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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全省 20 余名“浙派”中职名校长
齐聚青田职技校“充电”

近日，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省第四届“浙派”中职名
校长集中培训在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 20
余名中职名校长培养对象齐聚青田职技校集中“充电”。

本次培训邀请了《中国教育报》职教版主编翟帆做《善用媒体·
发出职教强声》主题报告。 翟帆对相关主流媒体做了重点介绍，从
选题、写稿、投稿等方面进行了技巧点拨。 培训会上，学员们还就教
学评价、师资培养、校企合作、专业建设等课题进行了研讨。

本次培训是省教育厅第四届“浙派”中职名校长培养工程的
第二次集中学习，学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专题讲座、专题
论坛、问题会诊等，并采取“游学”形式展开交流学习。

秦超

丽水经济开发区中学
少年团校开设微团课讲堂

近日 ，丽水经济开发区中学少年团校微团课上线，部分共
青团员一起上了一堂“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主题团课。

课上，团员们了解到丽水是唯一一个所有县（市、区）都是老
革命根据地的地级市，对在竹口战役、斋郎战役等浙西南三年游
击战争中先烈们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表示崇高敬意，最重要的是，
深深感受到了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802 班李亿文感慨：“粟裕、刘英等老一辈革命先驱的精神深
深鼓舞了我，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
报效国家。 ”

雷金香

莲都天宁中学
启动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莲都区天宁中学“家校联动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防
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正式启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
杜绝溺水事故发生。

校长徐宏坤结合近几年几起典型的溺水事故案例， 向全体
师生重点强调了防溺水“六个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在无安
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
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活动的最后，全体师生共同在“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的横幅
上签名。

叶慧青

丽水南城实验幼儿园
召开拒绝有偿家教学习会

近日，丽水南城实验幼儿园召开拒绝有偿家教学习会，杜绝
有偿家教。

会上，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教育部颁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
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文件。 教科室主任蓝婷婷表示，全
体教师要增强以身立教的社会使命感， 依法履行教师职责和义
务，严禁进行任何形式的有偿家教，用高尚的师德和高超的师能
守护风清气正的教育净土，促进幼儿园良好教风和园风的形成。

全体教师郑重承诺：不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有偿家教，不组
织、推荐、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家教，不为校外培训机构和
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等，表达了自觉拒绝有偿家教和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的决心。

周琪

莲都灯塔幼儿园教师送教区图书馆

近日， 莲都灯塔幼儿园教育集团的陈玥和杨红燕两位老师
走进莲都区图书馆，给那里的小读者们送去志愿送教服务。

两位老师给孩子们带去了绘本———《生命的故事》，故事主要
讲述了在地球及生命的发展历程中地球的起源、 生命的诞生、人
类的进化等。 陈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向孩子们揭示了生命之初的
惊喜和动人的生长过程。 绘本阅读结束后，杨红燕与孩子们一起
动手画《我心中的地球》，孩子们大胆想象，描绘自己心中的地球。

此次活动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小朋友小铃铛说：“我
很喜欢老师教我画画，希望老师能经常来。 ”

张卉 叶欢

缙云团结小学举办全员运动会

近日，缙云县团结小学学生运动会热闹举行。 本次运动会
以“阳光体育 全员参与”为主题，强调全员参与，体现团队合作
精神。 运动会设有跳长绳、走板鞋、跳皮筋等 7 项集体比赛，蹴石
磉、滚铁环、跳远等 9 项单人竞技。

宋佳鸿

松阳职业中专师生
积极参加端午龙舟训练

临近端午，江河上又热闹起来了。 近日，由松阳职业中专 30
名师生组成的龙舟队伍在美丽的松阴溪开展训练。

溪面上，队员们齐声喊着口号，动作整齐划一，热情高涨，斗
志昂扬，严格按照要求展开训练。 按照训练计划，5 月 15 日到 6
月 5 日，在排定日期的早上 6 时到 8 时由专业教练现场指导，为
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赛龙舟做准备。

徐慧爱

近日，以弘扬践行“浙西
南革命精神”“民族魂·中国
梦———阳光下成长” 为主题
的第九届莲都之春文艺汇演
比赛圆满举行。 老竹民族学
校选送的节目合唱 《家乡》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表演唱《畲水秋歌》分别获得
乡镇中学组和小学组一等
奖。 图为表演现场。

通讯员 白向玲 摄

家校合力成就孩子梦想

莲都括苍中学家长进校学习育儿经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咏梅 陈喆）

“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基础、补
充和延伸。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影
响人的一生， 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至
关重要。 ”近日，在莲都区括苍中学家
长学校课堂上，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
员、 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吴培华给各位
家长送上了实用的育儿经。

自 2015 年 5 月创办家长学校以

来，括苍中学每学期定期举办四期，
截至目前已举办了 28 期，内容涉及
家长如何与孩子相处、 如何培养孩
子的兴趣、青春期如何引导孩子等，
听讲家长达 8400 人次。

