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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刘桐青

脚下盘着足球假装直线奔跑，在身体

向左倾时顺势将脚下足球拨到右侧完成

过人……日前，在温岭市泽国镇第四中学

举办的足球大单元设计研讨活动上，体育

教师郭蓉蓉正在展示自己精心设计的“左

晃右拨”技术动作。“现在体育教师的区域性

研讨活动越来越多，在与专家们的交流中，

我的专项技能不断得到提升。”郭蓉蓉说。

近年来，国家对中小学体育活动开展

的要求不断提高，对体育教师的专业素

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年初，教

育部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措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加大体育教师培养力度，提升

素质能力。

那么，该如何进一步培优提质，强化

体育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近日，记者走

访了多所中小学校，寻找答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好“增量”
体育专业师范生是学校体育教师的重

要来源之一。在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

科学学院副院长关志逊看来，高校要把好

入口关，让体育专业师范生在校期间就掌

握丰富的技能，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

为了培养体育专业复合型创新人才，

浙师大以“体育+微专业”、双学位和专项

训练队3条培养路径为抓手，分层分类培

养人才。

“这种复合型的培养模式对我未来的

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浙师大体育学院师

范生姚玲玲告诉记者。她选择了“排球+

游泳”的专业组合，在提升自己的排球专

业技能的同时，还学习“体育运动学”“体

育心理学”“运动康复”等多门课程，以及

“汉语言文学+体育教育”跨学科课程。得

益于学校完备的培养模式，即将毕业读研

究生的姚玲玲已掌握丰富的排球专业技

能，考取了网球二级运动员、游泳中级指

导员、初级救生员等证书。

如今，数智技术与体育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体育专业师范生也应具备应对技术

变化的能力。为此，浙师大专门研制了数

智体育教育课，将AI与专业建设相结合，

开发了“体育健康教育”“运动生物力学”2

门“AI+课程”的示范课，让学生理解和掌

握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优化体

育教学、运动训练及健康管理。

杭州师范大学则实施了“三协同六融

合”全领域卓越体育教师培养模式改革

工程、“二二三四”全链条实践教学工程

等人才培养工程，提升体育专业师范生

的教学能力和专业运动技能。例如“二

二三四”全链条实践教学工程，学生需参

加专业运动技能达标与教学技能达标的

“双技能达标活动”，并进行三段式教育实

习活动，即大二、大三各1周，大四10周，

以及4年不间断社会实践，实现其知识向

能力的转化。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做优“存量”
“培优体育教师，重‘增量’，更要重

‘存量’。我们要进一步提升现有体育教

师的专业素养。”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学体育教

师的专业素养主要体现在专业运动技能

和教研能力两个方面。

杭州市拱墅区举办了专门面向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基本功比赛。比赛内

容包括集体项目（广播操、武术操、队列队

形）、个人项目（篮球、排球、足球、武术、技

巧）、理论考试、教学设计和模拟上课4个

环节。“通过体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能

够让体育教师发现自身的不足，有针对性

地提升自己的专项运动技能。”杭州市安

吉路教育集团新天地实验学校初中部体

育教师厉亮亮说。

湖州市练市镇练市小学则针对全体

教师分类进行技能培训。学校邀请专业

教练员训练体育教师的专项技能，开办了

篮球、足球专项训练营。同时，通过“金牌

教练入校园”项目，邀请西班牙籍篮球教

练指导学校篮球团队建设，并聘请了6位

专业教练对学校篮球、足球、啦啦操等多

项运动开展周期性培训。

优秀的体育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出众

的运动技能，还需在教研上下功夫。台州

市为提高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学科教研组

组长的教研组建设能力，举办了教研组组

长能力提升研讨活动，帮助体育教师找准

课题研究方向，提升教学教法；长兴县组

织开展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提升90

学分培训，提升体育教师课题申报、论文

撰写能力。

除了区域开展集中培训，各中小学也

组织开展各类校本教研活动，帮助体育教

师实现专业成长。长兴县吕山乡中学不定

期邀请县体育教研员等专家进校作讲座，

组织体育教师开展课题研究。绍兴市柯桥

区夏履镇中心小学根据学校规模较小、教

研团队薄弱、年轻体育教师缺乏经验的现

状，创立了“名师一课时”研修品牌，组建了

以3位市级名师为核心的导师团队，打造

了“1+N”研修模式，推动学习共同体课堂

生态建设。目前，学校在区级竞赛一等奖

的获奖人次占比已从趋近于零攀升至

39%，培养出了2名市学科带头人、2名区

教坛新秀，获得了2个省优质课一等奖。

培好“增量” 做优“存量”
——浙江深化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纪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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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通讯员 郭凯琳

