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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舍友、科任教师、班主任、心理教

师等的鼓励和支持，不仅缓解了我的

压力和焦虑情绪，也让我学会用更加

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挑

战。”嵊州市黄泽中学高一（8）班学生

王嘉会在最近一次心理咨询活动中，

分享了这学期以来自己的感受。

近年来，黄泽中学坚持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打造心理危机预警“网

格管理”模式，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和分

级管理全面提升学校服务师生成长的

能力，努力提供高质量和个性化的心

理健康教育服务，不断提升学生心理

健康素养。

一个不落，心理测评全覆盖
沙盘游戏室、心理宣泄室、心理咨

询室、心理放松室……早在2002年，

黄泽中学便配备了这些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的专业场所，并在全市率先建立

起省级心理辅导站。

“作为一所乡镇普通高中，我们在

20多年前就建立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

场所是很难得的。”校长黄萍自豪地表

示，从那时起，学校就十分重视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面向各年级学生开设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定期邀请心理学

专家作专题讲座，开展丰富多彩的艺

术节、体育节活动，着力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每学期初，各班主任都会利用开

学第一节班会课，面向所有学生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帮助学生调适开学情绪，以积极的心

态迅速适应开学生活。

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加全面地掌

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学校采用心

理测评问卷、重点访谈摸排和精准评

估干预相结合的方式，对全体在校学

生进行心理普查，实现心理测评100%

全覆盖。“测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将

根据学生情况分类制订一般关注、特

殊关注和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方案，建立‘一生一档’。”副校长方忠

介绍，对于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学校

会重点关注，并将情况反馈给班主任

和家长，开展心理辅导并加强日常观

察；针对体质特殊、心理特殊、行为表

现特殊、家庭情况特殊的“四特”学生，

学校会制订个性化帮扶方案，及时进

行预警、干预和转介。

精准帮扶，打造心理健康防护网
考虑到“四特”学生分散在不同年

级不同班级里，校安全管理处主任李

付强便和政教处主任马祥祥提议，实

施心理危机预警“网格管理”模式，通

过彻底摸排、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方

式，精细化建档帮扶“四特”学生。

学校构建了“舍友—心理委员—

科任教师—班主任—学校行政—‘五

老’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队伍”7级

心理危机预警防控网格。根据“四特”

学生的需求和意愿，学校为每名学生

安排了一名亲近的同学为舍友，鼓励

他们与同宿舍好友聊天、共享生活的

点滴。每个班级专门安排一名心理委

员，定时观察并上报班级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对“四特”学生发挥积极的干

预作用。“四特”学生可以挑选一位亲

近信任的科任教师结对，定期交流和

倾诉。每一位班主任都要持续跟进

“四特”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学校每一位负责

行政工作的教师，都要结队帮扶一名

“四特”学生，每月至少与结对学生进

行一次谈心交流，每学期与家长进行

至少两次电话沟通、一次家访。专门

安排一位“五老”辅导员积极参与“四

特”学生的教育管理。建立一支由13

位教职工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邀请省学生心理诊疗与研究中心专家

赵国秋和傅素芬担任顾问，对“四特”

