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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童抒雯

6 月 7日，杭州市胜利山南小学

内，一年一度的“红领巾金牌讲解员”

评比活动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的绘

画展区有一幅葫芦花瓶图。葫芦的上

半部分画的是凤凰，下半部分画的是

龙，寓意着龙凤呈祥……”二（3）班学

生邵睿媛正声情并茂地讲解着面前的

作品，为了这次评选，她已经足足准备

了一个多月。

邵丹是此次评选活动的负责教

师。她回忆，自从学校发布了招募令，

报名的火爆程度出乎意料，“人数比往

年翻了一倍”。讲解员的角色之所以受

欢迎与学校打造“皇城根：优秀传统文

化山南学研基地”分不开。据了解，

2022年，学校与杭州市上城区政协文

史研究会、上城区教育局、南星街道和

辖区企业等多方联动，构建了以优秀传

统文化为核心的学习中心。“学生不仅

从中可以学到优秀传统文化，更能收获

文化自信心和成就感，综合素养也得到

进一步提高。”邵丹说道。

胜利山南小学的“双减”实践是杭

州市上城区坚持推行“行走学习”，实施

“走校·走馆·走社会”课后服务模式的

缩影。随着“双减”政策的深入推进，这

样的“行走学习”如今在上城区的校园

里随处可见。

“群星闪闪走读杭州”是杭州采荷

第三小学教育集团的金字招牌。从

2012年起，学校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

源，开设了“第三教育空间”，即让学生

走出教室，走进社会，融入自然。比

如，低段学生通过探究杭州地方风光

体验自然界的神奇；中段学生以探访

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为主，在活动中

增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高段

学生注重结合生活实际，提升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杭州市澎致小学与未来社区杨柳

郡共同开设了浙江省首个“儿童议事

厅”，在这里，儿童成为社区治理体系的

重要参与者。从每月定期开展的“家庭

日”活动到社区里的“垃圾清理百日坚”

的志愿者工作，从设计开发寒假作业到

营造社区里的宋韵氛围，“儿童议事厅”

通过家校社协同教育的方式，尽最大努

力地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

自“双减”以来，杭州市紫阳小学

的课后服务课程多了一门“自然笔

记”。教师会带领学生走进大自然，观

察身边各种动植物，寄居蟹、捕蝇草、

蝴蝶兰……对紫阳小学的学生来说，

校园就好似植物大观园。在这里，他

们既能与各种小型生物“亲密接触”，

见识到各类中草药，更有机会认识普

陀鹅耳枥、伞花木、珙桐等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凭着自身的地理优势，学

校还分别开设了生物多样性体验园、

昆虫园、百草园和珍稀植物园四大园

区。从今年开始，学校联合街道等多

方资源，结合二十四节气中的生物多

样性特色资源，推出了立春农耕、探

趣惊蛰、跟着诗经找野菜等一系列体

验活动，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沉浸式生

物多样性体验。

为了破解学位相对紧张的难题，

杭州市濮家小学主动对接街道社区，

将音乐和美术课搬进了社区的幸福邻

里坊，从而腾挪出更多教室满足新生

入学需求。目前，学校利用幸福邻里

坊的场地每周开展艺术、科技等学生

社团活动47节次，服务学生1500余

人次。此外，学校还与上城区少年宫

携手推出了艺术创想、乐动心声、模型

启智等14门课程。

上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深入推进上城区学习中心建设的实施

意见》发布以来，全区统整分散在各校

的学习资源，共建共享活动空间，丰富

学生校际互动的课后服务内容。此外，

上城区还发布了首批百家“星级博物

馆”，整合全区146家图书馆和博物馆，

编织校馆资源网，积极打造“15分钟行

走学习圈”，让学生行走于校际、场馆

间，让学习发生在活动之中。

杭州上城区：课后服务“行中学”

6月14日，德清县武康街道团委、
居仁社区联合德清县远望幼儿园春晖
园区举办父亲节亲子烹饪比赛。幼儿
与爸爸合作完成一道美食，共享亲子
幸福时光。

（本报通讯员 赵 宁 摄）

亲子秀厨艺

6月 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湖州市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开展“感谢你，献血者”主题教育活动，学
生们来到吴兴区朝阳街道爱心献血屋，向志愿者
送上绘画作品。

（本报通讯员 何伟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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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儿童主任”
护航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吕晓婷）“我在学校很开心，

交到了不少朋友。”日前，在永康市方岩镇一户居

民家中，小鹏高兴地和“儿童主任”程丰秋分享自

己的校园见闻。

小鹏原是一名留守儿童，2024年3月随父亲

来到永康。因长期缺少父母陪伴，小鹏的性格十

分内向，转学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很害怕与他人接

触，不愿上学。程丰秋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将小鹏列为重点关注对象，定期上门看望。同