每天上午8：00，3辆“云仔专线”大巴

车准时停靠在杭州市紫云实验学校门

口。从车上下来的除了该校学生，还有陪

同他们的家长。目送孩子进入校园后，家

长们又重新乘坐大巴车返回小区。下午

放学时段，大巴车再次准时出现在小区门

口接上家长，前往学校接孩子。

这条“云仔专线”正是杭州市滨江区

为紫云实验学校的特殊学生专门定制的

班车线路，每天上学、放学4个班次，既接

学生也送家长。

作为滨江区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紫

云实验学校于去年9月开始招生。和其他

学校不同，该校学生来自滨江各个街道，

家庭住址相对分散。学校附近的基础建

设还不完善，最近的公交站点和地铁站距

离学校两公里左右，且一些特殊学生在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面对陌生人容易情绪

失控。因此，这条“特殊”的上学路变得更

加不易。

滨江区在这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

验。早在2018年，杭州公交集团根据家

校需求定制的第一条公交专线就在滨江

区试运营。此后，滨江区又开通了以“硬

件标识+志愿者护学+数字云守护”为保障

措施的“通学路”，护航学生上下学安全。

这一次，滨江区决定把步子迈得更大

一些：为特殊学生定制从家门口到校门口

“一车直达”的专线。“教育创新要把资源

投向最需要关爱的角落。我们要以智慧

化赋能服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量

身定制的呵护。”滨江区教育局党委副书

记章继钢说。

经过前期调研，紫云实验学校搜集了学

生的家庭详细住址和方便上车的点位位置，

并依托公共出行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

学生出行热力区域并进行实地路测后，最终

确定了3条“云仔专线”，共计28个站点，停

靠站点基本都是特殊学生家庭居住的小区

门口，总里程最长18.8公里。同时，考虑到

家长要陪同上下学，3辆专车并没有选择

运营成本较低的公交车，而是选择了44座

的大巴车，确保一人一座且配备安全带。

5月16日，“云仔专线”正式启用。家

长在手机上可实时查询班车路线、停靠站

点、车辆位置，提高等车效率。每个学生

还配备了接送卡，上车刷卡后，信息会同

步到家长手机中，家长能够实时关注孩子

的动态。即使之后有学生尝试独立乘车，

家长也无须担心。

目前，已有39个家庭报名乘坐“云仔

专线”，占紫云实验学校学生总数的60%

左右。同时，滨江区为“云仔专线”建立了

专项费用补贴机制，持残疾证的学生可免

费乘车，其余未持证的特殊学生家庭则可

按户购买10元/天的车票。

家长戴女士告诉记者，以前送孙子上

下学以电瓶车为主，要花20多分钟，年纪

大了确实不安全，“现在有了‘云仔专线’，

不仅上下学时间变短了，还可以多跟孙子

和其他家长聊聊天，真好！”更让她感到欣

慰的是，在乘坐专线的过程中，患有孤独

症的孙子每天都在锻炼自理能力，还会主

动跟车上的同龄人交流。

记者注意到，“云仔专线”还有许多暖

心的特殊之处——由于部分特殊学生对

于味道比较敏感，大巴车全部选用使用时

间在3年内的车辆，且注重日常卫生维护；

专门挑选比较有耐心且驾龄较长的司机，

学校还为他们专设休息室；学校为学生设

计了名牌，以便让司机尽快认识他们，给

予学生安全感。

“把学生和家长的‘需求点’变成‘幸

福点’，这是真正的民生工程。”校长葛镔

镔表示，随着今年招生的进一步扩大，未

来会有更多的“云仔专线”为更多学生提

供定制化服务。

每天4个班次既接学生也送家长

杭州滨江区暖心专线畅通“特殊”上学路

日前，温州大学音乐学院举办2021级舞蹈教育
专业毕业汇报表演。学生们把思政元素融入舞台创
作，给观众带来了一堂有“艺”思的思政课。据悉，近
年来温大积极构建艺术思政融合教育体系，以艺术
之美浸润时代新人。图为表演现场。

