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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双减双减双减双减””””3333 周年回头看周年回头看周年回头看周年回头看
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 李 平

课后服务时间到了。在绍兴市

上虞区崧厦街道夏丏尊小学的文心

艺术馆内，越剧社团的孩子们在音

乐教师黄美华的带领下，有模有样

地表演起了越剧《碧玉簪·送凤冠》，

清越的唱腔穿透校园，孩子们则沉

醉其中。“自从‘双减’以来，学校开

出的特色音乐社团成了香饽饽，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校长李烨挺说。

一场越剧表演、一首童谣、一把

青笛，就能激发乡村孩子对音乐的热

情，也成为“双减”背景下值得研究的

课题。3年来，上虞区以乡土音乐教

育为切入点，推动中小学生美育和全

面发展，通过音乐帮助学生在课余时

间释放压力，提高审美能力。

以“音”育人，教材先行。审报课

题立项时，绍兴市上虞区教师发展中

心就着手编写教材《上虞乡土音乐读

本》。教材系统地收集了近代为主、

流传于上虞各地的童谣和民歌等，包

括地方童谣24首、民间小调16首、

本土歌曲8首、青笛曲4首。

“双减”政策落地3年来，该区

尝试通过在区域内部分试点学校开

展教学实践探究，组织丰富多彩的

乡土音乐教学活动，传承上虞乡土

文化，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提升学生

的民族音乐素养。如今，乡土音乐

已融入该区各中小学校园，成为一

门拓展性课程。音乐教研员童波介

绍，该区在区域范围内建立起乡镇

学校之间、城乡学校之间的“手拉

手”相互学习交流和帮扶机制，开展

城乡中小学乡土音乐主题演出实践

活动等，以“乡土音乐进课堂”为载

体赋能“双减”。

“依托丰富多彩的社团，孩子们

可以近距离接受专家、民间艺人的

指导，这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音乐潜

能，纷纷投入到童谣创编、舞蹈创编

的活动中。”上虞区春晖外国语学校

副校长许英说，自从增加了乡土音

乐元素，该校的春外有声小舞台就

有了更多的创意。

夏丏尊小学现有在校学生945

人，其中新居民子女占比超60%。

借着“乡土音乐进课堂”的东风，3名

音乐教师干劲很足。该校作为“地

方童谣”板块的试点学校，积极开发

童谣童趣拓展性课程，利用音乐课、

社团课、课后服务等时段有计划地

开展唱童谣、绘童谣、玩童谣、编童

谣等艺术实践活动。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的15

名音乐教师纷纷发挥自身所长，在

音乐课上融入采茶舞曲、马更调、送

郎歌、莲花落等民间小调。该校“丫

丫”戏社根据越剧《我家有个小九

妹》创编的剧目《越韵传承 又见小

九妹》，不仅在上虞区、绍兴市崭露

头角，最近还获评浙江省“小银桂”

称号，并选送到全国参评。

“不知不觉间，奶奶会念的童谣、

爷爷会哼的小调、妈妈会唱的歌儿都

在慢慢遗失，通过给学生上‘年糕歌’

