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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童抒雯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每到周末，

杭州市拱墅区的“萤火学苑”课程都会

准时开课。“一个学期上下来，孩子的变

化真的挺明显的，特别是社交方面，以

前孩子不爱和人交流，现在与外界沟通

的意愿增强了，进步特别大。”通过“萤

火学苑”课程的学习，家长黄先生明显

感觉到孩子成长了不少，直言下学期还

会让孩子报名参加。

“萤火学苑”课程是拱墅区于今年

3月推出的一项普惠融合教育项目。项

目通过设立融合教育专项教学点，为区

内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中小学生和幼儿

（简称特需学生）免费提供专项课程。

这样的探索，在全省尚属首次。

随着春季学期的结束，学生收获了

哪些成长？家长反馈如何？近日，拱墅

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常务副主任郤玲

亚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新鲜出炉的“成绩

单”：家长满意率达98%，有92.5%的家

长对孩子的进步情况、课程设置、师资

配置、教学方法等多方面表达了肯定，

有86%的家长明确表示“希望‘萤火学

苑’能继续办下去”。

“在我看来，开办‘萤火学苑’的意

义在于让更多特需学生被社会看见，让

更多特需家庭的需求被听见。”郤玲亚

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作为一名深耕特殊

教育35年的“老特教”，她道出了推出

“萤火学苑”课程背后的用心。

融合教育是指通过不同程度的

教育设计与调整，使有特殊教育需求

的学生进入普通学校学习和成长。

目前，拱墅区有特需学生1032名，其

中约有 70%的学生已在普通中小学

校、幼儿园随班就读。“想让特需学生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真正融入集体，需

要更多个性化教育资源的支持。”郤玲

亚说。

当下，普通中小学因教师的特殊教

育服务能力、资源教室硬件条件存在差

异等，难以提供针对性的支持服务。此

外，校外机构高昂的训练费用又使得大

部分弱势群体家庭望而却步。面对现

实困境，“萤火学苑”课程应运而生，有

效破解了这一难题。

“课堂上，特教教师会反复模拟上

课时的真实情境，这样的学习体验正是

我们需要的。”李女士的孩子小君（化

名）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这类孩子接

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会弱一些，面对新

环境和新事物，需要重复训练。每次上

课，李女士都会站在教室门口偷偷观察

小君的表现。一次，她看见小君上课时

竟然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对他来说，主

动举手这件事并不容易”。

专业的课程和个性化的服务是融

合课程发挥实效的关键。为此，拱墅

区特殊教育专家团队精心设计课程，

从课程内容到资源整合，层层把关，力

求科学有效。比如，按照特需学生的

不同年龄阶段设计课程体系，在征集

学校教师课程实施建议的基础上，设

计丰富且贴合实际教学场景的课程内

容，确保课程目标合理、内容准确、方

法可行。每次课程结束后，家长们还

会收到一张根据自家孩子课堂表现情

况定制的反馈表。

与此同时，为了让这一项目能最

大限度地覆盖全区特需学生，拱墅区

在区内18个街道均设了融合教育专

项教学点，特需学生可就近选择任一

教学点就读。杭州市半山实验小学是

融合教育专项教学点之一。每到周末

开课，学校的资源教师施晓斐都会主

动进班听课。在她看来，每次听课都

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通过跟着

专业特教教师学习，我不仅可以发现

自身专业的不足，也能将听课过程中

习得的方法和理念应用到平时的融合

教育实践中”。

据了解，项目共推出了50门专项

课程，内容涵盖幼小转衔融合支持、学

习专注力提升、康复训练等领域。服务

对象年龄层覆盖3~18周岁，满足全学

段学生需求。此外，每个班级配备了优

质师资，小班化的教学模式更是确保每

一名特需学生都能被充分关注。目前，

“萤火学苑”课程已为区内558名特需

学生提供了服务。

“萤火虽是微光，但能汇集成炬。

我们希望通过点点萤火，照亮特需学生