此次吴培华为初一段家长带
来的《家校合力·成就孩子梦想》家
庭教育指导专题讲座，旨在指导家
长参与孩子的教育学习，让 5 天的
学校教育加上 2 天的家庭教育发

挥出最大的力量 。 她通过一个个实
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并重点讲述了家庭教育的具体
技巧和方法， 例如给予孩子肯定、鼓
励 ，不要打击和打骂孩子 ；当孩子的
自信心受挫的时候，家长应陪着孩子
走上成功之路 ；不要包办 ，要学习适
时放手等等。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 ， 自信心
的树立必不可少 。 吴培华告诉大家

可以通过鼓励或至少发现孩子的 10
条优点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每天抽
出 10 到 20 分钟陪伴孩子大声朗读
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阅读习惯。

706 班王同学的家长说 ：“今天的
讲座让我体会到平时只关心孩子的成
绩是不对的，我们家长更应该关心孩子
的身体，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以身作
则，家庭教育上去了，孩子的发展自然
也就更好了。 ”

以“创现”为发展契机

灯塔幼儿园打造“莲爱文化”乐园
本报记者 沈隽 周如青

通讯员 叶欢 张卉

各个“坊主”布置作坊，等待其他
孩子们的到来；孩子们背着莲花包，穿
梭在各个工坊之中赚取莲花币……每
周五上午， 在莲都区灯塔幼儿园的莲
染坊、莲秀坊、莲泥坊等游戏区域里，
处处可见孩子们欢快游乐的身影，溢
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仅如此，在
幼儿园的走廊和楼道上各种主题活动
作品、 主题墙的互动展示均以灯塔元
素和幼儿园特色文化为主， 整个幼儿
园充满了浓郁的“莲”文化氛围。

一直以来，灯塔幼儿园以“莲润童
心 爱育童年”为办园理念，以“莲”塑
品，以“爱”育人。当前，该园从抓内涵、
促发展出发，将莲都区创建“浙江省教
育基本现代化区” 工作与幼儿园发展
有机融合，致力于打造幼儿园“莲爱”
文化品牌。

以“莲润童心”为引领
园本课程游戏化生活化
“高质量的特色课题体系需结合

现代化教育的理念、 手段和内容来梳
理搭建。 去年 9 月以来， 我们幼儿园
全面推进课程园本化改革， 围绕儿童
为本、生活为源、游戏为径、多方合力
的课程建设思路， 构建以幼儿生活世
界为内容，游戏为基本活动，特色文化
为引领的浸润式园本化课程模式，高
质量落实每日活动。 ”副园长沈俏说，
“不论是基础课程、游戏课程，还是特
色活动， 课程园本化改革贯彻到了幼

儿园的所有教研活动之中， 我们也
在不断调整优化课程， 逐渐构建起
既适合我们幼儿园、 又具有自身特
色的课程体系。 ”

近年来， 莲都区灯塔幼儿园深
入挖掘“莲”文化资源，开发“民间艺
术、民间游戏、传统文化”特色资源，
创新校园文化布置， 形成了颇具特
色的“莲润童心”课程文化体系。

“课程园本化改革之前，更注重
老师的教，而现在我们更注重的是孩
子的学，教师的角色更加靠后，更多
的是陪着孩子们一起玩、 一起学，关
注的是孩子们的学习方式、学习品质
等方面的培养。 ”沈俏告诉记者。 如
今，在“莲润童心”课程园本化不断深
入的过程中，不仅老师深入学习了本
土文化，在活动和游戏体验中，孩子
们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得到了更加
充分的发挥。 “孩子们在了解家乡风
土人情的同时，对家乡的情怀更加深
厚了。 ”

课程园本化建设是一个不断实
践、总结、完善、构建的过程，这一过
程让灯塔幼儿园的每一位老师都深
深感受到孩子们在这其中的变化和
成长， 更让每一位老师的观念在不
断转变升级。“现在进行所有课程和
活动时， 都是 ‘幼儿在前， 教师在
后’，举例来说，每一个主题活动开
展之前都会提前和孩子们沟通，抓
住他们的兴趣点， 不再用成人的视
角，而是基于儿童的视角。”大（2）班
教师雷燕深有感触地说，“课程园本
化建设对我们老师的专业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 这也督促着我们要不断地
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

深挖“莲”文化
特色活动以游戏为主

莲都区灯塔幼儿园在深入挖掘
“莲”文化特色资源，构建“莲润童心”
特色课程体系的过程中， 经过不断摸
索实践， 推出了 “莲工坊”“莲娃闹集
市”等以游戏为主的特色活动，促进灯
塔莲娃们的个性发展。

