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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季 颖

双手紧握无人机遥控器，小声念

叨着操控要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

中心初级中学初一学生曾丹丹虽然

之前见过无人机，但这是她第一次动

手组装并操控无人机。“这样的飞行

体验太奇妙了。”她说。3月3日下

午，云龙镇中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

堂无人机课。

这堂无人机课是宁波市鄞州职业

教育中心学校无人机专业负责人崔海

龙带领团队进行的，一天前他还给鄞

州区云龙镇甲南小学四年级学生上过

一堂无人机操控体验课。去年11月，

在宁波市教育局的部署下，在宁波市

劳动教育指导中心的组织协调下，地

域相近的鄞州职教中心、鄞州区云龙

镇教育辅导研究室、云龙镇中学、鄞州

区王笙舲小学教育集团、甲南小学组

建了宁波第一个劳动教育共同体——

鄞州区云龙劳动教育共同体，共同探

索职业启蒙教育，构建小学、初中、职

高“学段衔接”的职业启蒙课程体系。

“青少年无人机创客”正是共同体职业

启蒙教育的第一个项目。

宁波市教育局体艺劳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学生

获得初步的职业体验，形成初步的

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工业生产劳动、

新技术体验与应用、现代服务业劳

动、农业生产劳动是与经济产业、行

业职业密切相关的“职业性劳动”，

也是义务教育段学生劳动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宁波各中小学校

普遍开展的劳动教育，大部分内容

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劳动、生活劳

动、非遗制作等传统劳动方面。“组

建劳动教育共同体，可以充分发挥

职高的设施资源、教师资源、课程资

源和校企资源优势，共建义务教育

段劳动教育新体系，更好地发挥劳

动教育‘职业天赋挖掘评价、职业生

涯启蒙规划、劳动技能培育深化’的

功能。”该负责人说。

云龙镇中学副校长姚定达介绍，在

以传统工艺制作为主的劳动教育课程

基础上，学校正在开发生产型劳动教育

课程，但苦于缺师资、少设备，课程开发

进展缓慢，云龙劳动教育共同体的成立

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共同体成立后，

根据小学、初中提出来的需求清单，鄞

州职教中心第一时间梳理了校内资源，

第一批推出了数字经济产业的“青少年

无人机创客”、智能制造产业的3D打

印等7个义务教育段劳动教育技能项

目，重点面向工业生产劳动、新技术体

验与应用、现代服务业劳动。

同一门劳动课程，同时面向中小

学生，既要兼顾普适性与特长性，又

要兼有个性化发展与全面发展，因此

云龙劳动教育共同体采用“三级课程

体系、三轮培育机制”。每项技能的

第一级课程为普适性课程，大多数学

生都可以体验感受；通过第一轮评价

筛选出适合该技能项目的部分学生，

可以进行第二级课程的学习训练；通

过第二轮评价筛选出对该技能项目

有特长的部分学生，可以进行第三级

课程的学习训练。“每名学生可以体验

多个劳动教育技能项目，从中找到真

正喜爱的劳动技能进一步开展专业

化、技能化学习。同时，学校对学生进

行劳动素质评价和数字画像，从而发

现、培养一批劳动技能‘特长生’。”云

龙镇教辅室主任何立民说。

“在设计无人机课程时，针对中

小学生各有侧重点，小学生更侧重

于激发学习兴趣，以无人机组装和

操控驾驶为主，中学生在此基础上，

更强调职业启蒙教育，课程中加入

了无人机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内容。

在教学设备上，我们会选择容易操

控，兼具安全性和性价比的飞行

器。”崔海龙说。云龙镇中学初一学

生夏羽可本就喜欢驾驶无人机，通

过课程的学习了解到无人机可以运

用到军事、农业等多个领域，激发了

更大的学习热情。课后，在课程体

验自我评价表上，夏羽可写下了今

后愿意参加后阶段无人机课程学

习，从事无人机工作的意愿。

当天的无人机体验课上，还有4

名学生助教的身影。学生助教不仅

负责给学生进行飞行演示、指导，还

要负责录制教学视频。录制的教学

视频将供云龙劳动教育共同体的劳

动课教师学习使用。“职高教师的时

间精力是有限的，为实现课程的可持

续性，学校劳动课教师的培训也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中。”甲南小学校长罗

静伟说，经过几轮培训，该校劳动课

教师已基本具备了独立进行无人机

课程教学的能力。

□张纯纯

组织学生给母亲送一束

花，或是给女教师送一份手工

礼物，这是很多学校举办妇女

节活动的标准模式。然而，这

