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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汪 恒

“孩子一天天长大，做父母的

发现自己的苦口婆心不再立竿

见影。在这个课堂上，我开始学

着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共

情她的感受。”“课程的收获，远

远超出我的预期。周老师朴实的

语言，改变了我习惯性的思维模

式和潜意识里的强势心态……”

最近，刚参加完心理教师周春飞

主持的“家长俱乐部”的家长们感

慨道。

作为杭州市第十三中学教育

集团的一名心理教师，在与家长

们的日常交流中，周春飞感受到

了明显的焦虑情绪。“能不能启

发家长去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调整育儿方法呢？”周春飞于是

将“家长俱乐部”的主题定为“自

驱型成长——做有力量的父

母”。报名信息在西湖区相关平

台一经发布，24个学员名额随即

被“秒杀”。

像这样的“家长俱乐部”在西

湖区还有不少，且有一个共同点，

即聚焦家庭教育中的某一类主

题，比如多孩家庭育儿、全职妈妈

育儿、幼小衔接。“家长俱乐部”由

西湖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组织。

每学期初，区内各心理学名师会

自主申报主题，并在得到中心确

认后成为项目主持人。“我们希望

针对不同类型的家长进行分类指

导，增强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

性。‘家长俱乐部’形式更灵活、互

动也更充分。”西湖区教育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尹建强表示。

“有研究数据表明，小学生出

现心理问题，有90%的原因在家

庭，中学生出现心理问题，也有

60%的原因在家庭。”在尹建强看

来，时下家长不当的育儿观念、心

态和方式，是引发青少年儿童心

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开

足开齐心理团辅课程、关注特殊

学生，也需要看到学生背后的家

庭教育环境。

“孩子讲究穿着怎么办？”“如

何引导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如

何看待孩子学习成绩的起伏变

化？”……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

在一套名为“西湖区家长学堂”的

线上微课体系中找到。这些微课

按一至九年级进行划分，每个年

级内再围绕生理发展、个性发展、

学习能力等6个方面分别列出该

年龄段学生最容易碰到的一个问

题，用8分钟时间讲清楚“家长可

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课

程会通过钉钉平台，按照年级定

期推送给每一位家长。据介绍，

接下来微课还将向“两头”延伸，

继续开发适用幼儿园和高中阶段

家长的内容。

有了家长学堂这样的普及型

课程资源，西湖区还给家长准备

了更加深入的选择型课程资源。

受热捧的除了“家长俱乐部”，还

有一项名为“家长沙龙”的活动。

每一期沙龙包含5节课，每节课3

个小时，分别探讨自我心态、夫妻

关系、亲子沟通等5个主题，如同

家庭教育的“精神大餐”。

西溪中学心理教师傅之敏有

着丰富的“家长沙龙”主持经验，

她认为相比于一般讲座，活动能

给家长带来沉浸式的体验，效果

要深入得多。在活动中，她设计

了小组讨论、情境体验、专家点评

等多种形式。比如，为了让家长

理解“什么是温柔而坚定的批

评”，傅之敏会让家长们分别扮演

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依次尝试不

同的批评方式，帮他们从亲身体

验中感悟与子女沟通的道理。“不

少家长是冲着亲子关系来的，但

收获最大的往往是夫妻关系和自

我成长方面。沙龙让家长们在育

儿中有了更多自我觉察意识，从

而积极改变家庭教育方式。”傅之

敏说。据了解，去年西湖区举办

了30期150场次“家长沙龙”，参

与家长5000余人。

家校协同的育人机制日趋完

善的同时，西湖区还在青少年心

理健康的医教协同上展开探索。

去年暑期，西湖区启动了选派区

内学校优秀心理辅导站站长前往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开展跟岗实

习的活动。三墩小学的金文婧是

首批参与跟岗的3名教师之一。

两周的时间里，她了解到心理专

科诊室的完整工作流程，还参与

到病房的心理咨询环节中。“清楚

了从专业治疗角度，会如何通过

提问了解患者，以及如何评估，又

会依据哪些开出药物。这对我们

在学校里开展心理辅导很有帮

助。”金文婧告诉记者。

此外，西湖区还建立起杭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和各学校心理辅

导站站长的日常联系机制，一方

面，有需要的学生有了挂号就医

的快速通道；另一方面，学生在院

的诊疗情况和返校复学后的情况

也会及时被校方和院方获悉，以

便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

每到年底，医院的专家还会和站

长们坐到一起，先由站长们分享

各自碰到的心理辅导个案及处理

办法，再由专家进行分析点评，以

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业

务成长。

家校协同 医教携手

杭州西湖区多方共撑心理健康伞

温州“双清单”推进劳动教育

绍兴柯桥区：冰雪运动进校园
2万名中小学生“上雪道”

