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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舒玲玲

食堂排队时、饭后、会议间隙……

辅导员们拿着手机“刷题”是浙江理工

大学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从看照片辨

识学生，到回答学生的班级、专业、生

源地、政治面貌、心理健康状况、兴趣

特长、宿舍情况等问题，辅导员们像闯

关一样“上头”，根本停不下来。

看到辅导员们利用碎片化时间，

通过这样的方式加深对学生的印

象、加强对学生的了解，浙理工学生

处副处长汪小明很欣慰，这正是该校

智慧思政团队推出“我爱记学生”应

用小场景的初衷。

“过去，辅导员可以通过各种活

动和面对面接触来认识和了解学生，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汪小明说，但由

于疫情，这几年大型校园活动、集中

性会议大幅减少，许多事项转为线上

无接触办理，辅导员与学生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减少，短时间内记住所有学

生、了解每个学生基本情况的难度增

加。于是，利用读取和集成涵盖基本

信息、课程状态、成绩数据、科研竞

赛、奖励荣誉、违纪处分等各项常态

数据的学生基本数字画像，构建不同

难度的学生个人状态题库，让辅导员

们在答题中快速记忆、掌握变化、了

解诉求的“我爱记学生”应用小场景

应运而生。

“登录‘浙理辅导员’平台就能进

入小场景，平时一有空我就会去刷

题来辅助记忆、查漏补缺。”辅导员汪

珊最多时要管理400多名学生，虽然

她认识大部分学生，但难免有记忆错

漏或跟进不及时的情况。“有一次刷

到学生小何（化名），满以为会答对的

心理预警颜色题居然答错了。”在汪

珊的印象中，小何一直阳光乐观，还

在积极地准备研究生考试，完全看不

出有心理方面的问题。“通过与她谈

心，我了解到她因为家庭变故心情低

落，甚至想要放弃考研。”汪珊随即开

导劝慰小何，鼓励她继续考研，并承

诺自己来承担学费。

冯可是去年9月刚到位的辅导

员，接管了262名大二学生。“错过

了大一这个了解学生的最佳时机，

我又有点脸盲，要快速认全记熟学

生，是个不小的挑战。”好在“我爱记

学生”应用小场景帮了大忙，几秒钟

一题，冯可一有时间就刷一刷。“有

一次走在校园里，迎面走来的学生

恰好是刚刷到过的，我一下子叫出

了他的名字。”也许正是这个简单的

招呼让这个学生有了对冯可的信任

感，后来他有抑郁倾向时主动找到

冯可寻求帮助。

汪小明告诉记者，不同问题的答

案有不同的权重，像心理健康、成绩

等问题可能会被反复刷到，提醒辅导

员该名学生需要被特别关注和提供

帮扶。“基础难度的题答错两三题，

‘浙理辅导员’平台就会向辅导员推

送谈心谈话的要求，而权重较重的题

目，即便只答错一题也可能会被推

送。”汪小明介绍，根据不同的行为需

求模型和工作的轻重缓急，平台会提

醒辅导员及时完成谈心谈话的分类、

分层和分级。这样一来，辅导员就可

以自主规划时间和了解每个学生的

状态，掌握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日

常管理和纾困帮扶的

主动权，而不是一直

被动地奔波在处理各

类学生危机的路上。

通过这个小场景，

辅导员们还关注到了平时比较内敛

低调、不善言辞的那部分学生。“以

前觉得和老师之间很有距离，没想

到我们也能如此亲近。”看着原本

“社恐”的学生慢慢打开心扉，汪珊

觉得哪怕答错了也是一次亲近学生

的好时机，“因为不熟悉所以答错，

答错就需要找学生谈心谈话，而加

强与学生的交流是做好一切学生工

作的前提”。

坚信“每一个学生的成长都应该

被看见”，辅导员们成为时时处处开

展思政教育的“有心人”。冯可在刷

题中发现学生王善的政治面貌已经

从共青团员成为预备党员，她就有意

识地鼓励王善多参加志愿服务、多开

展理论学习，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

己、做好表率。汪小明发现学生常晨

浩在计算机方面有特长，就把他吸纳

到学校学工数字化团队，如今常晨浩

已成为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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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汪 恒）日前，