融入社会的前行之路。”郤玲亚说道。

接下来，拱墅区会根据首次开课情况推

出融合教育专项课程2.0版，如为有需

求的普通学生提供更多测量评估类课

程，开设家长课堂等，力争惠及更多有

需要的学生。

点点萤火照亮特需学生成长路
杭州拱墅区首创融合教育公益课

□本报通讯员 沈孙晖 朱 涵

身披青绿鳞片、头顶白色祥云，眨

着爱心眼、甩着萌尾巴……这段时间，

一个名为龙九九的“小龙人”，以憨态

可掬的模样，活跃在宁波市镇海区九

龙湖的各个景点。龙九九不仅吸引了

市民游客的目光，还将九龙湖推上了

打卡热搜。

这个“小龙人”出自宁波大学潘天

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镇海

区级文化特派员王泽闻之手。

王泽闻深耕艺术领域多年，在他

看来，乡村孕育着群众文化艺术，有最

质朴的中式美学。因此，乡村也是他

向往的地方。

去年 7 月，这份向往变成了奔

赴。作为区级文化特派员，王泽闻被

派驻九龙湖镇，重点结对九龙湖村。

他用脚步丈量这个藏在山水间的村

落，“量”出了村庄发展的短板——九

龙湖村旅游资源丰富，但缺少鲜明的

文化辨识度。

为了寻找破解之道，这名“设计农

夫”搬着一张小板凳，拿着一本速写

本，走到哪坐到哪，聊到哪记到哪。他

听村民讲述“龙王九子化山”“龙女献

珠”等民间传说，带学生参加“舞龙祈

福”等民俗表演，“用龙做文章”的念头

愈发清晰。

设计不仅是美学，更要为乡村注

入灵魂，这是王泽闻画笔的落点。为

此，他组建了一支宁大学生团队，利用

课余时间带领学生翻阅古籍、拜访村

民、请教专家。

历时9个月的精心打磨、2000余

张草图的反复推敲，融合绿水青山的

自然色调、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

的乡村文旅IP——龙九九，终于在王

泽闻笔下诞生了。

“IP如何与乡村相融？”“怎样带动

村民、游客参与推广IP？”王泽闻和镇

村干部进行头脑风暴后，尝试通过

“IP+产业”，将龙九九植入乡村的毛细

血管。

主题民宿墙壁绘满龙九九壁画，

村咖的咖啡杯上印着“小龙人”笑脸，

开发“小龙人”玩偶、雨伞、胸针等充

满新意又接地气的文创产品……结

合镇海区首条乡风文明示范带建设，

王泽闻将IP巧妙融入民宿空间设计、

文创产品开发、村咖主题包装等多元

业态。

如今，这颗文化种子已有“破土”

之力。今年清明假期，龙九九在九龙

湖孟家花海首次亮相便火出圈，其间，

九龙湖镇吸引客流7万余人次，带动

周边40余家农家乐、民宿、村咖等创

收超200万元。“五一”假期，龙九九携

手九龙湖景区打造梦幻乐园，持续发

挥IP效应，带动周边业态创收逾240

万元……这是 2000 余张草图、一个

IP、一条生态链书写的乡村振兴鲜活

答卷，这是文化“流量”转化为经济“增

量”的生动写照。

在王泽闻心中，龙九九只是起点，

他仍会坚持每月至少驻村一周，继续探

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我打

算联合民宿、酒店等业态，深化龙九九

在场景营造与产品开发中的应用，使其

真正成为九龙湖文旅的代言人。”王泽

闻已有了新的“种文化”计划。

一个IP撬动百万级文旅经济
宁大教师、文化特派员王泽闻的驻村故事

大学生调研
地方茶经济

7月1日，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小青桃”电商
服务队的学生们来到金华市婺城区箬阳乡的高
山茶园调研，走访茶农、茶厂，重点了解茶农电
商技能需求、直播意愿及品牌推广难点。后续，
电商服务队将结合调研数据，为箬阳茶农定制
电商培训课程，搭建线上销售平台。图为电商
服务队在茶园调研。

（本报通讯员 朱佳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黄 彦 周敏岚）
近日，随着下课铃响，松阳县实验小学

集团学校毓秀校区的学生们迫不及待

地跑向操场，聚集在“AI运动小站”设

备前自发组织跳绳比赛。“我们的操场

可智能了，可以帮我们计数，还能自动

排名呢。”学生潘若依说。

受地理因素限制，松阳县域内学

校设点分散，70%的学校分布在山区

农村，面临教育服务半径大、共享难

度大、优质体育资源供给不足等挑

战。如何在体育教学领域开辟数字

新赛道？2022 年 12月，松阳与某企

业合作开发青少年体质健康监测系

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在16所中小

学校分批开展“智慧体育”项目建设，

解决传统体育教学中数据采集难、分

析慢、个性化指导不足等问题。如

今，松阳已成为全域推进“智慧体育”

的山区县。

借助在运动区域安装的AI技术

设施，“智慧操场”仿佛有了“眼睛”