时，为了改善小鹏与父亲之间的关系，程丰秋还推

荐小鹏的父亲上亲子教育辅导课，鼓励父子俩一

起参加社区活动。渐渐地，父子关系变得亲密了，

小鹏性格也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上学交朋友了。

像程丰秋这样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儿童主

任”，永康市共有425名，他们是关爱保护儿童成长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永康市民政局不断探索工

作模式、汇聚各方力量，健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关爱保护机制，持续推进市、镇（街道）、村（社区）

三级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夯实儿童福利和未

成年人保护的根基。截至目前，永康市已建立市

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1家、乡镇级未成年人保护站

14家，建成“1+14+N”多元关爱保护机制，组建镇

（街道）儿童督导员、村（社区）“儿童主任”、村志愿

者联动服务的护童队伍，参与者5000余人。

衢州：
“三衢妈妈”开展爱心结对

本报讯（通讯员 叶晓倩 罗晓彧）近日，由

衢州市妇女联合会牵头，衢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衢

州市教育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三衢妈妈”结对关

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三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开化

举行。

活动现场，有关部门详细介绍了三年行动的实

施方案，并为7名“三衢妈妈”志愿服务团团长举行

授旗仪式。根据方案，“三衢妈妈”将通过入户走

访、电话随访等多种方式，为生活、学习上需要关爱

的留守儿童，生活、学习上需要物资帮扶的困境儿

童，身心健康、权利保护需要关注的特殊儿童提供

多个层面的关爱行动。市本级将从文体兴趣培养、

学习环境改善等方面，分类实施“爱随羽动”运动器

材捐赠、“微书房”“星星点灯，护佑心灵”青少年儿

童心理健康公益项目等8个项目，各县（市、区）也

将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各类关爱服务工作。

据了解，“三衢妈妈”巾帼志愿服务联盟成立于

2023年，如今已有3871名“三衢妈妈”、126支爱心

服务队，志愿者们来自学校、社会组织、机关单位、

企业团体等社会各界。

（上接第1版）
为引导更多家庭参与科学教育，今

年3月，柯灵小学还在全校范围内推出

家庭实验室活动，倡导“将实验室建到

家庭”，鼓励家长为孩子提供参与科学

探究的机会，指导学生就地取材、因地

制宜在家里开展科学实验，并以此培养

学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科学思维和实

践能力。截至目前，已建成家庭实验室

100余个。

此外，每年5月，柯灵小学会举办

科学嘉年华活动，邀请学生及家长参

加。活动内容包括科学实验演示、科学

游戏、科学互动体验等，以引导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培养

对科学的兴趣。每年11月，学校还会

举办为期1个月的科技节。科技节期

间，学校会组织开展科技竞赛、科普讲

座、科普知识竞赛、科技研学等一系列

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同时，邀请科

技企业、科研机构进校园，展示最新的

科技成果和技术应用。

学校还为每个班级设立了科技角，

并购置了一些科技器材和实验材料，引

导学生在课余时间自主开展小型的科

技项目或实验，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今年以来，我们围绕

‘观察小动物’‘水培植物’‘蚕宝宝的一

生’等主题，以项目化学习的形式开展

了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经历观

察、实验等学习过程，并通过实物作品、

观察日记、思维导图等记录、展示。”柯

灵小学科技副校长吴张荣说。

强师资、提硬件
在条件保障上做好“加法”

