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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童抒雯

教师强则教育强。如何贯彻落实

浙江“新春第一会”有关部署要求？

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省教育厅教师工

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以教育家

精神为抓手，拓展教师队伍培养培训

新思路，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化和管

理制度改革，以教师之强支撑教育之

强，服务好“三支队伍”建设，为教育发

展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人力支撑。

记者：如何理解“大人才观”提出

的“广开育才、引才、聚才、识才、用

才、护才”之路，全面加强“三支队伍”

建设？

相关负责人：教育兴则国家兴，

教育强则国家强。浙江要在奋进中

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当先行者、谱

写新篇章，关键在人、关键在队伍，起

点和基石是教育。

培养人，特别是培养高层次人

才，得有人来扛起“培”“养”任务，得

“育得出”。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师队伍的质量。一支结构合

理的教师队伍，既要有年轻新秀，也

要有专业过硬的业务骨干，更要有经

验丰富的领军人才。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更要树

牢“大人才观”，不拘一格聚人才，引

领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尽展其

才，让“育得出”更加适应发展需要。

记者：浙江如何在教师队伍的

“培”“养”“育”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效？

相关负责人：过去一年，我们着

力以多种形式实现教育教学的提质增

效，从源头上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

首先，推进师范教育改革。去

年，我们完成27个师范类专业的二

级认证，深化“双学科复合型硕士层

次中学教师培养”改革，组织试点高

校优化课程设置方案，落实相关配套

支持政策。

其次，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去

年，我们首次开展“院士进师训”中小

学教师科学素养提升行动，线上线下

共有12万余名教师参加。

再次，强化领军队伍建设。去

年，我省推荐入选国家名师名校长培

养对象9名、国家首批领军教师培养

项目55名、长三角中小学名校长高

级研究班20名和跨省交流研修10

名；启动浙派名师名校长培训，遴选

参训教师477名；组织省小学名班主

任培训班、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培

训班、师德师风骨干培训者高级研修

班等，实施“县中崛起校长素质提升

计划”项目，共455人参培。

最后，打造教师发展平台。去年，

我们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

师队伍建设，遴选建设首批25个中高

职一体化团队，认定10个省级职业院

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同时，新增8个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首批

11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全部验收通过，全国排名第2；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

中获得9个一等奖，稳居全国首位。

记者：教育共富，教师先行。在

推进过程中，如何确保教师队伍能

“留得住、育得出、用得好”？

相关负责人：去年，我们进一步

推进山区海岛县强师行动计划，推进

定向师范生培养改革，安排山区海岛

县定向培养招生计划550名。

面向山区海岛县设立51个正高

级教师“定向服务岗位”，舟山、衢州、

丽水等地正高级教师比例大幅提

高。组织723场“百人千场”名师送

教活动，专家名师送教下乡活动658

人次，惠及2万余名农村教师。建成

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377个，结对山

区海岛县教师。选派第五轮“希望之

光”教育专家团队110名专家进驻22

个山区海岛县，提前实现山区海岛县

全覆盖。落实跨省教育援助，立足乡

村振兴，有计划地做好110名援川教

师、19名援青教师的选派工作。

记者：接下来，浙江在打造高素

质教师队伍上会有哪些实招、硬招？

相关负责人：建设教育强国离不

开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体系

建设，着力打造优质师资培养高地是

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我们将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