“大脑”“嘴巴”，不仅能“认出”每个学

生，还能实时采集和分析学生的运动

姿势、运动过程、运动成绩，并以可视

化图表呈现，为每个学生生成专属运

动档案。“有了‘智慧操场’的数据支

持，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找到学生的

问题所在，从而帮助学生快速提高成

绩。”松阳县第五中学体育教师潘梦

薇说。

当前，松阳县教育局鼓励各校积

极开发攀岩、棒垒球、网球等课程，借

助 AI 录制和共享平台制作网络课

程，让山区学生也能享受到前沿的教

育资源。

松阳：AI赋能山区学校体育

浙江省“人工智能+教育”
推进会在杭举行

本报讯（记者 金 澜）7月2日，浙江省“人工智

能+教育”推进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由浙江省教育厅主

办，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承办。

会上发布了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中小

学教师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明确浙江数字教育港、阿里

云、宇树科技、科大讯飞等7家单位为浙江省首批教师

人工智能素养实践基地。

去年10月，我省成立了“人工智能+教育”产学研

联盟。为充分发挥联盟桥梁作用，会议现场公布了联

盟相关机构负责人名单，成立了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

能教育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人工智能通识教

育、人工智能应用评测等5个专委会，课题项目研究、共

建实验室、教育大模型和智能体联合开发等联盟首批5

项产学研合作进行了集中签约。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

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制定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教

育”行动方案（2025—2029年）》。4月以来，我省在

107所学校、14个县（市、区）启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教

学改革试点，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因材施教与

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

金华启动学前教育
“浙中领航”培优计划

本报讯（记者 陈嘉琦）6月29日，金华市学前教

育“浙中领航”培优计划合作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

金华市教育局与金华职业技术大学联手共建。

据介绍，培优计划以托幼一体与质量提升为核心

导向，旨在通过校地协同，培育具有浙中辨识度的标

杆幼儿园和具备全省影响力的幼教名师，助推金华学

前教育优质发展。未来3年，培优计划将通过“服务新

高地建设”“师资培育基地建设”“教研体系创新”等工

程，形成政府主导、高校支撑、园所联动的多维支撑体

系。同时，将重点实施优质园培育行动、幼儿园等级

创建培育行动、托幼一体试点行动等行动，扩容优质

学前教育资源。

金职大将整合高校智库资源，形成“高校+园所”协

同培养机制，构建“理论+实践”双轨培养体系，通过名

师结对、科研提升、跟岗学习等措施，为金华学前教育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金职大将派驻5个博士团每

周深入市区5所标杆园培育单位进行指导，4名幼教名

师培育对象与金职大4名资深导师正式结对等。

当天还成立了金华首个“学前教育共同体”，将作

为培优计划推进的载体。共同体将面向金华市区遴选

首批成员幼儿园，以“资源共享、协作共进、发展共谋、

未来共创”为目标推进工作。

宁波海曙区：
中小学生应聘暑期实践岗位

本报讯（通讯员 林 桦 李 晨）“我的沟通能力

很强。”“我比较热心助人。”……6月30日，宁波市海曙

区雅戈尔实验学校里，学生们正在“考官”面前毛遂自

荐，踊跃地应聘暑期实践岗位。

海曙区于2013年启动“海之梦”中小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至今已开展13年。“希望社会实践活动能充实

中小学生的暑期生活，让他们拥有一个快乐而有意义

的暑假。”该项工作的负责人尹黎介绍，今年，参与该活

动的实践基地共有151家，可提供实践岗位1300余个，

实践基地涵盖各个行业，面向各校自愿参加并自主报

名的新六年级、新初二年级学生。

以往，暑期实践岗位都是先由区教育局统一分配

给各校，再让学校安排学生自主报名。从去年开始，在

相关街道的支持下，招聘单位直接入校“招兵买马”。

今年，雅戈尔实验学校就是开展线下招聘会的学校之

一。学校与所在街道——段塘街道联合，安排了辖区

内的5家单位，共提供了36个实践岗位。“我已经拿到

录取通知书啦！”503班学生李雨彤说，她对司法比较感

兴趣，所以报名应聘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的小文

员岗位，“希望通过这次实践，我能收获到更多经验和

知识”。

日前，温岭市松门镇淋川中学学生在教师的
带领下，走进箬横镇贯庄残疾人之家农疗基地，与
入驻残障人士及乡村七巧板爱心服务社的党员志
愿者一起采收成熟的玉米。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江文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