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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一个戴眼镜的女生气定神闲，寥

寥几笔便勾勒出莲花的婀娜姿态；而

在她左手边，执笔挥毫的男生正写下

第二行大字。整个书画室里翰墨飘

香、落针可闻……在随后的论坛分享

环节，衢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副校长

曾亚红介绍，该校共腾出20余间专项

场馆用于课后服务，并据此衍生出“航

空航天”“快乐阅读”“智鹿编程”等一

系列场馆课程。

不仅是“看一看”“听一听”，更要

“比一比”“学一学”。10月22日下午，

衢州将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深化课后服

务工作互看互学现场会设在了鹿鸣小

学。1场主论坛、6场分论坛、30个课

后服务“金点子”项目，各地各校的创

新举措在这个下午得到了集中展示。

“课后服务涉及时间、内容、渠道、

方式等诸多维度，任何一个细节的变

动都可能导致整体排布的不同。”衢州

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施燕红说，大

课还是小课、多主体授课时的先后顺

序、如何错峰错时、怎样分层分类、校

区间如何轮转等都是变量，“这样的排

列组合可以五花八门，达成的效果也

会大相径庭”。

拓两头，巧轮转
向托管时段要最大效能

因为学区覆盖范围较广，不少离

校远的学生提前半小时甚至一小时

便被家长送到了学校，常山县天马第

二中心小学的课前看护服务便应需

而生。而作为“重头戏”的学后晚托，

作息时间更是几经修改，仅课间活动

就经历了从15分钟到20分钟再到半

小时的“扩容”。“要在动态调整中寻

找最适合学生的时段配比。”校长张

身贵说。

当前，衢州大多数学校都采取“三

段式”课后服务，以涵盖作业管理、体

艺活动和兴趣拓展，但具体到时间怎

么安排、课程怎么设置、顺序怎么排布

等细节，却考验着学校的教育智慧。

江山市城南小学除了采用长短课相结

合的方式分别设置蓝色、绿色和橙色

时光及推出个性定制的七彩时光外，

还会根据学生需要灵活调配时间，如

为校足球队的学生安排晚餐和晚训，

让他们先参与课后服务，再心无旁骛

地训练。开化县实验小学则推出“单

周双周循环模式”，单周时先开展基础

性托管、再开展拓展性托管，双周时则

前后调换，以微小改变为教师争取到

相对灵活的下班时间。

“我们把体育锻炼时间分为集体

活动、班级活动两部分，其中班级活

动时间为15～25分钟，既有跳绳、仰

卧起坐等常规运动项目，也有跳房

子、滚铁环等传统体育游戏。”衢州市

衢江区第二小学校长叶章召分享道，

为用好有限的运动场地，该校分低、

中、高3个学段错时锻炼，同时设置

A、B两条游园体育锻炼线路，将每学

段两个年级安排在不同的运动场

馆。“我们在每个年级区域排定了具

体的游戏项目位置，按项目认位置定

班级，还列出具体的轮换表，按日期

依班级换项目循环。”

