励和帮助下，阳阳通过日复

一日的练习不断精进技艺，完成了“六春

山居”系列陶艺作品。如今，阳阳已经成

为老师的小帮手，开始带着其他同学一

起制作陶艺。

“对孩子们的要求可以再高一点，他

们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泽雅学

校，胡盛就发现了不少“好苗子”。经过

有针对性的培养，他们与健全学生同台

竞技也不逊色，部分作品甚至在国家级

比赛中都斩获了优异成绩。

其实这几年里，仍不时有学校、教研

室向他递来“橄榄枝”，胡盛都不为所

动。“我觉得自己还有事情没做完，想为

特殊教育做点什么的愿望还没达成。”目

前，他正在编写培智学校的美术校本教

材。考虑到许多家长不知道如何指导、

教育孩子，此前他还设计了一款能让家

长看得懂、学得会、易操作的家庭教育材

料包，让孩子们在家也能坚持动手、坚持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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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画着就能时时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渴望能以自己一颗仰望的、感恩的心，去追寻这些孩子

生命中的美质——”

他笔下，灵魂有趣花开有声
——记龙游县泽雅学校美术教师胡盛

“救”在身边

今年的9月11日是世界急救日，主题是“做学校
社区的急救英雄”。9月10日，仙居县红十字会与仙
居县第一小学联合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红
十字志愿者向学生们传授心肺复苏、包扎等应急救
护常识技能。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浙江成立“一带一路”

研究智库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单 敏 朱 慧）近日，浙

江省“一带一路”研究智库联盟启动仪式在浙

江师范大学举行。该联盟由浙师大非洲研究

院牵头省内其他15家国别区域研究机构共同

组成，系全省成立的第4个智库联盟。

围绕“如何高质量建好‘一带一路’研究智

库联盟”，联盟成员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开展

相关讨论，并通过了浙江省“一带一路”研究智

库联盟理事会章程和联盟倡议书。未来，联盟

将努力打造“一带一路”研究协同平台，开展

“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攻关研究，打造浙江省

“一带一路”研究高端人才队伍，构建具有中国

气派和浙江特色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

作为牵头机构，浙师大非洲研究院是对非

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和涉非事务的高端智库，

长期以来积极服务国家对非战略和浙江省对

非工作。联盟的成立，将推动研究院从独自深

耕非洲国家拓展到组织、引领全省国别区域研

究机构开展更为广阔也更加复杂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国别区域研究。

今年3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建立完善智库

大成集智工作建议方案》，提出浙江将围绕数

字化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山”理念（生态

文明）、社会治理、共同富裕、新时代文化浙江

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海洋强省建设等研究

领域，首批组建8个智库联盟。

杭州上城区举行

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

本报讯（记者 汪 恒）9月9日，杭州上城

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杭州中学举行。会

议发布了名校新校共同体等上城区教育“新共

同体”的十大模式，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据介绍，上城区此次发布的教育“新共同

体”十大模式包括名校新校共同体、名人名校

共同体、校企合作共同体、普优协同共同体、院

校合作共同体、区域联合共同体、教师联盟共

同体、集群联智共同体、公民互助共同体和跨

学段校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建设将推动区

域内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共建、共融和共享，

加速“名校就在家门口”落地步伐，丰富教育

“新共同体”发展内涵。大会现场，上城区为

一批教育专家颁发聘书，建立上城十大智库，

并向全国发出了100个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

人招募，欢迎全国的特级教师来上城区设立

特级教师工作室。会议还启动了党建引领教

育工程、数智教育治理工程、教育评价改革工

程等上城区教育“十四五”发展的十大工程。

为响应“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号召，上城区教育局与开化县教育

局签订了山海协作协议，并在会上传递了共同

富裕联盟旗帜。时值教师节前夕，大会还为国

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省教坛新秀，市“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等8项市级荣誉获得者，以及上城

区教育发展基金会“君子兰”奖等4项区级荣誉

获得者颁奖，并举行教师荣休仪式。

近日，浦江县南苑幼儿园开展解字
“画”廉主题活动，教师们利用报纸、坚果
壳、松果等材料进行各种形式“廉”字创作，
进一步营造“清风徐来、廉在心中”的浓厚
氛围。

（本报通讯员 郑笑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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