学生共同进行危机干预。

“网格管理”工作队伍形成之后，

学校定期邀请校外心理健康专家开展

心理健康培训，不断提升工作队伍素

质能力。同时引导心理健康专职教师

和具有心理健康教育资格证的教师对

各层级的网格员进行集中培训和活动

锻炼，提高帮扶“四特”学生的工作效

率。目前，学校127位教职工中，持有

心理健康教育A证的4人、B证18人、

C证94人，持证率超过90%。

“学校利用心理健康筛查把全校

学生都囊括在管控范围内，通过‘网格

管理’对‘四特’学生实现精准帮扶，这

样基本上构建起严密的心理健康防护

网络。”方忠说。

家校共助，营造协同育人环境
“网格管理”模式在学校推行一个

学期后，马祥祥惊喜地发现，“四特”学

生和同学、教师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

越来越愿意敞开心扉，并且更会主动

寻求帮助了。“大部分‘四特’学生经过

心理辅导和干预治疗，在心理健康复

查回访时都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好转，

其中就包括我结队帮扶的小瑜。”他欣

慰地说。

小瑜经常表现出焦虑和心情低落

等症状，并且在半夜惊醒，夜不能寐。

马祥祥知道结对帮扶的小瑜有这些情

况后，经常主动和小瑜谈心，详细了解

小瑜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耐心倾听并

且开导他。渐渐地，马祥祥知道了由

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缺乏亲情交

流互动的环境中，小瑜的学习压力无

法疏解，逐渐形成了心结。于是，在开

解小瑜的同时，马祥祥还经常与其父

母沟通，提醒他们在工作之余多关心

小瑜，并请专职心理教师来指出他们

在家庭教育中的问题，给出意见和建

议。经过马祥祥的努力，小瑜的父母

终于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积极配

合改进。几个月之后，小瑜和父母的

关系有所好转，他也逐渐和马祥祥成

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焦虑和低落的

情绪都得到明显的缓解。

“学生心理问题的背后，往往是育

人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或学生的成长环

境出了问题。”黄萍说。针对这种情

况，学校经常在家长会上邀请心理健

康教育专家或者心理辅导员，给家长

带来专业的心理讲座，帮助家长提高

心理指导力，努力营造重视学生心理

健康的浓厚氛围。

“每次听讲座都会有新的收获，

也对孩子更加了解。”高二（5）班学生

陈凯的妈妈王琳在最近一次家长课

堂结束后表示，“作为家长，我们真的

要放下架子，跟孩子好好沟通相处，

多一点倾听，少一点教育，让孩子健

康成长。”

杭州市临安区实验初中：
学生手绘好老师新年台历

本报讯（通讯员 金志刚）1月25日，杭州

市临安区实验初级中学举办了“我心目中的好

老师”台历制作活动。

学生们用真实的素描、生动的速写、风趣

幽默的漫画等形式展现了各种有关教师的故

事，表达他们对心目中好老师的尊重与敬

仰。“见识多广，讲信用，幽默和蔼，赏罚分

明。”“有好的教学方式，能激发学生对知识的

兴趣，授人以渔。”……除了手绘画像，学生们

还认真写下“评语”，向更多人介绍自己心目

中的好老师。

据了解，本学期，学校开展了“我心目中

的好老师”的文字画像征集、教师征文，以及

家长票选心目中的好老师等一系列活动。学

生也将这些活动中的优秀内容作为素材，设

计到新年台历上。

校长严科君表示，将把学生们制作的台

历批量定制，赠予全体教师作为新年礼物，既

送上学生们对教师的真挚祝福，也激励教师

接下来以更高的标准铸师德、更严的要求强

师风。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惠 鲍 芳）
1月25日，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中

心小学的15名学生来到天一阁完成最

后一堂沉浸式实践课，获得“小小古籍

修复师”课程结业证书。他们是天一阁

文物修复中心和学校联合培养的首批

学生古籍修复师。

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自明代传承

至今，已形成地域特色鲜明的独特技

艺。2020年，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天

一阁获批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所，古籍修复师王金玉受聘成为国家

级传习导师。自此，天一阁跻身古籍修

复的“国家队”。

依托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这一古

籍修复领域“标杆”。从本学期开始，萧

王庙小学邀请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精

心打造了“小小古籍修复师”课程，让学

生们通过“初识阁中古籍”“切脉古籍病

因”“辨识修复工具”“修补一页古籍”