“左右平，俯仰平，要像跳新疆舞一

样扔飞机，一、二、三……”不久前，绍兴

科技馆科学辅导员刘剑锋走进柯灵小

学，给该校航模社团的20余名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航模体验课。“刘老师上

课幽默风趣，在玩的过程中，就能学到

很多知识。”学生王依杨兴奋地说。

目前，在柯灵小学，像刘剑锋这样

的校外科学辅导员共有30人。科学教

育做“加法”，师资怎么办？这是大多数

学校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科学课程资

源、实践活动丰富后，师资捉襟见肘问题

更加突出。为此，柯灵小学一方面积极

盘活校内科学师资，定期组织科学教师

参加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培训，帮助他

们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学方法，切实提

升科学素养和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大力

引进校外师资，专门聘请具有专业知识

和实践经验的校外科学辅导员，协助学

校开展科学实践活动、科技创新竞赛等。

同时，该校还探索实施了全员科学

教师模式，引导非科学教师参与到科学

拓展课和科学实践活动的组织工作中，

并定期开展一系列专项培训。目前，该

校已打造了一支由科学教师为主、非科

学教师为辅、校外科学和信息技术辅导

员为补充的科学教育师资队伍。

为更好地保障科学教育的实施质

量，柯灵小学持续改善科学教育硬件设

施，相继在校内建成了“紫精灵”创新实

验室、“9号”人工智能新型教学空间等

17个类别的科学教育场域，并配置先

进的科技设备和工具，如3D打印机、机

器人、传感器等，供学生进行科技创新

实验和项目。

有课程、有活动、有师资、有场域……

多年的办学实践让柯灵小学学生的科

学素养和创新实践能力有了明显提

升。近5年来，该校学生参加各级各类

科技竞赛获奖700余人次，其中国家级

获奖60人次、省级获奖288人次。同

时，学校的科学教育也得到了全社会的

广泛认可，并先后收获了全国青少年人

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浙江省STEM

教育与项目化学习试点学校、浙江省教

育机器人应用示范校等20余项荣誉。

今年，该校还入选了全国首批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校。

本报讯（通讯员 刘萌鸣 颜 语）
日前，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

城关小学举行了大队主题活动，学校

“金舞飞扬”舞蹈团进行了首演。这个

学生舞蹈团的成立，离不开宁波支教

教师张银萍的努力和指导。

4月，宁波市镇海区炼化小学教师

张银萍和其他8名支教帮扶队员一起

来到金阳县，开展为期一年的东西部

协作支教工作。

一次音乐课上，舞蹈专业毕业的

张银萍提了一句“可以利用课余时间

教大家舞蹈”，几天后有4个学生走进

办公室，向她求教。张银萍就带着这

些学生简单学了几个动作。随着教学

的深入，她发现，彝族孩子天生能歌善

舞，音乐和舞蹈天分很高，如果能组建

一个团队，开展系统训练，排练出几个

拿手节目，对学生成长和学校特色发

展都有好处。

于是，张银萍在全校开展选拔。

很快就有24个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

加入到这个刚刚诞生的“金舞飞扬”舞

蹈团中来。

舞蹈团成立后，每天下午两点，

张银萍都会准时出现在舞蹈教室。

24个学生舞蹈基础参差不齐，张银萍

分别为他们制订详细的训练计划。

压腿、踢腿、拉升……从一个个基本

动作教起，从最简单的一招一式练

起。“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的。”这是

张银萍在社团活动时跟学生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此外，为了鼓励学生好

好练，学校还为他们准备了舞蹈鞋。

第一次穿上专业的舞鞋，学生们都很

激动，练习的劲头更足了。

舞蹈团工作走上正轨了，张银萍

又忙不迭地为学生寻找演出平台。机

会来了，县里要举行大队主题活动。

跳什么内容好呢？张银萍和学生们集

思广益，很快有了主意：“就跳我们自

己的故事吧。”由此诞生了这个名为

《希望》的舞蹈节目。舞蹈展现了大山

里的孩子们的梦想，节目将每个人的

梦想比作飞机，希望大山里的孩子能

够像飞机一样走出大山，飞向更高更

远的地方。“舞蹈就像是我灵魂的羽

翼，带我飞向梦想的天空……”台下的

其他教师和学生也被感动了，大家跟

着音乐声一起舞动起来。

“张老师，谢谢你教我们跳舞。

我现在整个人都变得自信了。”“张老

师，我想通过学习舞蹈，走出家乡，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结束首演的

学生们围在张银萍的身边，嘴里有说

不完的话。

让孩子们的舞蹈梦“金舞飞扬”
宁波帮扶教师在四川大山深处成立舞蹈团

台州椒江区
开发“垦荒精神第一课”

本报讯（通讯员 杨成龙）近日，在台州市椒江

区第二中学第70期少年团结业典礼上，118名新

团员聆听了台州大陈岛垦荒精神教育中心讲师姜

雪芳宣讲的“垦荒精神入团第一课”。

“垦荒精神第一课”系列课程，是由椒江区委

组织部牵头建立的精品思政课程库。该课程库围

绕大陈岛垦荒精神的人文历史和时代价值等方

面，开发了“牢记政治嘱托，传承垦荒精神”6门专

题课程，并按培训群体个性化需求，分层次、分类

别编写教材，制作完成15分钟系列微党课，全方

位构建“长课+短课”“线上+线下”点单派单式课

程体系，推动大陈岛垦荒精神课程走“新”走“心”

双提升。

“接下来，我们将把大陈岛垦荒精神课程纳入

学生入队、青年入团、积极分子入党培训，公务员

初任、事业单位职员和国企职工入职等干部教育

培训必修课程，并通过微课开讲，分层分批持续推

广，推动课程进学校、进机关、进街道、进企业、进

村社，让垦荒精神入脑入心、外化于行。”椒江区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