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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 在人口导入旺盛的新城建设
中，教育如何快速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赋能？日
前，记者在上海市嘉定区第七届品质教育学术节“聚变教研
力量‘嘉’速品质教育”闭幕式上获悉，该区推出“四维五
阶”领航计划，旨在通过“高位引领、重点培育”推动干部
教师专业发展建设。

“‘十四五’期间，嘉定教育规划新建学校项目 49
个。随着教育资源布局迅速扩充，教师队伍人员需求数量逐
年递增，新招录教师中 3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成为主导、成
熟型教师较少，而干部队伍中年龄偏大，结构失衡的问题比
较突出。”嘉定区教育局局长管文洁介绍，要规划提出打好
人才政策组合拳、孵化区内高端教师人才、开展名优教师分
层选拔、加强优秀教育人才引育和统筹优质资源深化规培等
5项应对策略。

管文洁表示，领航计划将基于升级“嘉师赋能”区域性支
持系统，围绕德育、学科、融创、思政4个维度，嘉苗工程、嘉星
工程、嘉盈工程、嘉优工程、嘉卓工程 5 级干部教师专业发展
阶梯，最终达成“激活每一所学校，成就每一位教师，赋能每一
名学生”的目标，建构促进全素养成长的育人生态。

据悉，该区还积极探索通过做优区域教研、做实校本教
研、推动特色学科基地遴选和培育等途径引领教师团队专业
发展。在嘉定区第七届品质教育学术节举办期间，《嘉定区
特色学科基地评价标准方案》 在活动现场发布，该评选方案
涵盖课程规划与开发、课程资源建设、课堂教学变革等8个
一级指标，关注全流程教学评、教师队伍发展及学科基地发
展后期效益等。

上海嘉定：

“领航计划”促干部教师专业成长

山东威海挖掘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引领青少年群体传承红色基因——

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王峻云

“作为一所近几年新建的学校，我们
建起了‘甲午战争博物院世昌展馆’，开
设‘回望甲午’校本课，还排演了 《碧
海英魂》 舞台剧，持续开展跨学段革命
文化主题研学等活动。生动鲜活的爱国
主义教育赢得了学生的喜爱，收到了良
好的教育效果。”近日，山东省威海市世
昌中学校长于志健说。

近年来，威海市更加鲜明、更加精
准地聚焦青少年群体，把青少年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挖潜胶东本土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弘扬革命文化，引
领中小学校与博物馆、纪念馆联动，采
用研学、综合实践、学术研究等形式，
打造以革命文物为载体的大思政课程资
源和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

馆教融合，打造爱国主义
教育“大环境”

一所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扎根
校园、馆教融合，是威海打造爱国主义
教育“大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0年，我校与中国航天集团第十
二 院 合 作 打 造 了 钱 学 森 航 天 科 技 馆 ，
2022 年又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合作打

造了校园展厅，展出北洋水师、甲午将
领、参战船舰、重要战事、当代海军船
舰等图文资料及定远舰、致远舰模型100
余件。”威海市实验高级中学校长王爱玉
说。

该校创新馆教融合的跨学科教学模
式，全天候开放场馆供学生体验学习，
并开设相关主题校本课程，指导学生通
过自己喜欢的表现形式学习体会钱学
森、甲午英豪的事迹。同时，展馆向区
域内中小学生开放，每年接待来访学生
近万人。

像这样主题鲜明、序列严谨的馆校
合作课程体系，在威海已初具规模。文登
师范学校利用校史馆，向学生介绍“七乡
师”第一届党支部书记谷牧的人生奋斗事
迹。威海二中依托中共威海卫第一个党
小组遗址和“永怀讲堂”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和主题研学活动等，入选山东省首批红
色文化传承示范校。

衔接融合，构建一体化爱
国主义教育“大课堂”

纵向衔接突出连贯性与递进性，横
向联动开展跨学科融合，构建大中小学
一体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机制，建设爱国
主义教育“大课堂”，是威海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的又一重要举措。