（本报通讯员 吴梦柔 摄）

有“艺”思的思政课

宁波海曙区推出大学生
“拓岗访企”研学线路

本报讯（通讯员 沈天舟 葛俏超）日
前，一场“拓岗访企”研学在宁波市海曙区甬

水桥科创中心举行。与文旅类研学不同，此

次活动的主角是在甬高校大学生，目的地则

为重点企业及园区。

为了更好地吸引高校学生留甬就业，海

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全市在校

大学生推出10余条“拓岗访企”研学线路。

线路根据科创、生物医药、材料化工等不同

产业领域划分，串联起50余家区域重点企

业及产业平台。大学生可根据专业方向选

择研学线路，实现产教资源的精准匹配。“活

动频次高、参与人员多、所访企业质量和数

量双高，是我们‘拓岗访企’研学活动的一大

亮点。”海曙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

当下正热的研学模式赋能“拓岗访企”，能为

在甬高校大学生搭建职业认知桥梁和了解

产业渠道。

这种双向赋能的模式得到了学生、企业

的积极反馈。宁波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学生李杰参加了此次“拓岗访企”研学

活动。在走访多家企业、了解各类就业政策

后，他表示，传统的企业宣讲会、招聘会主要

是和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交流，“拓岗访企”

研学则有机会和业务部门人员直接对话，能

够全面了解用人单位在技术应用、成果转化

等方面的需求。“和学生面对面交谈，有效实

现了供需两端诉求的精准匹配。”浙江人形

机器人创新中心技术总监许学成说。

据悉，海曙区此次推出的研学线路还

创新融入文化体验模块，设置了“罗小巴”

游六门、参观天一阁、畅游梁祝文化公园等

文旅活动，全方位展现宁波历史文化与城

市活力。

义乌：专项职业能力
考试“出海”

本报讯（通讯员 杜羽丰 何贤君）近
日，在摩洛哥奥米尼亚商业技术学院，6名摩

洛哥当地学员完成了由义乌设立的跨境电

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这是义乌“技能

出海”行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国内首次

把专项职业技能考核搬到国外，按“中国标

准”培养国际技能人才。

2024年5月，义乌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局就着手制定跨境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

力考核规范，并于今年4月顺利开发完成相

关题库。在统筹国内考核需求的同时，义乌

将目光瞄向国外。

近年来，义乌与摩洛哥间的经贸往来

日益频繁，摩洛哥与义乌贸易总额位列非

洲国家前十。2023年11月，义乌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在摩洛哥设立首个海外分校——

摩洛哥义乌商学院，面向摩洛哥学生开设

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大数据技术等

特色专业。

立足当地学生对跨境电商直播技能提

升的需求，义乌市人社局与义乌工商职院合

作，委托摩洛哥义乌商学院教师对当地学生

开展跨境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培

训内容主要涉及开播准备、卖点提炼、脚本

撰写、直播开卖、数据复盘等技能，并由奥米

尼亚商业技术学院对6名学员开展理论考

核和直播实操考试。根据考核结果，义乌市

人社局将为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我国首批

跨境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近年来，义乌集中开发了国际商贸AI

应用、跨境电商采购、国际商贸AI美工、跨

境（出口）电商运营等商贸领域系列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项目，形成商贸领域全链条标准

化技能提升体系。义乌市人社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国成介绍，义乌将在试点的基础上，

向更多国家推广该做法，培养更多“买全球”

“卖全球”的国际技能人才。

日前，缙云县启动中小学身心健康活动
节。当天，开展了体育心育团辅、心灵集市、
生命绘本课程、科技大篷车等活动，让学生
们在玩乐中释放压力。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田 建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单露娟）“太棒了，

这里有好多我感兴趣的书籍。”近日，仙

居县图书馆的流动图书车装载着3000

册书籍驶入仙居县田市镇中心小学，学

生纷纷登上流动图书车挑选起自己喜爱

的读物。

仙居县图书馆自今年3月起启动“文

化下乡·书香校园行”全民阅读活动，通

过“流动图书车+校园书屋”馆校联动的

模式，将精心挑选的图书送到各乡村学

校。为匹配不同年级段学生的认知特点

与阅读兴趣，满足多样化的阅读需求，流

动图书车上装载的书籍包括科普、文学、

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启用流动图书

车，目的就是让乡村孩子同步享受到优

质的文化滋养。”仙居县图书馆馆长石美

兰说。

截至目前，流动图书车已为仙居县13

所乡村小学配送图书2.35万册，惠及数千

名师生。此外，为了保持校园书屋阅读资

源常新，仙居县图书馆和基层学校建立了

每学期更换一次图书的常态化服务机制，

并持续推进数字资源共享、联合策划阅读

活动，让书香文化在乡村生根。

仙居：流动图书车“开”进山区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