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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周来蕾）在诸暨

市浣东街道东盛社区，每逢双休日，学生

们都可以来到社区的“幸福学园”享受公

益周末课堂。授课教师来自社区共建单

位——城新小学党支部，阅读、体能、手

工、绘画……周末课堂开设的课程丰富

多样，每周都吸引了不少学生参加。

“双减”实施的第二个学期，诸暨市

学校课后服务在实现两个“全覆盖”（即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有课后服务

需求的学生全覆盖）基础上，汇聚各方

资源力量，扩大课后服务资源供给，实

现课后服务“提档升级”。

诸暨市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打通部门（单位）壁垒，积极摸

排可以纳入课后延时服务的文化、体

育、艺术等社会公共资源，统筹制定菜

单式清单，供学校自主选择，弥补校内

场地、设施不足带来的课后服务活动局

限。创新“学校+社区”结对办学模式，

发动党员、教师进村、社区组织“周末课

堂”“我为孩子上堂课”等志愿服务项

目，满足周末及节假日部分学生的托管

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双减”以来，党员、

教师已累计参与志愿服务7500余人

次，惠及学生近4万人。

同时，诸暨市教体局发布公开引进

社会优质资源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公

告，广纳各界优质资源，探索校外师资准

入机制，选聘在体育、艺术、科技、法治、

劳动等方面有专长的校外社会（机构）人

员参与学校课后拓展课程服务，解决学

校师资紧张、教师精力不足等问题。

每周四，和济小学的舞蹈教室里，

都会传来阵阵鼓点声，学生们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自实施晚托“1+X”课程以

来，和济小学与校外培训机构展开合

作，邀请专业教师走进信息技术、舞蹈、

美术等拓展课堂。据了解，目前全市认

定第一批优质社会特长师资310余人、

优质拓展课程292门。其中，“特长师

资”主要以退休教师、高校学生、非遗传

承人、有特长的学生家长为主，接下去

还将引入优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研学

基地（营地）的师资。

此外，诸暨市全面打造“课后无忧”

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和“诸暨名师云课

堂、优质课程库、幸福教育”3个数智化

学习应用平台，增强优质课程资源、课

堂教学资源等的平台精准推送、在线直

播点播、互动教学等功能，扩大共建共

享，丰富课后服务方式，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成长。目前，“诸暨名师云课堂”录

制名师优课680余节，“优质课程库”推

送教学视频18566个、其他学习资料万

余件，免费向全市师生、家长开放。

□本报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叶克鹏

1月17日晚上7点多，苍南县灵

溪镇第一中学初三学生林宣萱在家准

备期末考试时遇到了问题，她熟练地

打开“温州学问通”平台提交。没过

多久，她就收到了当日值班教师、温

州市第十二中学科学教师郑士华的

回复。郑士华不仅回答了学科问题，

还进行了考前心理疏导。一晃到了4

月，在准备期中考试时又遇到了难题，

林宣萱通过上次的提问记录，点击追

问再次联系上了郑士华。“随时随地都

能联系上自己喜欢的名师答疑，真是

太方便了。”林宣萱开心地说。

课后学习是巩固课内教学、拓宽

知识视野的重要途径。作为全国智

慧教育示范区创建城市，2017年，温

州市教育局创建了中小学生在线答

疑系统。2021年，系统升级为“学问

通”平台，实现人机共辅。目前，该项

目已被列为浙江省教育领域数字化

改革试点项目。

关注“温州学问通”微信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中的“学问通”，记者通过

实名验证后，点击“答疑直通车”板块，

页面跳出了“我要提问”的按钮，点击

按钮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等形式上传

问题，系统会分学科向值班教师派

单。目前，平台已开通中学10门学科

的答疑服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的19:30—20:30，双休日的10:00—

11:30和14:30—16:00。

林宣萱告诉记者：“以往在家学

习碰到问题，都要积攒起来等回校了

再找老师答疑。现在不受距离的限

制，就能得到名师一对一辅导，还不

用花钱，真是太好了。”