除了每周五固定开展的“莲工坊”
游戏， 每个月幼儿园都会举行一次包
括莲绣坊、莲食坊、莲泥坊、莲舞坊、莲
染坊等九个工坊在内的“莲娃闹集市”
活动。

“莲娃闹集市”活动设有莲绣坊、
莲食坊、莲泥坊、莲舞坊、莲染坊等工
坊， 每个工坊有一位小朋友坊主和一
位指导老师， 坊主统筹安排前来应聘
的员工，安排相应岗位，老师负责协作
坊主安排事务。 幼儿园的每个小朋友
都有一个莲花包， 莲花包里有 5-10
个不等莲花币， 莲花币的多少与平时
“打工”积累和花费不同而不同。 孩子
们可以用莲花币到工坊购买喜欢的美
食、工艺品等。 如果莲花币不够，可以
去莲工坊“打工赚钱”。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莲工坊’‘莲
娃闹集市’ 这两个活动， 在游戏过程
中，孩子们不仅玩得开心，也变得越来
越自信，不仅如此，他们的语言表达能
力、交流能力、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雷燕告诉记者，“今年我带的
大班孩子们下半年就要毕业了， 他们

都说‘毕业了就不能再到莲工坊玩了’，
都觉得舍不得。 ”

此外，灯塔幼儿园每年还会举行春
之美巧手节、夏之舞艺术节、秋之乐运
动节、 冬之韵文化节等四大节活动，为
幼儿提供宽松、和谐、自由、充满童趣的
文化氛围，让幼儿在体验和探索中促进
自主发展。

打造文化品牌
集团化办学在路上

去年 3 月，莲都区灯塔幼儿园教育
集团成立，现已构建起“两园区+一托管
园”格局，“两园区”分别为创办于 1996
年的灯塔园区和在建的接官亭园区，同
时响应区教育局的安排为民办园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将绿谷庄园幼儿园纳入
集团实行托管办园。莲都区灯塔幼儿园
以“名园+新园”“名园+民园”的集团化
办学模式，实现人、财、物、权、责统一管
理，品质园和新建园抱团发展，园区间
相互融合、帮扶指导、资源共享，形成以
强带弱、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

“接下来，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将紧
紧围绕莲都区创建浙江省教育基本现
代化区这一主题，不断提高幼儿园的保
教质量，提升教师的园本化课程实施能
力，深入‘莲润童心’园本课程建设，完善
园本课程资料进行梳理与汇编，继续完
善教师分层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提升
教师整体专业水平等。 ”园长饶亚维说，
“我们将牢记要把握创现、 集团化办学、
课程改革的发展契机，振奋精神、鼓足干
劲、学习改进、缩小差距、迎头赶上，为建
设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区、开创全区学前
教育新局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

遂昌实小成为省 STEAM教育项目培育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 巫志华 罗洁雅

陈文正）近日，浙江省第二届 STEAM
教育大会公布： 遂昌县实验小学成为
浙江省 STEAM 教育项目培育学校。

STEAM 是科学、技术、工程、人文、
数学五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 旨在
引导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和快

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支持学生以学科
整合的方式认识世界，以综合创新的
形式创造，培养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 遂昌县实验小学非常
重视 STEAM 教育工作， 不仅定期
开展 STEAM 教研活动， 开设了小
爱迪生、科技航模、电子百拼、机器

人、生活小创客五门课程，还在课程设
置上大力推进跨学科融合， 将不同学
科的知识整合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注
重学生活动实践和学习过程， 强调解
决真实问题， 让学生在体验中提升创
新与实践的能力， 倡导让学生在学中
做，做中学。

“STEAM 课程的思想值得我们借
鉴，教育不应该是‘灌输式’的，而是应
该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 ”学生发展处
副主任朱建兵说，“这样的教学模式不
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而且让学生乐于
思考和探究，勤于动手和动脑。 ”

蓝鹰气象科普馆在下小溪学校挂牌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陈晓政）近日，缙

云县下小溪小学“蓝鹰气象科普馆”正
式挂牌成立。 这是该校与缙云县气象
局共建的蓝鹰气象站成立之后， 在气
象教育与宣传工作上的又一成果。

蓝鹰气象科普馆面积近 60 平方
米，主要设有气象历史、世界气象日历
年主题、气象古诗词、重大历史天气气

候事件等主题板块， 形象生动的气
象知识展示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参观
和学习。 而馆内陈设气象观测仪器
设备和气象观测设备模型， 参观者
可以近距离观看气象仪器设备，参
与模型制作。

近年来，该校注重气象知识进
校园的宣传与教育工作。 学校将气

象与各学科融合教学，通过科学课教
学 、主题班会引导学习 ，利用主题幻
想画 、手抄报 、古诗词和谚语 “飞花
令 ”比赛等形式 ，全员参与 。 特别是
“蓝天保卫战”活动启动后，学校立足
地处工业园区的实际，鼓励学生积极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 让学生走出校
园 ，走进社区和园区 ，参与调查研究

和宣传推广。
今后， 学校将以气象观察和气象

主题探究活动为切入点， 注重科学普
及和宣传工作， 引领学生在学习科学
基础知识的基础上， 学会生活现象的
观察，并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对现象
进行有效分析， 真正培养学生科学探
究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