“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科

学、合理、有效地为学生不同阶段的成
长提供精神动能。”威海市教育局基础
教育科副科长刘丹丹说。威海构建爱
国主义教育课程群，以特色高中、学
科基地建设为抓手，推进高中与高校联
合育人，建设大中小教育发展共同体，
并以高中教育 为 牵 引 ， 通 过 研 学 、 送
课、讲座等项目，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

“我们还依托威海智慧教育平台打造
‘名师讲堂’，邀请小、初、高各学段名
师依托学科课程资源，把不同阶段的爱
国主义教育目标融入名师课堂，用主流
价值观感召学生，用名师的学识影响学
生，让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学生成长的
全过程。”威海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
邵雪晶介绍。

目前，“威海名师”讲堂已连续举办
32 期，制作课程资源 1334 个，观看超过
121万人次。

“同城一体”，实现爱国主
义育人资源共建共享

通过打造“同城一体”的红色宣讲
活动，威海市筑牢爱国主义教育的“思
政大课堂”，实现育人资源同城共建、育
人效果同城共享。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文化教育资源，
开发了‘传承、融合、统整’理念引领

下的‘红色教育’课程群，通过‘红色国本
课’‘红色校本课’和‘红色嘉年华’等形
式，与学生实境交融开展‘红色实境课堂’
课程教学实践，打造以红色基因赋能新时代
立德树人的红色育人品牌。”威海市文登区
文昌小学德育主任王姣姣说。

威海市乳山市教体局组织专业人士编
写红歌 《乳娘颂》，创编 《乳娘》《红色家
书》 等红色舞台剧，在学校进行常态化展
演。威海市教育局还聘请中国甲午战争博
物院讲解员开设“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宣讲课程，培养学生志愿讲解员，到刘公
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为游客提供免费的
革命文化讲解服务。今年，威海市已组织
134 所学校的学生走进刘公岛中国甲午战
争博物院、郭永怀纪念馆、贝草夼地下交
通站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学，在
实践体验中升华爱国主义情感。

“通过盘活本土红色资源，我们构建
完善了‘红色教学、红色宣讲、红色研
学、红色观影、红色文化’的‘五红’爱
国主义教育新模式，逐步形成了馆教融
合、纵横架构、同城一体、形式多样的爱
国主义教育新格局。”威海市教育局局长
王伟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 49 个省市
级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和 29 处国家、省、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育人功能，不断
拓宽爱国主义教育“新天地”，持续提升
爱国主义教育实效，赓续红色血脉，传承
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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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感 到 幸 福 你 就 拍 拍
手 ， 如 果 感 到 幸 福 你 就 跺 跺
脚⋯⋯”伴着欢快旋律，河北省
保定市满城区实验小学的孩子们
会聚操场，跟随着北侧文化长廊
小舞台上的17名“小演员”，高
声欢唱 《幸福拍手歌》。

这是满城区中小学“课间生
活小舞台”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保定市满城区以
“丰富学生课间生活”为关键
点，整合利用优质资源，在全区
中小学开展了“课间生活小舞
台”活动。学生通过说学逗唱、
琴棋书画、特色体育、非遗文
化、民俗表演等形式展示自我，
助力校园学风教风建设和自身综
合能力素养提高。

该区实验小学定期举办“学
生喜爱的小演员”“优秀个人才
艺”“快乐班级团队”“最佳荣誉
表演”等奖项的评选颁奖，生活
化、实践化的活动扩展了育人空
间。“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平时
少言寡语的学生变得爱说了，性
格内向的学生自信心增强了。”
校长张维庆说。

满城区教体局注重引导学校
把小舞台建成校园重要景观，以
景化人，提升教育效果。作为试
点，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满城
镇中学等学校多元化开展课间活
动。今年 4 月，全区举办了“马
兰花开遍太行山美育工程”，郭
村中学、河图小学等二十余所学
校，相继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活
动。“我上台前，心里像十五个
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心里
特别高兴，我也能行。”南韩村
镇第一中学八年级5班学生魏鸣一说。

满城区还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价值，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非遗文化、地方戏曲、民俗表演等植入校园课间。