据悉，参与答疑的都是温州市教

师教育院从市本级和各县（市、区）遴

选的各学科“三层次”骨干教师，以及

名师工作室成员，共1500余人。登

录教师端，教师可以查询自己的解答

记录、工作量统计及积分。“通过为其

他学校学生答疑，我们有了更多样

本，一来从学生视角找到学习的难

点，二来查漏补缺，找找原本教学中

的不足，及时调整优化再反馈到线下

教学中，实现教学相长。”郑士华每月

基本都会轮到一次值班，他说在家用

手机就能值班，非常便捷，不会干扰

日常生活和工作。

除了“答疑直通车”，平台还有

“名师大讲坛”“在线微题库”等板

块。“名师大讲坛”于每周六下午邀请

学科名师上直播课，每次初中和小学

各直播一节课。如果错过直播时间，

还可以回看。上学期已推出市级名

师讲座课程111个，累计已有322326

人次收看。记者看到，从入学德育专

题课、新生各学科入学学习指导课到

各学科的疑难重点，直播课的内容非

常丰富。陈园园老师的“寻找背诵的

‘金钥匙’”、李求宝老师的“‘阅读理

解’的解答攻略”、朱扬华老师的“如

何有效复习”、柯珂老师的“习作素材

的积累”……在平阳县昆阳镇第一小

学，不少学生能报出一大串喜欢的直

播课名称。他们说，直播课拉近了自

己与名师的距离，在家就

能享受优质资源。

“在线微题库”则是

根据学生常见问题设计

的微课库。温州市教师

教育院院长李芳介绍，教师教育院邀

请名师制作小学教学的讲解微课、初

中学生作业共性困惑的微题视频。

学生可以通过关键词或者目录搜索，

解决学习上的困惑。使用微题库机

器辅导，不仅提高了辅导效率，还提

升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目前，平台

已邀请了当地名师制作疑难作业指

导的微题微课339个。

今年，平台又推出了“自校云服

务”模块，学生可以优先选择本校教师

答疑解惑，目前该功能在龙港试点。

据统计，截至4月24日，“学问通”平台

上的温州市学生注册人数达65.16万，

约占全市总学籍人数（不含一至三年

级）的88%，教师在线注册人数共计

8.75万人。“未来我们希望更多名优教

师能参与进来，进一步完善各学段各

学科的答疑、直播、微题库等服务，一

起把平台做精做全。”李芳表示。

65万名学生注册，1500名骨干教师一对一答疑

温州推广“学问通”名师在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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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新疆中
职班首批20多名学生走进吕山乡智慧湖羊牧场，现场
学习饲养云数据分析、羊舍智慧管理、湖羊芯片耳标
核验、母羊超声检查等现代化湖羊饲养知识。在完成
学业后，他们可在新疆或长兴进行“两地”择岗就业。
2013年以来，长兴县启动“东羊西送”工程，通过捐赠
湖羊、传授智慧化饲养技术、培育专技人才、协助建立
湖羊产业基地等举措，带动少数民族家庭脱贫致富。
图为学生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学习饲养云数据分析。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摄）

学做智慧“羊倌儿”

诸暨拓展课后服务资源供给

台州椒江区：校长“下水
上课” 局长“推门听课”

本报讯（通讯员 戴程超）4月20日一早，翻看

了涵盖全区34所中小学校班子成员任课表后，台州

市椒江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选择前往文渊小学“推门

听课”。

“我的家前面有菜园，旁边还有一家小卖部。”

“嗯，你的描述也勾起了老师的童年回忆。”“在社

会的发展中，很多事发生了变化，又有哪些是不变

的呢？”“不变的是家的温馨、家人的爱、人们的信

仰……”一个多小时后，在文渊小学三（4）班，校

长马三保正在上道德与法治课，教室后排，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陈筱锋一行正端坐着认真听课、

仔细记录。

这是一堂看似没准备又有准备的思政课。有准

备的是，从今年2月起，椒江区教育局进一步完善校

班子任课制度，要求校长走进课堂，带头推进教育教

学质量提升。没准备的是，区教育局持续落实局班

子到联系学校听课制度，事先不打招呼，随机抽查，

“推门听课”。

“校长们在课堂中展现出来的教学功底还是相

当扎实的，令人欣喜。”陈筱锋说，“推门听课”开展以

来，区教育局党委班子成员先后前往中小学开展听

课20余次，并对学校党建、教育教学等进行调研。

椒江区还明确具体要求，落实局领导听课日、无会

日、业务指导日等相关举措，通过“推门听课”的模

式，实地了解“原生态”课堂，掌握校班子成员授课及

学生学习情况，发挥校班子的引领示范作用。

浙传助力“慕课西行”
为三地大学生同上创业课

本报讯（通讯员 刘 燕 唐佳丽）“创业者的金

钥匙在哪里？”日前，杭州、贵阳、昆明，一场三地隔空

同屏学习的画面同时出现在浙江传媒学院、贵州大

学、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通过跨校远程直播，教

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院长徐小洲为三校近8000名学生上了一堂“创业基

础”课。

在一个小时的授课时间里，徐小洲围绕“道与

术：创业、创业社会与创业者”这一主题，深刻阐述了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创业史、创业社会的焦点和