样的活动内容“移植”到母亲节

或是教师节，似乎也未尝不

可。校园里的妇女节到底怎么

过才能不流于形式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

回答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何为

妇女？何为妇女节？

法律规定，年满14周岁的

女性即是妇女，并不是所谓的

年长、已婚的女性，更不能窄化

成“母亲”“妻子”等家庭角色。

一旦“妇女”一词的含义被狭隘

化，就会导致妇女节的纪念意

义被消解。妇女节的全称是国

际劳动妇女节，最初起源于20

世纪初北美和欧洲的劳工运

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接受

教育、争取就业到为自我发声、

打破刻板偏见，妇女节一直提

醒着女性要不断争取属于自己

的权益，实现性别平等。

这就意味着，当一所学校

举办妇女节活动时，完全可以

扩大参与者的范围，让更多的

女生深度参与到节日中来，特

别是年满 14 周岁的女生。这

个年龄段的女生正处于青春

期，有了性别意识的觉醒，对未

来的职业规划也有着美好憧

憬，优秀的女性榜样正是她们

所需要的。一场导向正确的妇

女节活动能成为她们特别的

“成人礼”。

在这场“成人礼”上，她们可以学习敢于争

取的自信，那是“燃灯校长”张桂梅教给女子高

中学生的校训“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

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

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

夫”；她们也可以感受敢于争取的勇气，那是中

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面对的更广阔的天空、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一株济世草与一颗

报国心、是在各个领域闪闪发光的女性以涓滴

之力汇成的磅礴伟力。

这些都是她们未来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生

活挑战时的底气。因为作为平视的一代，她们

需要的不仅仅是看见“她”力量，而是有朝一日

可以成为“她”力量，能够在经济发展的主战

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

上书写自己的聪慧、坚韧与勇毅。

与此同时，妇女节活动也可以成为学校性

别平等教育的最佳载体。2021年，国务院印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在“妇

女与教育”领域提出“大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

全面推进”“促进性别平等教育融入学校教学

内容、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近年来，不少中小学校虽已意识到性别平等观

念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找到

合适的载体，更没有相应的课程体系。

开展全员参与的妇女节活动，让男女平

等、相互尊重成为每个人从小习得的常识，成

为每一个公民的必备素养。在春天的妇女节

里播撒的种子，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之树。

奔赴“职场”的飞行之旅
宁波鄞州区云龙劳动教育共同体探索职业启蒙教育

我们的劳动课“秘籍”

Q：记者

A：云龙镇中心初级中学副校长 姚定达

Q：劳动教育共同体建立后，中小学和职
高该怎样开展合作？
A：从角色分工上来讲，职高是劳动教育

共同体的核心，为中小学提供实训场

地、师资培育、课程开发、方向引导等；

中小学要做好对接，积极参与劳动技能

项目筛选、课程开发、教师培训等各个

环节，将小学、初中、职高连成一条线，

才能构建起全面而完整的职业启蒙教

育体系。

Q：进行义务教育段学生职业启蒙教育，
应注意哪些问题？
A：让义务教育段学生提前进入“职场”

很有必要，中小学生尤其是农村学校的

学生对职业的认知往往很模糊。学校

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职业生

涯规划意识，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职

业体验机会，挖掘学生的职业天赋，帮

助学生发现真正喜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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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静远