完善教师培养体系。鼓励高校

扩大教育硕士培养规模。深入推进

复合型硕士培养改革，完善试点培养

方案，落实好首批和第二批试点毕业

生就业。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制

定“双师型”教师分级认定标准，开展

教师创新团队建设，建设“双师型”教

师企业实践基地。继续重点支持山

区海岛县优秀师资培养，加大定向师

范生培养力度，积极争取农村教育硕

士培养指标，举办定向培养校

地合作推进会。

提升教师培训质量。拓

展高层次培训资源，联合省科

协开展“院士进师训”。启动

浙派教育家培养支持计划。

继续实施浙派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

“百人千场”专家名师送教下乡活

动。持续提升农村学校教师专业素

质。推进高校教师培训制度化，以高

校新教师培训为重点，全面落实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要求，建立高校教

师分层分类培训机制，形成各学段全

覆盖的全省教师培训制度。

强化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体

系。完善教师发展学校为平台的师

范院校与中小学教师发展协同机制，

建立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与教师培

训互通机制。

记者：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对提

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

平至关重要。应对新时代下的新要

求，我们将如何下好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的“一盘棋”？

相关负责人：社会在发展，教师

队伍建设也应与时俱进。我们需要

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提出的新要求和

新挑战，积极探索教师跨学段交流、

跨校走教等方式，统筹教师资源配

置；按照要求配齐配好教师，推进中

小学思政课教师、心理健康教师、科

学教师三支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示范团队建设，统

筹各方力量，持续加强山区海岛县教

师队伍建设，开展“银龄教师支持乡

村行动”“省特级教师支教共富行

动”，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浙大马兰精神文化园开园

本报讯（通讯员 陆兴华）3月13日，浙江大学马兰精神文

化园开园。马兰精神文化园是浙大为了传承和弘扬马兰精神，

更好地向师生讲述扎根戈壁沙漠、为国铸核盾的浙大马兰人物

故事而打造的校园育人地标和文化景观。

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有百余位浙大人奋战在茫茫无

垠的马兰基地。在马兰基地培养的11位院士中，程开甲、吕

敏、杨裕生、林俊德等4人为浙大校友，他们艰苦奋斗、开拓创

新、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了浙大求是精

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浙大人，也激励着越来越多的求是学子

投身祖国的国防事业。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强调，要以马兰精神文化园开园

为契机，做实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卓越教育体系，探索实施以

红色基因为内核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不断强化使命引领，

持续挖掘和利用好浙大红色资源“富矿”，打造具有浙大风格、

学科特色的校园育人地标，搭建更多助推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

发展的育人平台，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积极投身到服务强国建设

和民族复兴的火热实践中，用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浙大人许党

报国的故事。

丽水经开区
做强用好家庭教育服务队

本报讯（通讯员 张 琳）“你属于哪种父母，权威型、放纵

型还是忽视型？”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丽水实验学校内，丽水

市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李俊霞正在作题为《亲子高效沟通的三

个法宝》的讲座。

去年3月，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了经开区家庭

教育服务队，探索建设家庭教育指导公共服务体系，目前服务

队已有队员50人。团队采用点单预约机制，通过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学生心理团辅和个案辅导等活

动，同时根据热线求助需求，上门提供危机干预、心理疏导等服

务。截至目前，已为社区、学校、企业提供菜单式家庭教育服务

百余次，惠及近3万名学生和家长。

丽水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经开区将继

续探索家校社共育的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科学性、实效性和精准性。
本报讯（通讯员 姚祥燕 郑周璇）

“1279年，马可·波罗来到当时被称为

‘行在’的南宋古都杭州，赞誉杭州是

‘世界上最尊贵、最富有的城市’……”

全国两会期间，一部名为《宝藏》的英

语纪录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纪录频道、浙江卫视等平台

火热播出，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广泛

关注。伴随着精美的画面，优美的

英文配音将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发

展脉络、艺术精神传承及绘画中蕴

含的价值观娓娓道来，而这一段段

标准的翻译出自浙江外国语学院教

师团队之手。

据悉，《宝藏》分为《汇聚》《赓续》

《弥新》3集，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这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成果，

在人文纪录片《盛世修典》的基础上，

增加、补拍和重拍了部分场景，讲述

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绘画

“数字化”汇聚的故事。

“很多人都以为有中文版的基

础，译制工作应该不难。但事实上，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翻译纪录片要在

叙述方式、传播重点、话语策略等方

面作出较大的调整。”作为《盛世修

典》和《宝藏》的总撰稿人，西方语言

文化学院院长范捷平早在撰写中文

版纪录片解说稿时，就开始构思海外

版纪录片的内容，“国际传播的重心

在于文明的交流互鉴，要在中国审美

的基础上注重国际化表达”。

实现国际化表达的第一步从片

名开始，范捷平和总校审、浙外浙江

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赵

伐反复斟酌，最后将《宝藏》翻译为

“The Journey”，暗示“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的编纂和传播是一场“文明

之旅”。

标题定了，框架又该如何梳理？

纪录片只有短短3集的容量，究竟是

讲述国宝的故事，还是讲述编纂“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的过程？是回忆过

去，还是呈现当下？经过反复研讨，

团队找到了一种符合海外受众思路

的叙事策略——把“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团队踔厉前行的脚印、国宝与国

家的命运、传统绘画中蕴含的中华文

脉和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发挥的作用等诸多因素像梳辫子

一样交错编织在一起，实现古今汇

通、中外互融。

框架明了，接下来就进入了具体

内容的翻译。赵伐介绍，考虑到汉语

比较精炼，如果直译的话，译文就显

冗长，团队对文稿进行了创造性翻

译，整个台本数易其稿，足足打磨了3

个月。而为保证创译质量，团队内部

进行了分工，先由中国教师进行初

翻，再由英语外教进行初次校审，最

后由自己负责总校审。“总校审是把

关人，也是团队专业方面的领航人。”