方向、创业者对于历史和未来社会的意义。他还告

诉学生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

创业史，每个想创业的学生都应该深入了解党史。

授课中，学生们隔空对话交流，展开了头脑风暴，通

过云端完全沉浸在零距离接触中。

据了解，“创业基础”课程开设以来，访问量达

1260万人次，学员覆盖浙江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

国地质大学等省内外10余所高校。本堂课三校同

步讲授，是浙传积极响应教育部“慕课西部行计划”

号召打造的沉浸式远程直播教学活动，不仅为东西

部地区课堂同步教学、线上线下融合提供了宝贵经

验，也为组建跨校教学团队、实现优质教学资源互通

共享作出了有益探索。

湖州吴兴区：传统文化融入
“双减”课后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斌英 周 璇）这学期，湖州

市弁南小学的教师们分赴周边多个行政村，通过走

访记录，最终将虎头帽、渔翁捉蚌、青草湖等编进课

后拓展性课程“耕耘西塞山”中。自“双减”以来，吴

兴区积极推进在课后服务中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全

区课程覆盖率超60%。

据了解，吴兴各校结合地方特色和片区有利资

源，传承发扬地方传统文化。柳编、湖剧、刺绣、雕版

印刷、舞狮、空竹、剪纸等课程纷纷被融入课后服务，

其中，非遗技艺近15项，传统特色项目超10项。

“培养家国情怀，从爱家乡开始，我们依托非遗

课程，根植传统文化，激发孩子们的自豪感，让本地

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更有生命力。”吴兴区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各校通过自主研发、校外引进等方

式，积极开发相关的校本课程，丰富教学内容，借助

自选课、走班制等形式，加大教育覆盖面，大力营造

富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校园环境。

4月22日，仙居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与
仙居县第四小学的学生将经救治恢复正常野外生活
能力的野生动物放归大自然。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孔 宁）从4月20日复课以来，海宁市仰

山小学德育主任陈静不时接到嘉善县

第一中学心理教师周莉黎的电话。作

为嘉兴市防疫心理志愿服务“百人团”

成员，周莉黎与两名专家组团为仰山小

学提供开学复课心理服务。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部分县市

中小学陆续复课，为缓解学生、家长在长

期隔离环境下可能产生的焦虑情绪，保

障复课顺利实施，嘉兴市教育局组建防

疫心理专家志愿服务‘百人团’。”嘉兴市

教育局体卫艺处处长蒋培丽表示，144

位专家中有教育系统心理专家、家庭教

育辅导专家及卫健系统精神科医生等，

近期主要面向海宁市和平湖市进行“心

海护航、幸福在嘉”复课暖心志愿服

务。服务持续3周，专家以3人或4人

一组下沉学校、年级、班级，开展复课心

理调适与家庭教育辅导，并安排嘉兴教

育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

对志愿服务提供专业指导。

得知平湖市新仓中学将要复课，南

湖区七星镇中学心理教师王烨带领专

家组，制作问卷，调研学生、家长的困

惑和需求。王烨说，调研显示，68%的

学生想要缓解学习焦虑与困扰，也有

学生需要对亲子关系、人际沟通进行

指导。结合学校需求，专家组制定课

程，在复课前两天，分年级举办线上

心理讲座。“作为平湖市较晚复课的

中学，学生居家学习持续一个多月，帮

他们调节好心理状态，以昂扬的精神

面貌回到校园，投入新的学习生活非

常重要。专家们来得太及时了！”新

仓中学副校长谢春光说。

“人在困境里可以爆发出极大的能

量，这是心灵的力量。”复课在即，经历

集中隔离的906班学生敖海龙，仍需居

家健康观察，但学校持续的关怀、专业

的心理调适，让他不再焦虑，试着以平

常心迎接挑战。“焦虑、恐慌是负面情

绪，要勇于面对。”“要学会换位思考，把

握好和亲人、朋友相处的正确方式。”翻

阅手机里学生们的留言，906班班主任

朱翠丽被深深感染着，“从教27年来，

第一次在中考前被打乱节奏，学生们积

极的状态鼓励我调整好心态，投入复课

后的准备中。”

讲座结束后，王烨和专家团队开始

“在线”驻校。不仅是他们，连日来，嘉兴

市心理专家志愿服务“百人团”以微网格

小组形式，精准对接学校一个年级或班

级，持续进行一对一心理支持，开展线上

讲座、云端团辅、心理微课等有针对性的

心理科普和团体心理调适，通过点对点

咨询服务，利用一站式服务平台“嘉心有

约”，将心理与家庭教育资源推送到每

个家庭，并提供电话咨询、在线咨询、高

危个案预警和干预等心理服务。

返校学习，从“心”开始
嘉兴心理专家“百人团”下沉助复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