无人机起飞登陆“火星”，智能车进

入模拟新能源场地运行，机器人和着匈

牙利舞曲摆动手臂开始跳舞……如果

你在现场，一定会被丽水市莲都区刘英

小学的“人工智能世界”吸引，忍不住想

上手试试。

“学校从2018年开始探索人工智

能教育，提出课堂普及教学与社团教学

相结合的课程模式，并在其中融入创新

元素，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校长付永飞

说。得益于此，刘英小学成为青少年人

工智能核心素养测评共建示范校、省

“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和省教育机器

人教学示范学校。

创新成为课程主旋律
学校信息技术教师王剑欣喜地发现，

近年来，学校的创新成果变多了，国家级

比赛获奖学生有6人次，省级比赛获奖学

生已逾50人次。“原先学生想在人工智能

上有所突破，但不知从何入手，学校就依

托社团，在课程中融入创新元素。”

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刘英曾于抗日

战争期间在该校所在地从事革命工作，留

下了肩挑银圆的廉政故事，为弘扬革命精

神，学校以此命名。因此，在机器人社团课

上，王剑引导学生在设计中融入红色文化，

利用编程制作出刘英肩挑银圆的作品。

机器人社团在每周三开课，学生们

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完成各种

创意机器人的设计和制作，开启人工智

能探究之旅。六年级学生魏子皓表示，

社团课程内容紧跟时代发展，非常吸引

人。在新能源发达的今天，他和小伙伴

一起，让一辆TAI智能车开进了模拟工

地。该工地由于存在辐射元素，人员不

宜进入，智能车可以进场完成一些困难

工作。

机器人社团还实行了分层教学。

付永飞介绍，初级课程主要面向低段学

生，激发他们对机器人的兴趣；中级课

程是学习机器人的基础知识，侧重培养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主动解决问题

能力；高级课程则主要培养创新意识。

“教师们从社团中选拔在这方面有特长

的学生，并进行重点培养，使之成为‘科

技新苗’。”

目前，刘英小学开设了Scratch编

程、虚拟机器人、人工智能等5门社团

课。与此同时，在课后托管服务中，学

校又开设了Paper机器人、MakeX机

器人、能力风暴机器人、TAI智能车无

人驾驶等 4 门课程，极大地丰富了

“X”课程。

走进生活的人工智能
束雨泽是该校六年级学生，从三年

级开始就接触人工智能。在提倡垃圾

分类的当下，他发明了一款智能垃圾

桶。“我在这款智能垃圾桶上安装了摄

像头，它会自动识别垃圾袋颜色，当垃

圾没有‘对号入座’时，桶盖不予打开，

而且还会温馨提醒应投入到哪个相应

的垃圾桶。”说起这款垃圾桶，束雨泽很

是自豪。

“在学校举行的蓝色幻想童玩节、

‘我是小小发明家’等各类活动中，涌现

出很多学生的创意作品，这款智能垃圾

桶就是其中之一。”信息技术学科组组

长方秀华说，在普及人工智能教学中，

学校鼓励学生大胆创新，充分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培养开放性思维。

四年级学生周梓晨是人工智能的

“发烧友”，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家利用乐

高搭建各种创意作品，父母也很支持他

的兴趣爱好。周梓晨正在构思设计一

款远程监控摄像头，在发生火灾时，可

以帮助消防员定位到具体房间，停在火

灾大楼旁的消防车可以安装机械手臂，

帮助移开压在被困者身上的重物，方便

救援。

“日常教学中，我们在鼓励学生大

胆创新的同时，也引导他们紧贴生活实

际，学会运用不同理念和方法去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方秀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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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身穿亮黄色背心的“小小快递员”成了
桐乡市振东小学校园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在
图书室负责教师的指导下，他们对报纸进行细致
的分拣并提前熟悉分发线路，在最短的时间内顺
利完成分发工作。据了解，这是该校劳动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的又一新举措，让学生们在职业体验
中，培养起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

（本报通讯员 朱新良 吕香芬 摄）

丽水市莲都区刘英小学：与人工智能面对面

春天里 植希望

临近植树节，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校长邬磊磊
和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的学生们共同在校园里种下
了一棵新树。学生们在心愿卡上写下自己的期待，挂在
树梢，校长寄语他们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用奋斗来迎
接青春梦想的绽放。据悉，自2021年9月以来，北仑职高
已先后接收两批共30名凉山州美姑县学生来校就读，这
些学生将在北仑职高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习。

（本报通讯员 葛飚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