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则带来

了流动少年宫在集团内部各校区间轮

转的经验。为丰富拓展课程、减轻教

师压力，该校引入团市委、青少年宫

“红领巾助力5+2”公益服务项目，每

周三、四、五分别在菱湖校区、新湖校

区和悦溪校区，轮流对一个年级提供

拓展服务。“这种校区轮转模式对教共

体学校、片区内学校也同样适用。”有

教师轻声对记者感叹。

“在前期排摸中发现我校有留守

儿童165人，家长普遍反映周末照顾

孩子难，活动场所也很缺乏。”龙游县

溪口小学地处龙南山区，家长外出打

工谋生的很多，周末照管孩子有现实

困难。副校长吴敏飞介绍，该校自加

压力增设周末托管服务。“每周六上午

是‘金兰驿站’活动时间，由党员教师

牵头成立志愿者队伍，为学生开展课

外阅读、体育活动和科技小制作等活

动课程。”吴敏飞说，周六、周日下午则

由龙游县少体校指定青训战略合作机

构开展专业的篮球培训活动。

快乐玩，轻松学
最好的“补习班”就在身边

“课后服务做得好，学生就留在学

校；课后服务做不好，家长还是会另找

门路。”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季根寿在会上强调，课后服务是检验

教育生态的试金石，不仅面上要有标

准、线上要成体系，点上更要抓特色、

创品牌。

“在新形势下，要关注所有的孩

子，让他们能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

认真完成作业，做好课后巩固，发展

思维，提高核心素养和综合素质。”开

化县第二初级中学校长鲍军伟坚信

学校才是学习主阵地，要通过“目标

分层教学案”来推进学为中心的课

堂，加快课堂教学与评价转型，为课

后服务腾挪出更多空间和可能。为

此，该校还设立了“作业超市”，涵盖

常规习题、应用研究、个人作业、小组

作业、跨学科作业等，甚至还有学生

自己设计的作业，让学生找到最适合

自己学情的作业内容。

不只是作业，如果把整个校园比

作一个育人综合体，那么散落在校园

各处的草木与建筑都可以是课后服务

的生动载体。怎样用好用活校内静态

学习场所和动态学习空间，创设符合

个体学习特质的多维学习时空，龙游

阳光小学有自己的“解法”。“我校科技

馆里地震体验馆、天文馆、恐龙馆、环

幕影院等一应俱全，是开展课后服务

的重要阵地。”副校长周伟军介绍。边

学习科技馆体验课程边玩耍，这里是

学生们放学后的“欢乐谷”，也是他们

博闻广识的“知识源”。

“丰富课后服务，不能单靠老师的

努力，渠道、资源也很重要，有了资源，

怎么整合利用更加重要。”施燕红的话

道出了与会人员共同的心声。因为地

处皇后故里、状元之乡的全旺镇，衢州

市衢江区全旺镇中心小学就“打破围

墙”，把“一个镇”变成“一堂课”，在课

后服务时段推出“故乡浅语”“导游素

养”“板龙”“瓷艺”等乡韵文化特色课

程。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小学也倡导要

发挥好地处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集

结地的区位优势，积极走出校园拓展

德育实践类课程。 （下转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钱 青）“现在

我学习很轻松，还经常帮爷爷干

活。”10月25日，在天台县雷峰乡中

心小学操场，留守儿童小丁向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庞卫钦说起学习和生

活上的进步，两人相视而笑。

天台是浙江山区26县之一，60

万人中有20万在外经商务工，留守

儿童数量偏多。今年7月，天台县教

育局在全县学校开展“温暖有约，幸

福同行”党支部结对帮扶行动，摸排

出103名“特殊学生”。这些学生，有

的父母双亡，有的甚至爷爷奶奶都不

在人世，他们缺乏爱，缺乏关怀，缺

乏家的温暖。

天台县组织全县教育系统103

个党支部与这些“特殊学生”一对一

结对帮扶，通过生活关怀、学业辅

导、心理疏导、安全教育等形式，改

善孩子的成长环境，形成“学业有

教、生活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

的高质量长效结对帮扶格局。

雷峰乡中心小学摸排出4名与

小丁情况相似的“特殊学生”，校方

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党员组团帮

扶。小林是二年级学生，少先队辅导

员蒋琼媚是他的帮扶教师之一。因

为成长于单亲家庭，小林性格比较孤

僻。除了开展课业辅导，蒋琼媚每周

都会和小林谈心交流，并定期拿出自

己的手机让小林和爸爸视频聊天。

小婷是天台实验中学初一学生，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跟着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新学期开始，学校文科党

支部与小婷结了对，不仅免除其就餐

费、校服费和课后服务费，还在学习

和生活上给予她更多关爱。该校校

长、文科党支部书记陈再江说，开展

党支部一对一结对帮扶以来，党员教

师都主动认领，在学业、德育、交友

等方面给予学生全方位指导，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好

地成人成才。

为了让困境学生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成才圆梦，天台县还积极落实

资助政策，投资3000万元建成“爱心

家园”，组建天合爱心志愿者服务

队，向社会各界招募176名爱心人士

担任代理家长，到“爱心家园”开展

常态化志愿服务陪伴活动，营造家的

温馨，让困境学生有地方住、吃得

饱、穿得暖、有人管。截至目前，共

有62名困境学生在“爱心家园”度过

快乐时光，其中34个孩子已离园踏

上美好的人生道路。此外，天台县还

成立教育基金会，统筹开展困难家庭

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应助尽助、不漏

一人，针对A、B档困难儿童推出专

项教育资助金，每月分别补助 160

元、80元，共发放2194.74万元，受益

学生达27860人次；连续开展“暖冬”