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印发《余杭区

公办小学三年发展规划评估指标》

（以下简称《评估指标》）和《余杭区

公办小学 2022—2024 学年发展

规划编制方案》（以下简称《编制方

案》），助力全区35所公办小学明

确办学方向、理清办学思路、形成

办学特色，推进全区教育改革发

展，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

学校”。

据介绍，《评估指标》基于发展

性、主体性、差异性、协作性和激励

性五大原则，将督导评估指标细分

为基础性、发展性和创新性3个层

次。其中，基础性指标是学校必须

达到的底线性指标，由党建引领、

规范办学、办学保障3个一级指标

构成；发展性指标是学校需要实现

的增值性指标，由办学思想、育人

模式、队伍建设、学生发展、学校发

展5个一级指标构成；创新性指标

是学校力求实现的特色性指标，由

创新性项目的前瞻性、创新性项目

的发展性、拟定目标的达成度、标

志性成果的影响力和证明材料的

说服力5项指标构成。

根据《编制方案》，各校可以基

于自身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研判

本校发展现状，确定适切目标、内

容与措施，撰写三年发展规划。余

杭区教育局将成立以局长为组长、

各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学校督导评

估领导小组，联同第三方教育评估

机构浙江良径教育研究院制定评

估方案、组织专项培训、展开编制

指导。相关督导评估工作将引入

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实施过程性

评估和终结性评估。在最终督导

评估结果中，基础性指标得分占

30%，发展性指标得分占60%，创

新性指标得分占10%。

余杭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此次督导评估工作，该区

将争取进一步完善现代学校制度，

促进公立小学规范、自主、特色发

展，形成具有余杭特色的基础教育

体系和教育治理体系。

本报讯（通讯员 钟林男）
“这个应用能查到全区的图书

资 源 ，还 有 好 书 推 荐 ，很 好

用。”通过“浙里办”App 的“智

在阅读”应用，舟山市普陀小

学学生张晶瑶很快就发现学校

图书馆有一本自己心仪的《历

史穿越报》。

去年以来，普陀区整合全区

阅读环境资源和数据，打造“智

在阅读”应用，并通过激活阅读

空间、共享阅读活动、深化阅读

积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阅读体

验。据悉，该应用对接了区图书

馆、社区、城市书屋、图书商城

等，整合公共阅读资源，实现阅

读数据流通，逐步实现了校级多

跨借阅、区域全域借阅。目前已

实现全区14所中小学校图书异

地借还，在学校图书馆可归还公

共图书馆的书籍，共归集各校阅

读资源538999册。

“智在阅读”上线后极大地丰

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学生阅读量

明显增加，校园课外借阅量从2021

年的单月1058册增加至15371册，

总借阅量341322册，人均借阅量

24册，应用使用率47.61%，图书流

通率超过55.05%。

除了阅读资源共享，“智在阅

读”应用还有阅读激励、阅读教师

共同体、阅读数据监测和分析等

功能。打开该应用中“我的”模

块，读者可查询到本人在各馆的

借阅数据和记录，根据自身需求

对已借阅的书籍进行阅读测

评。而根据图书全域流通的综

合数据，该应用还能形成阅读记

录及成果评价体系，为学生、教

师、家长、群众提供多方位、多角

度的阅读检测和数字化结果呈

现，实现从选书、读书、评书、阅

读效果测评到分析整个阅读体

验的可视化。

拉近师生距离 学生成长“看得见”
浙理工开发“我爱记学生”智慧思政应用场景

杭州余杭区助公办小学谋划三年蓝图

舟山普陀区“智在阅读”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今年 10月 4日是重阳节，节日
前夕，缙云县双溪口乡中心幼儿园
师幼走进敬老院开展“香甜麻糍，温
暖重阳”活动。图为幼儿和老人体
验打麻糍。

（本报通讯员 樊锦丽 摄）

孝亲敬老乐重阳孝亲敬老乐重阳

《幼儿教育》编辑部

组织公益送教到淳安

本报讯（记者 黄 琦 韩康倩）9月25日至27日，由浙

江教育报刊总社《幼儿教育》编辑部主办的“共同富裕，专业

引领”公益送教活动在淳安举行。

来自杭州、宁波两地的专家带来4场公益讲座，同时开放

在线直播，淳安县700余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线上学习。宁

波市第一幼儿园教育集团园长、宁波市名园长、张雪门教育

思想研究会会长沈清梳理了园所自1998年以来围绕传承与

创新“行为课程”的改革与实践；宁波市奉化区教师进修学校

学前教育教研员、宁波市名师张惠芳介绍了奉化区从区域层

面推进学前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经验；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