本报讯（通讯员 吴立云）寒假至今，绍兴市柯桥区不少

学生和家长走进区内研学实践基地，参加冰雪研学游、“国风

冰雪贺新春”等活动，近距离体验冰雪文化。近年来，该区持

续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打造青少年滑雪教育培训体

系，年均“上雪道”学生超过2万名。

柯桥区抢抓北京冬奥会和国家“北雪南展”重要战略机

遇，依托该区的省内首家室内滑雪馆，挂牌成立全区首批中小

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基地聘请了31名滑雪专业教练，将滑

雪学校建到区实验中学、安昌幼儿园等18所学校，持续开展

“冰雪进校园”活动，举办国际儿童滑雪节、全国冰雪公开课等

14项高端赛事活动，每年组织VR体验、冰雪讲座、雪地拓展

等各类活动300余场，柯岩小学、浙光小学获评全国青少年校

园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冰雪运动文化，该区举办了“诗画

江南的冰雪梦”全省冰雪运动与文化峰会等活动，建成华东地

区唯一的“冰雪文化展馆”，每年向10万名学生普及冬奥运动、

滑雪技能等知识。

温岭：8615个公办学额
向随迁子女开放

本报讯（通讯员 江倩倩 方媛媛）“孩子能在温岭公办

学校上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这样我们在温岭工作就更安

心了。”新学期，根据温岭市产业工人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新

政策，来自湖北的蔡美荣顺利在公办学校为孩子报了名。

日前，温岭市教育局发布《2022年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春季招生公告》，明确春季学期招收符合入学条件的产业

工人子女（随迁子女）到温岭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

读，涉及公办义务学校共86所，8615个学额，其中初中22

所、小学64所。

温岭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服务“强工兴市”战略，

招引产业工人安心就业，该市挖潜公办学校学位，在春季学期

前发布公办学校招生公告，招生的对象为要求转入该市义务

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非温岭户籍的学生。此次还放宽了

招生条件，针对未在温岭公办学校入学的随迁子女，其监护人

只要在温岭办理居住登记即可报名。

“统一报名时间结束后，有空余学额的学校可以继续接

受报名，做到应招尽招。”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温岭报名登记

工作已结束，根据相关招生办法，若报名人数超过空余学额，

将根据流动人口积分、缴纳社会保险、在温岭办理浙江省居

住证、办理居住登记4个条件依次录取，如具备同一条件人

数超过招录人数，则依据具备该条件时长（流动人口积分大

小）依次录取。

宁波：
严查“隐形变异”校外培训行为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张土良）2月16日，宁

波市教育局通报培训机构隐形变异行为查处典型案例。为

深入推进“双减”工作，宁波市教育局联合市场监管、综合行

政执法、民政等部门，在寒假期间集中开展隐形变异学科类

培训治理行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治理行动中发现的培训机构违规行为

主要包括非法擅自开展校外培训、个人违规开展学科培训、

非学科类违法违规从事学科培训、违规对幼儿开展英语语言

类培训等。此前，宁波市通过分片包干明察暗访，对辖区内

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加强巡查，严厉打击转入“地下”及以“家

政服务”“研学”等名义进行变相违规培训，严防学科类培训

机构违规开班、面向3~6岁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违规开展

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以“素质拓展”