66 名小学生手持龙旗一字长蛇排开，伴随着“咚咚”
擂鼓声左旋右转，生龙活虎地跑着。这是当地民间著名的市
级非遗文化项目，已有 300 多年历史。“让孩子们在娱乐中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收获成长快乐。”城东村学校校长
耿丽说。

方顺桥镇河图村学校邀请民间艺人进校，给学生们传授
空竹技艺；郭村中学成立校园“飞跃舞狮队”，活跃校园气
氛；西部山区的东渝河村学校，在第四代民间寸跷传承人赵
静老师指导下成立“学生寸跷传承社”；方顺桥镇第一中学
推出了太极小舞台⋯⋯多彩的课间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课
余生活。

如今，满城区各学校“课间小舞台”活动已遍布城乡，
涌现了 32 个优秀特色课间小舞台，成为提升全区德智体美
艺劳教育的助推器。“学校本应充盈着歌声、笑声。小小课
间文艺舞台，让学生自信前行，全面发展。”满城区教体局
局长赵涛说。

就在今年7月，满城区教体局组织师生参加保定市“马
兰花开遍太行山美育工程”大赛，报送的两支校级合唱队和
两支班级合唱队参演，全部获得全市一、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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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洪松

近日，第十一届海峡青年节·第八届海峡两岸 （福建）
青年英式橄榄球交流赛暨 2023 年全国沙滩橄榄球分站赛

（福州站） 在福州市闽江公园南江滨沙滩球场举行，福州融
侨旗山幼儿园代表队首战告捷。近年来，福州市积极推广橄
榄球进校园，完成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大学组的梯队建设，
超过50所学校常态化开展橄榄球项目。 谢贵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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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卫锋 高智
娇） 近日，南通大学的校园热闹非凡。
在中共南通市委书记吴新明，市委副书
记、市长张彤等人见证下，南通市人民
政府与南通大学正式签订“名城名校”
战略协议。同时，南通大学微电子学院

（集成电路学院） 正式揭牌。近年来，
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聚焦“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围绕推进校企合作、紧密
产教融合、培育高质量技能人才等重
点，多措并举、协同发力，不断推动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把推动校企合作作为重要着力点，
南通不断加大培育“双师型”教师力
度，不断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紧密对
接区域产业发展，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设
置中职学校专业，着力破解毕业生就业
难题，真正实现“学生能就业、企业用
得上”。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降
落，请系好安全带⋯⋯”江苏省通州中
等专业学校的课堂上，一批身着制服的
专业“空乘”正在进行模拟客舱服务。
执教教师是曾在某大型航空公司工作 5
年并熟练掌握乘务业务的马兰草。随着
上海第三机场选址落户南通，该市紧抓
机遇、提前谋划，不断优化专业设置，
力争培养出与民航服务岗位需求相匹配
的技能人才。“人才培养情况与新机场
建设基本同步，我们的首届毕业生有望
成为新机场上班的第一批员工！”马兰
草充满信心地介绍道。

注重制度设计，南通教育部门还通
过开评年度服务地方经济贡献奖和校企
双元育人示范项目等方式，强化正向激
励效应。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出台博
士人才校企共引共享计划，目前，已有
46 名博士教师深入南通龙头企业开展
企业实践，将扎实的理论知识转化为解
决实际生产问题的“金钥匙”。“只有让
教师深入车间一线，才能培养工匠型纺
织技术人才。”该院纺织服装学院院长
尹桂波说，“我们的教师经常在校外多
个企业奔波，解决问题、寻找课题，很
多教师手上都有多个研发项目。手握专
利比比皆是。”立足南通地方产业特
色，该院高端纺织教师团队将教学研究
与纺织产业紧密结合，今年获评第三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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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会像土地公公一样念个咒语
就钻进地下吗？盾构机怎么在地下工
作？”近日，带着脑海中翻滚的“十万个
为什么”，江苏省常州市薛家实验小学四
年级 （7） 班学生黄思齐和同学们一起走
进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常
州工程职院”） 盾构机地下实训基地，仰
头惊叹地参观着盾构机。