赵伐说，为了吃透原文，更好地指导

团队开展译制，他反复观看《盛世修

典》，对每一个章节都了如指掌。

“国际传播固然离不开翻译，但更

要注重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方式方法。”

参与此次译制工作，让英语版译配项

目负责人、教师王璟有了不一样的体

验。她说，从中不仅加深了对翻译本

身的认识，还看到了时代对翻译人才

培养的新要求，“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翻译能力、全媒体采写能力、中外文化

分析能力等综合素养，使其成为能讲

好中国故事的全要素专业人才”。外

教Aaron Kalman除了校审，还参与

了配音工作。他对每一句解说词都反

复推敲其内涵，仔细揣摩文字蕴含的

情绪，还要控制好发音口型。之后，他

还积极向同胞推荐这部纪录片，“我的

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说太精彩了”。

“讲好中国故事，做有温度的国

际传播，这是外语类高校责无旁贷的

使命与责任。我们要发挥多语种的

办学优势，助推人文交流与民间外

交，全力放大国际传播势能。”范捷平

说，目前学校正加紧推进《宝藏》的德

语、西班牙语、俄语等版本译制，预计

将在今年上半年通过央视频道向全

球传播。

教育赋能教育赋能““三支队伍三支队伍””建设建设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四四））

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服务“三支队伍”建设
——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相关负责人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浙外译制纪录片在国内外热播

宁波镇海区：心理社工来驻校

本报讯（通讯员 王 伟 胡 艳）不久前的一天下午，宁波

市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8名学生先后走进学校的心理辅导

教室，与等待他们的社工姐姐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

近日，由宁波市镇海区民政局、镇海区社会救助服务联合

体和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共同促成落地的社工驻校项目正

式启动。九龙湖中心学校成为镇海区首个邀请心理社工定期

驻校的小学。

当天值班的是来自镇海区助联体的向远菲，以及镇海区心

悦服务社的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李永杰。在与前来咨询的

学生交谈后，她们还分别与这些学生的班主任进行了交流，以

了解更多的信息，并一起探讨接下来如何对这几名学生进行持

续的心理辅导。

据了解，该项目服务周期为一年，旨在通过个体辅导和进

班团体辅导的方式，提升学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促成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有效情绪管理方法的习得。此外，每个月

还会不定时安排“教师心理减压”“家长与孩子之间正确的沟通

方式”等主题讲座。“希望通过心理社工定期提供的专业服务，

帮助教师、学生和家长拥有更加积极健康的心理，走向更加幸

福的人生。”九龙湖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吴路军表示。

3月 14日，仙居县双庙乡中心小学开展“走进自然，放飞
快乐”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春光中放飞风筝，感受户外运动的
快乐。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3月是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3月
15日，龙游华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邀请
当眼科医生的家长进校上近视防控课。图为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幼儿开展小小眼科医
生体验活动。

（本报通讯员 吕 萍 摄）

守护“睛”彩世界

温州全域打造“技能夜校”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尖 魏雯琦）近日，温州市举办“技能

夜校”启动暨“青鹿技能夜校”发布会活动。

据介绍，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充分结合劳动者就

业和能力提升需求，聚焦工作8小时外的时间，革新传统技能培

训模式，从化解工学矛盾入手，创新开辟“技能夜校”培训品牌。

本月上线的首批课程汇集了互联网营销师、短视频制作、

咖啡师、鞋类设计师等58个技能工种，涵盖数字类、生活服务

类、生产制造类等多个领域。

接下来，“技能夜校”将以点带面、贯通全市，构建“总校+分

校”的市县联动组织架构，以实现对温州各县（市、区）的全面覆

盖。在培训机构、职业院校的基础上，进一步盘活符合条件的

民生场所资源，将职业培训阵地延伸至党群服务中心、共富工

坊、零工市场等空间，绘制“技能培训地图”，配套建设“温州工

匠在线学堂”，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更加便捷，做到“街街有场地，

处处能培训，时时可培训”。

同时，温州市还将以“技能夜校”为主轴，推动“技能培训+

就业服务”“技能培训+职业交流”深度融合，通过夜校学习，辅

以求职匹配、就业帮扶、联谊交流等多项活动，帮助各类劳动

者，尤其是青年劳动者实现提技增收乐业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