“思维训练”等名义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等。其间，该市累

计出动5817人次，检查排查了1166家培训机构，查处各类违

规行为232起，其中查处转入“地下”等隐形变异的学科培训

机构（含个人）47起。

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教育局还将联合相关

部门，持续开展常态巡查、检查。同时提醒广大家长，通过宁

波市校外培训机构一站式服务平台（甬信培）缴纳学费，不缴

纳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培训费用，与培训机构签订正规

合同并索取正规发票。

2月 16日开学首日，杭州市富阳区实验小学的师生
通过视频连线，为隔离中的学生送去“云端暖爱”。图为
学生与隔离中的同学视频通话。

（本报通讯员 沈燕萍 摄）

本报讯（记者 汪 恒）近日，浙

江省教育厅下发通知，将在全省中

小学组织开设“百名科学家进中小

学课堂”课程，让广大学生与科学家

面对面互动交流，接受科学精神和

科学素养的熏陶，全力打造浙江省

中小学德育大课堂、科普大讲堂、育

人金名片，并积极向社会辐射科学

的教育理念和育儿方法。

据了解，“百名科学家进中小学

课堂”课程突出人生导航、价值观引

领、兴趣激发、精神激励、科学启蒙、

创新意识培养和道德修养等主题，

对中小学生具有普适性。该课程将

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

与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课、班团

课和课后服务课程深度融合。小学

一至三年级、高三年级，学校可以视

实际情况安排课程和组织听课，不

作硬性要求；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

年级、高一高二年级，以及中职学

校，学校应根据统一要求，将课程排

入教学计划并组织听课。

该课程的授课频次为“一月一

课”，授课时长为80~90分钟（其中师

生互动问答15~20分钟）。通过“视

频在线直播+师生互动问答”方式，实

现全省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课”。课

程在杭州设立主课堂，遴选若干学校

师生代表现场参与，其他中小学校设

立视频直播课堂，授课过程中还会遴

选若干师生现场或远程参与在线视

频互动问答、与科学家对话。

此外，所有科学家授课视频资料

将作为公益教育资源，通过“之江汇”教

育广场的“百名科学家进中小学课堂”

专栏，面向全国全社会免费开放。首次

课程为春季学期开学后的第二周，届时

将邀请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为全省中

小学生在线直播“科学第一课”。

浙江启动“百名科学家进中小学课堂”课程

2月16日，德清县新安镇勾里
中心学校开展“传承奥运精神，争
做亚运小主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活动，学生们通过练习篮球、排球
等体育运动，强健体魄，享受运动
带来的快乐。图为学生们在练习
排球。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摄）

乐享运动第一课乐享运动第一课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李意如）随着劳动教育不断纵深推

进，如何探索出具有先行示范作用

和辨识度的中小学劳动教育模式成

为各地开展劳动教育面临的迫切问

题。近日，温州市印发《中小学劳动

教育行动方案》，并配套出台“双清

单”，明确构建以学校为主导、家庭

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的新时代劳动

教育体系。

根据方案要求，新学期温州市

中小学每周开展不少于1个课时的

劳动教育课程，每学年设立主题劳

动周，内容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相融合。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制定

了中小学生日常生活劳动清单和中

小学职业体验项目清单。未来将运

用清单化手段，分学段分年级设置

劳动教育培养目标。对照日常生活

劳动清单，小学、初中生每学年必会

项目1~2项，实行家校联动评价，做

到人人过关，并纳入学生学期综合

素质报告单；参照职业体验项目清

单，各中小学每学年将组织1~2次

以劳动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该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序列化

劳动教育任务清单既解决了学段衔

接问题，又避免了不同学段教育目

标重复的情况，为学校劳动教育实

施提供了有效依据。接下来，劳动

教育课程、主题劳动周、劳模工匠工

作室等一系列助力劳动教育的实践

项目将在温州全面铺开。

针对校园内劳动教育场地有

限等问题，方案提出了搭建“劳动+

研学”教育共同体的构想，未来该

市将建立以县（市、区）为主、政府

统筹规划配置中小学劳动教育资

源的机制，拓展与产业发展相契合

的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同时，利用

现有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研学实

践基地、实习实训基地等校外劳动

教育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

机制，积极构建涵盖导师引领、劳

动实践、操作训练、项目推动和榜

样激励的“学校+实践基地”劳动教

育共同体。

近年来，温州市积极推进中小

学生劳动教育，通过学生实践基地

“1+X+Y”的布局与运行，将综合实

践教育、劳动教育、研学实践纳入学

生课后服务和假期托管服务。目

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省级劳动研

学实践基地（营地）31个，市级177

个，市级劳动示范校73所，研学路

线73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