近年来，常州工程职院立足职普融通
实践，联合地方政府、学校、行业、企业
四方互动，构建“校地联动 合作共赢”
的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建设机制，为区
域职普融通探索提供新路。

构建“十百千万”职业启蒙生态

“高职院校职业启蒙教育要有清晰的
顶层设计，体制创新、资源整合是关键所
在。”常州工程职院党委书记李雄威说。

学校构建“校地联动 合作共赢”
的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建设机制，主
动牵手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体育局等
部门，携手中国检验检测学会、常州市
水上运动协会等行业协会，有效融合中
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等名企资源。该
校还与 200 余所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
科普共建。

向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多样成才的展
示途径，学校筹集 2000 余万元建设资
金，配备110余名专兼职管理人员，覆盖
25 个专业，建成“常州非遗绿色化工安
全”“常州工程检验检测”“常州非遗技
艺”“龙舟技能与文化传承”“人工智能”

5 个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形成“十大
主题、百项活动、千个工位、万人参与”
的特色职业启蒙教育生态，近5年以“下
沉式”服务为中小学生提供别样的职业体
验课程。

建强建优职业启蒙教育的体验
资源

“应急救护”“蜘蛛一号机器人”“巴
哈赛车”⋯⋯近日，在学校人工智能体验
中心机器人项目教学现场，900余名江阴
华士高级中学学生眼前一亮，只见宽阔的
半层楼场地上，几台造型奇特的机器人正
在“跋山涉水”训练。项目负责人朱宝生
教授逐一介绍：“那个看着不起眼的小家
伙，爆发力强、速度快，获得了今年全国
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AC 异型足竞
速赛一等奖。”

职业启蒙教育源于“职业”，重在
“启蒙”，成于“教育”。如何将三者有效
融入职业体验课程和项目？学校聚焦装备
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
产业，开发 22 门职业体验课程，打造中
小学生职业体验数字化学习平台。

学校职业体验课程还应邀走出校门，
频频亮相中小学。

8 月 21 日是云南香格里拉三坝乡白
水台小学开学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职业体
验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上，常州工
程职院师生在常州科教城焊接实训基地与
三坝乡小学生们连线，带领他们认识焊接
技术操作、焊接技术的运用；线下，师生

给小学生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机器人、无
人机课。课后，该校为三坝乡白水台小学
建设“少年工匠坊”，持续对接做好科普
工作。

让学生从“体验”到“浸润”

“常工髤造”“生肖萌神”“邂逅山
海”⋯⋯作为接二连三缔造系列文创品牌
的全国职业院校传统技艺传承示范基地，
该校的常州非遗技艺体验中心颇受中小学
生们青睐。零距离接触精妙绝伦的艺术作
品让常州市滨江中学100余名学生对暑期
的这次实践印象尤为深刻：“非遗之美，
传统与时尚融合，让我们触摸到了地方历
史文脉！”

针对小学重感知体验、中学重认知体
验、高中重探知研究等阶段特点，常州工
程职院围绕民防科普、食品药品安全、化
工基础、智能制造等十大主题开发“三
知”主题分段式职业启蒙教育优质项目
102个，引导中小学生从“体验”到“沉
浸”。

常州工程职院拥有全国技术能手、江
苏工匠、江苏省技术能手等各类人才，以
此打造“浸润式”职业体验 IP，形成职
业体验育训机制。该校“适合的教育”主
题讲座先后开讲900多场次，让参与的中
小学生对职业规划有了初步思考。学校

“龙舟技能与文化传承”等 3 个中心跻身
省级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行列，“现代
建筑技术科普基地”获批江苏省科普教育
基地。

常州工程职院推进职普融通，探索中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

体验职业“奥秘”，播种工匠梦想
通讯员 基国林 盛杨 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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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竹条实验中学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拿着描写四季
的书籍，漫步杉树林，感悟书中与现实中四季的美好。近年来，樊城区将阅读纳入
课程体系，着力打造书香校园文化，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杨红玫 摄

感悟四季
快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