这堂课，我仿佛打捞起了那些本土文

化碎片。这样充满乡情乡音的课堂，

让孩子们觉得特别亲切。”绍兴市上

虞区实验小学音乐教师王丽莉说。

绍兴上虞区：

乡土音乐点亮乡村孩子的课后时光

本报讯（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孙秀琴）5月 22日14：30，完成校

内教学任务的衢州市柯城区润智

学校教师吴晨晨急忙驱车赶往今

天的巡回指导学校，学生淘淘

（化名）在等着她。经过一段时

间的注意力训练，淘淘的状态有

所好转。

为了更好地帮助特殊学生，

2017年，柯城区成立了特殊教育指

导中心。但是在一次次随班就读

工作督查中，中心工作人员发现，

在普校中除了持证的特殊学生，还

有一部分非持证但有特殊需求的

学生。他们无法在课堂上保持安

静，跟不上学习进度，也不能与同

学和谐相处。教师和家长都很着

急，但又无计可施。

“这就是开展巡回指导的意

义。”该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

润智学校校长柴建忠介绍，2021年，

柯城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委托润

智学校，对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和

资源教师提供咨询和指导，帮助特

殊学生尽可能回归正常教学。润

智学校教师吴晨晨主动请缨，成为

巡回指导队伍中的第一人。

作为特教教师，虽然在上岗前

已对巡回指导工作做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但实际工作时，吴晨晨还

是觉得挑战很大。仅学生筛查一

项工作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不仅要随班听课、课堂观察、

详细记录，课后录音听取、资料整

理、行为评估，还要与家长及班主

任开展大量的沟通和交流，并指导

家长带孩子到相关机构进行医学

评估与鉴定，这一整套下来筛查一

个学生就需要好几天时间。经过

摸底，全区特殊学生的底账明晰

了：目前全区普通学校持残疾证的

随班就读特殊学生有188名，非持

证特殊学生近200名。

明确指导对象后，接下来就要

帮助他们融入班级，回归正常学

习。但是因为很多特殊学生内心

非常敏感脆弱，之前又与部分同学

发生过不愉快，要让他们积极主动

地接受训练可不容易。经过一段

时间的摸索，吴晨晨有了自己的

破题之法。多动症患者彤彤（化

名）因为课堂表现不佳被同学嘲

笑，之后就拒绝上学。为了鼓励

他接受训练、早日回归课堂，吴晨

晨劝说道：“你的脑子是一辆酷酷

的跑车，比大家都跑得快，但刹车

功能还需要练习，遇到危险需要

经常刹车，才能避免撞到东西，也

避免伤害自己呀。”经过耐心沟通

和专业训练，彤彤逐步学会控制情

绪和行为，能遵守课堂秩序，学习

成绩也跟上来了。

一点点完善评估，一遍遍修改

干预方案，一次次安抚情绪……在

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的安排下，吴

晨晨每周三、周五走进各普通小学

开展巡回指导工作，她经常要待到

晚上才离开，因此被普校的同行们

称为“特种兵”。为了让学生更好

更快地回到正常学习状态，她还自

费学习了心理学、儿童问题行为评

估、脑电生物反馈认知训练、教育

康复技术等专业知识。

据了解，2021 年至今，柯城

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已开展巡回

指导 400 余次，直接干预特殊学

生45名，做到一人一档一册一方

案，精准施策、确保实效。中心后

续规划设立区域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增加巡回指导力量，开展片区

巡回指导，培养更多资源教师来

帮助特殊学生，推动医、家、校、社

配合联动，让每个学生能够健康

快乐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李伟民）近

日，项目总投资近 10 亿元、坐落

于海宁鹃湖国际科技城的浙江大

学国际校区科技园动工建设。鹃

湖国际科技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科技城结合海宁本地产业的发展

方向以及浙大海宁国际校区的专

业优势，明确发展泛半导体、生命

健康和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

业，区域内已汇集研发中心 24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家、省工程

研究中心3家，更有170余家企业

集聚在校区旁。

校依城而建，城因校而兴。围

绕浙大优势学科，海宁规划布局产

业体系，催生、做强新兴产业。环

浙大海宁国际校区、鹃湖国际科技

城，鹃湖科技创新园、电子信息创

新园和生命健康创新园等产业园

区应运而生。

2023年，鹃湖国际科技城“鹃

湖梦想·第一桶金”培育计划启

动，浙大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张

杰团队拿下一等奖。50万元的创

业启动资金、免费的创业场地，还

有海宁在技术、金融、市场等方面

的丰富资源，张杰选择把公司安

在了与校区一墙之隔的鹃湖国际

科技城内。“我们的核心团队由来

自浙大和爱丁堡大学的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生物医学、机械加

工等不同学科方向的硕博创新性

人才组成。”张杰表示，希望能够

通过技术创新攻关解决临床骨科

难点问题。

浓郁的科创氛围引得科创企

业和高端人才纷至沓来。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科技成果转

化公司中科睿极（深圳）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人机交互、人工智

能芯片等开发业务的海宁奕斯伟

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全球检测行业

龙头天祥集团的国际认证检测中

心……一批高能级人才平台载体

纷纷汇聚于此，一批专精特新企业

在此落地生根。

“浙大与海宁市自2013年共

建国际校区以来，在合作办学、人

才交流、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战

略咨询、区域服务等方面亮点纷

呈，创造了‘教科人产城’一体化

发展的校地协同发展模式，走出

了一条以大学国际化促进城市国

际化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浙

大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党委常务副书记、副院长屈利娟

介绍，浙大海宁国际合作教育样

板区“教科人产城”一体化发展模

式获 2023 年度浙江省改革突破

奖银奖。

校地“联姻” 筑巢引凤
海宁依托浙大国际校区做强新兴产业

衢州柯城区：“巡回指导”精准帮扶特殊学生

留学生学直播

5月 27日，台州学院 7名乌兹别克斯
坦籍学生来到“童鞋之乡”温岭市城北街道
的制鞋企业学习直播带货知识。他们表
示，毕业后将从事电商工作，把中国好产品
推销到故乡。
（本报通讯员 周学军 梁伟伟 摄）