学前教育科科长、浙江省特级教师姚向凡聚焦幼小衔接的核

心问题，传递了科学衔接的理念；杭州市西园实验幼儿园园

长金川用生动的案例诠释了校本教研模式。

今年是《幼儿教育》杂志创刊40周年。该杂志一直深耕

学前教育事业，积极为幼儿园教师搭建学习和活动平台。活

动期间，杂志编辑团队还在淳安县调研了王阜乡中心幼儿

园、临岐镇中心幼儿园和梓桐镇中心幼儿园。

湖州推动学校厕所提档升级

本报讯（通讯员 许竹婷）“新厕所看起来就很干净。”

“厕所新装了感应冲水，下个同学进来的时候就不会尴尬

了。”……新学期，长兴县龙山中学的学生们纷纷对学校厕所

的升级改造点赞。原先，学校使用的是老式沟槽式厕所，水

压不稳定，在环境卫生、隐私保护上都有所欠缺。

这样的“变身”源于湖州市教育系统开展的提档升级“厕

所革命”，今年暑期湖州共完成37所学校的厕所改造。该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区县教育局排摸学校情况，结合

每年维修计划，重点加快老旧厕所改造。

针对原有沟槽式厕所普遍存在的冲水力度不足、墙面地

面污渍难清洁、光照不足，缺乏隐私保护等问题，该市进行重

新设计，充分考虑使用体验、使用习惯和环境心理，科学规

划空间，使各功能区分布合理。湖州市菱湖中学将原来简

陋的小便池升级成感应式不锈钢小便池，节水环保；长兴县

泗安镇二界岭中心幼儿园将台面的边角都处理成光滑的圆

角，器具选用卡通造型和鲜亮的颜色，并增加挡板保护隐

私。不少学校还将厕所环境美化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在湖州艺术与设计学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设计了别具一

格的标识；吴兴区织里镇晟舍小学结合“织里书船”起源地，

在厕所外墙装饰“木质书签”式名言警句；吴兴区仁北幼儿

园在厕所内放纸巾的布袋上绘制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元素，

于细微处浸润传统文化。

3年来，全市共完成114所学校的厕所改造。接下来，

湖州还将继续做好学校厕所改造提升工作，帮助各学校完

善厕所运行管理机制，督促学生养成文明习惯。

义乌全面提升教师书法基本功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日前，义乌市千名教师书法培

训启动仪式在绣湖小学举行，这标志着《义乌市中小学教师

书法素养培育方案》正式落地。首批20所中小学将陆续在各

自学校开展书法专题培训。

该方案计划通过2~3年的努力，对全市60%以上中小

学教师进行为期一学期以上的书法书写和欣赏专项培训，

营造中小学教师全员学习书法的氛围，实现全市中小学教

师书法素养明显提升，打造浙中乃至全省、全国书法教育人

才高地。

培训采取现场集中教学、数字资源教学、学员平时练习

与书法作品展览相结合等方式展开，其中现场集中教学时间

贯穿一个学期。班级组建将以学校为单位，以全校语文教师

为主体，吸收部分其他学科教师。书法特色学校倡导教师全

员参与，规模较小的学校可自主组建区域共同体，条件成熟

的单位或区域共同体可分设基础班、提高班。每所学校聘请

一位书法名家为授课教师，另聘一位有书法特长的本校教师

为培训班书法日常督导。

为确保培训工作的扎实推进，义乌市教育局、教育研修

院、教育工会还联合成立中小学教师书法素养提升工作指导

小组，统筹协调专项培训与书法学习、交流、展示、指导等工

作，适时举办市级层面书法骨干培训班，开展教师书法技能

比武、书法作品展览、书法课堂教学展示、书法特色学校评选

等活动。

节假日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连日来，台州市
路桥区螺洋街道交警会同党团员志愿者、村社网格员一
起走进辖区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开展“预防交通事故，
守护祖国花蕾”交通安全宣传主题活动。

（本报通讯员 蒋友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