“探秘修复中心”等5项主题实践活动，

以观看视频、聆听教师讲解、观摩教师

示范、动手制作等方式系统了解古籍修

复的意义和过程，感受传统技艺的匠心

之美。

在天一阁文物修复中心，小小古籍

修复师们走进手工纸展示区，看到了

50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的手工纸；在古

籍修复室，他们和正在修复馆藏善本的

修复师互动，感受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在纸张实验室，他们用显微镜观察

各种纸张的纤维，从科技的角度了解保

护藏书的重要性。

学生何爱珍表示，通过一学期的学

习体验，自己了解了古籍保护和修复

的相关知识，明白了古籍作为知识、文

化的载体在历史传承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这一系列古籍修复课程让我们终

身难忘”。

宁波市奉化区萧王庙街道中心小学：

小小古籍修复师“出师”了

本报讯（通讯员 周佳男）近日，安

吉县报福小学与浙江农林大学、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教育（杭州）专业区域中心

等5家单位合作，在学校建成“两山”少

年农科院，开展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育

苗行动”，迈出乡村小学响应国家对农

业科技教育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探索

的第一步。

据了解，报福小学地处安吉县西南

山区，有12个教学班级、446名学生和

27名公办教师，是一所典型的山区乡村

小学。规模虽小，但学校对农业科技教

育动足了脑筋，通过特色课程让学生经

历种子培育、种植、改良、储存等作物全

周期生长过程，使他们了解更多的农业

科学知识，从小培养对农业科技的兴趣。

少年农科院成立当天，浙农林大的

博士生就带领学生们进行了一系列教

学、种植、科研等实践体验活动。学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少年农科院将

积极开展劳动体验、科学观察、科研创

新等实践，让学生掌握更多农业科学知

识，为形成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

体打下基础。

山区校成立“两山”少年农科院
安吉县报福小学普及农业科学知识

嵊州市黄泽中学：

“网格管理”呵护学生心灵

1月 26日是2024年春运启动第一
天。缙云县七里小学组织师生在缙云西
站开展了“新春送祝福，温暖回家路”活
动。学生们以“龙年新春”为主题制作了
剪纸和3D打印作品，送给正在候车的旅
客，把新春祝福传播到千家万户。图为学
生将《龙腾四海》剪纸作品送给外国旅客。
（本报通讯员 朱科静 杜益杰 摄）

新春送祝福
温暖回家路

嘉兴南湖实验学校：
期末奖状“自己贴”

本报讯（通讯员 姜 贤）每到期末，奖状

无疑是学生最大的期待。怎样才能做到让每

个学生都被看见，真正发挥奖状对所有学生的

激励作用？日前，嘉兴南湖实验学校的学生们

都收获了“自己贴”的奖状。

本学期，嘉兴南湖实验学校对期末奖励进

行了调整，一张名为“彩虹少年荣誉证书”的奖

状应运而生。该荣誉证书由与红、橙、黄、绿、

青、蓝、紫七色相对应的“心向党”“能自强”“爱

劳动”“会生活”“重礼仪”“敢创新”“善学习”7

枚勋章组成。学生们对照开学初讨论公布的

评价标准，在教师的陪伴下，自己动手在奖状

上贴上小勋章。许多学生都能通过一学期的

努力集满7枚勋章，成为光荣的“彩虹少年”；略

有不足的学生也能在某几个单项上有所收获，

而不至于“两手空空”。

不少学生表示，给自己贴勋章做奖状的过

程既光荣又享受，更有许多没集齐所有勋章的

学生暗自下定决心，要奋发向上，“夺回”失去

的勋章。

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
冬季跑操火热进行中

本报讯（通讯员 朱天阳 张雅心）近日，

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开展了冬季跑操成果展

示活动。随着“跑步——走”的口令响起，全体

学生抬头、挺胸、曲臂、跨步，以班级为单位，整

齐有序地奔跑起来。

在铿锵有力、节奏明快的音乐声中，学生

的每一个动作一丝不苟，铿锵有力。队列跑后

是花式跑操。师生们在统一的指令下，有条不

紊地跑出了特别的字样，寓意着大家对新一年

的美好期盼。

据悉，跑操活动是学校大课间的特色活

动。每天，大课间铃声响起，各班体育委员迅

速组织学生整队，以整齐的队伍有序入场，站

在指定的位置，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准备起步。

入冬以来，学校更是强化组织，推出冬季跑操

方案。

校长周教明表示，体育工作是学校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基础工

程。学校将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体育的育人功

能，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让学生在运动中挥

洒汗水、磨炼意志、享受快乐。

近日，10多位漫画家齐聚遂昌县实验小
学，与学生共赴一场欢乐的漫画之旅。“要会观
察，画漫画要胆大心细。”漫画家们的现场授
课让学生对漫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激起了他
们创作漫画的兴趣。图为漫画家为学生绘制
漫画像。

（本报通讯员 邝慧芳 叶艳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