绍兴在中小学校设学生心理委员

本报讯（通讯员 余 真）5月27日，绍兴市发出进一步规范

设立中小学心理委员（课代表）的通知，旨在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助

与互助能力，早期识别与干预有心理咨询需求的学生。

按照要求，该市将在小学四年级及以上班级，每班配备两名

（男生、女生各1名）心理委员或课代表，鼓励寄宿制学校设置宿

舍心理委员，柔性开展“一对一”朋辈交流，及时掌握和报告学生

的异常心理信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班主任要严格把关心

理委员（课代表）的选拔工作，落实管理、培训和考核评优工作，每

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委员（课代表）培训，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心

理委员（课代表）会议。

为了加强心理委员的专业化建设，接下来，该市还将定期组

织心理委员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加强心理教师对心理委员的

个别指导，建立心理委员交流平台，并拍摄心理委员主题心理剧、

开设心理委员队伍建设全市研讨会和开放心理委员心理研学游

学习项目。

平湖：
跨省共享劳动研学实践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邹红艳）日前，2024年上海金山—平湖中

小学生劳动教育技能大赛在上海市金山区举行，两地学生走进田

间地头，在实践中体验和感知劳动的乐趣。

据悉，此次比赛是平湖市与金山区共享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推进两地学生加强劳动教育、强化劳动观念的一次

实践。2020年，平湖市与金山区建立教学研究、研学实践等方

面的资源共享机制，积极探索两地劳动教育合作模式。金山区

陆续向平湖市提供了“看新农村振兴，研新生态文明”“走茶园，

学茶事”等一系列研学实践教育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平湖市劳

动教育的空间。

接下来，平湖市与金山区将继续通过共同举行中小学生劳动

教育宣传周、两地学生暑期研学活动、两地劳动教育基地教师教

学技能比赛等，打造教育资源共享“朋友圈”，进一步提升平湖市

中小学生研学（劳动）实践教育质量。

东阳：
为随迁子女定制公交专线

本报讯（通讯员 陆 欣 韦敏航）清晨6点多，东阳“求知专

线”3号线从东阳市城乡公交服务总站缓缓发出，它的目的地是

全市规模最大的随迁子女学校——春蕾学校，专线沿途经过8个

站点，全程30公里，负责接送48名学生上下学。

这不是当地唯一的“求知专线”。每天清晨和下午，东阳市有

17条特殊的公交专线穿行在城乡之间，服务一群特殊的乘客——

随迁子女。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因为父母工作忙碌、居住地点偏

远，上下学接送成了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阳市政府协调多个部门联手推出了“求

知专线”公交服务。服务根据学生的家庭住址设定站点，综合考虑

上课时间、路程长短确定发车时间，由学校教师全程维持秩序。目

前，专线的服务范围覆盖了春蕾学校、爱心学校等5所小学。

据悉，由于随迁子女学校学生的流动性较大，东阳市教育局、

交通运输局、公安局每学期伊始都会联合召开协调会，及时对公

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价格方面，我们从市场运营、安全管理等

方面通盘考虑。”东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确保学生

们坐上既经济又安全的公交专线。

杭州余杭区
组建乡村教育共研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王 岚 宋 婷）日前，杭州市余杭区乡村

教育共研联盟的专家们走进百丈镇中心小学，开展“家门口的好

教研”活动。

位于余杭西部四镇的学校远离中心城区、规模小，学科教学

常常是“单兵作战”，面临“有教无研”的困境。5月初，余杭区教

育局面向西部四镇的10所学校和舟枕小学、良渚第三小学2所

小规模学校，组建共研联盟。

据了解，共研联盟以“家门口的好教研”为载体，构建区域助

力乡村教育振兴的“下沉式服务”模式。共研联盟对师资、课程

资源等进行整合，以教研为抓手，帮助12所学校制订个性化发展

方案。例如，在师资整合方面，余杭区教育发展研究学院组织全

区教研员、“优研”名师专家库成员定期到联盟学校开展送教上

门、科研专项指导等教研服务。

余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依托共研联盟，余杭区

将开展乡村好课评比、乡土文化传承校本实践等一系列活动，助

推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

近日，温岭市青少年宫联合城南镇第三小学90多名学
生在麦田里举办劳动成长礼活动。学生们体验割麦、搬运、
脱粒、扬麦、研磨等劳作过程。图为温岭市少先队终身总辅
导员俞明德正在指导学生割麦子。

（本报通讯员 张 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