行动，为山区学子赠送垫被、棉被，

受益学生达21233人次；为山区学子

开展课后托管服务兜底保障，7所山

区学校的480名学生全部免费参加

托管。

“用组织的力量温暖孤单孩子的

心灵，接下来，我们将发动更多的社

会乡贤和爱心人士，集聚更多的力

量，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

这些孩子走得更好更远！”天台县副

县长娄宇飞说。

台州学院将
反诈列入必修课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栋 杨灵叶）“银行卡一张可卖

1000元，你会不会心动？学姐介绍兼职刷单，日入上千，

你想不想做？”近日，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防范宣传

员徐扬益走进台州学院临海校区，为大学生们上了一堂

防电信网络诈骗课。按照学校规定，这是该校学生人人

必须通过的“必修课”。

据警方透露，长期以来，由于大学生群体缺乏社会经

验和辨别能力，高校逐渐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灾区。

为提高大学生的反诈防骗意识，今年3月，大洋派出所联

合台州学院临海校区开设电信网络诈骗防范课程，选取

3名能力突出、宣讲经验丰富的大洋防范宣讲团成员担

任“防范讲师”。

课程一周4节课，以院系为单位，由防范讲师每周三

轮流向5个学院学生传授反诈知识和技巧。对大学生常

见的刷单返利类、游戏交易类等4类电诈警情，防范讲师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分析电信诈骗的特点及

防范措施。

为检验反诈学习成效，在学校的支持下，防范宣传员

还定期组织学生进行摸底考试。考试以闭卷的形式开

展，涉及选择题、判断题、问答题等多种题型。反诈考试

成绩60分为合格分。对于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学校将组

织补考，确保人人过关，切实增强学生防骗意识。据初步

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有2000余名台州大学生参加防诈

骗考试，合格率为100%。

课后服务可以有多少种排列组合？
衢州互看互学现场会点燃“头脑风暴”

天台：用组织的力量温暖困境学生

东阳：党史情景剧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施红峰）10月27日，东阳市党史

学习教育、党史情景剧进校园启动仪式在东阳市外国语

学校举行，370多名高一年级师生观看了本土烈士题材

红色舞台情景剧《北伐名将金佛庄》。

《北伐名将金佛庄》由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师生原

创，根据金佛庄的事迹节点，共分“弃笔从戎、建壬戌社、

加入中共、创建黄埔、壮烈可风”五幕，塑造了金佛庄“革

命信仰高于天”的生动形象。

“金佛庄是横店名人，是红色教育最好的本土教材，对

学生接受党史学习教育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横店影视

学院戏剧影视表演专业教师、该剧导演向成龙说，早在

2019年，横店影视学院党委就深入挖掘横店红色文化资

源，筹备创作《北伐名将金佛庄》。从最初的构思开始，向

成龙与学生们广泛查阅收集、深入挖掘金佛庄相关史料，

向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请教，寻访多处遗迹、观看纪录

片，边学习边思考边创作，体悟金佛庄的精神，四易其稿

完成剧本。在排练过程中，30余名参演人员反复琢磨、

推敲，力求呈现最佳舞台效果。

“每一次排练，我和学生们都对金佛庄烈士有更深的

认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青春、热

血乃至生命换来的！”饰演金佛庄的青年教师陈赫说，每

次表演，他都极其用心，怀着崇敬去呈现一位满腔热血只

为救国的英雄形象。

东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顾在响表示，东阳市开

展党史情景剧进校园活动是“四史”进校园活动的深化和

拓展，以此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学

习党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10月26日，德清县三合中心学校组织教师和
校车司机一起对校车进行防疫消杀，并为每辆校
车配备体温检测仪、消毒喷雾器、消毒液、橡胶手
套、应急药品及备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全力做好校
车运行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筑牢防疫筑牢防疫““校车关校车关””

建德“安居计划”
关爱偏远学校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郑锦杰）“这里生活娱乐等设施一

应俱全，真是太方便了。”新学期，建德市三河小学教师

章婷告别了简陋的“宿舍”，搬进了学校为青年教师量身

定制的宽敞舒适的“新居”。

三河小学位于建德市的东南角，是建德市最偏远

的农村学校之一。目前在职教师13名，其中外地教师

占比39%，青年教师占比高达84.6%。学校的住宿和

生活条件相对落后，教师生活极不便利。

据悉，“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建德市教育局聚焦晚

托后教师们迟迟不能回家的难点、堵点问题，积极争取

资源，推进“安居计划”，为住校、住园的教师打造一个

温暖的“家”。该市全年共投入159万元，完成三河小

学等4所学校69位教师的宿舍改造行动，改造公寓约

4800平方米，实行宾馆式管理，拎包入住，24小时热

水，家电齐全，还设有共享厨房、共享健身房、谈心室等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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