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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季 颖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天台县石梁

学校。还没到校门口，远远就听到校园

里传来学生们欢快的笑声。

这里的师生自信又忙碌：学生自编

自排的小品，不用彩排就能大方地展

示；教师步履匆匆，有的要去找山下的

师傅“取经”，有的在尝试设计更多元的

课堂形式……

从与教共体合作单位深度融合到

“青蓝工程”，再到跨学科主题教学，城区

教师王影到石梁学校任教后，就像是一

条鲇鱼搅动了一池春水，这里的校园悄

然发生着变化。

“山不过来，我便过去”
虽然在石梁学校任教不过一年多，

但是王影与学校的缘分已有13年——

2011年，因为省教育厅教研室组

织的一次送教活动，王影第一次来到石

梁学校；

2014年，天台县成立王影名师工

作室，王影开始到石梁学校送教，后来

还把工作室搬到了学校；

2020年，王影任职的天台县实验

小学与石梁学校组建了教共体，她与石

梁学校的交流就更为频繁了；

2021年，随着教共体学校间的深

度融合，石梁学校当时的一年级学生被

安排到实验小学上课，这批学生正好是

王影带的……

每次送教上山，从山脚到学校，王

影都要七拐八拐走上19公里的盘山公

路。走的次数越多，这条山路就越发与

她记忆中的上学路重合。农村长大的

王影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小时候都

是外婆挑着扁担走山路送她上学的。

“教育如山、学生如山、未来如山，

要让更多山里娃走出大山。”王影说。

“山不过来，我便过去”的想法由此落地

生根。去年8月，王影得知有机会到石

梁学校任教，她主动向县教育局递交申

请。来到学校不久，王影发现学校的留

守儿童不在少数。在她的建议下，学校

建立了“爱心妈妈”关爱制度。

这样的建议源于王影自身的留守

儿童经历。小时候的王影与多数留守

儿童一样，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自己

总是期盼着过年，因为只有在春节才最

有可能见到父母。“尽管有外公外婆的陪

伴，但还是期待父母的爱。”幸运的是，孩

童时的王影遇见过很多有爱心的教师，

他们给予的无私的爱温暖着她。

儿时的经历与长期的教师工作都

让王影坚定，“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家

的温暖”。在节假日，她常会邀请学生

到家里做客，下厨做拿手好菜，还会带

学生逛博物馆拓宽视野。在王影的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到“爱心妈

妈”“爱心爸爸”队伍中。

“要让教育有光，让学生有梦”
在采访过程中，当记者问到石梁学

校的学生最缺什么时，“自信！”王影脱

口而出。

2021年，王影还在实验小学福溪

校区任教时，学校要组建合唱队，她班

上来自石梁学校的学生中有个小姑娘

唱歌特别好听，就邀请她加入合唱队。

但让王影没想到的是，小姑娘当场就哭

着说自己害怕，不愿意参加。在大家的

鼓励下，小姑娘才鼓起勇气加入合唱

队。后来，小姑娘越唱越自信，还代表

石梁学校参加县里的小歌手比赛并获

得了一等奖。

王影告诉记者，在石梁学校，这样

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不自信，没有见

过广阔的世界。“要让教育有光，让学生

有梦。”她说。

在王影看来，乡村教育最大的魅

力来自乡土文化，山里娃最大的自信

也来源于乡土文化。她利用学校地处

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优势，打开学校

“围墙”，设计以乡土资源为学材的自

然美学课程，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

在石梁飞瀑旁，学生在语文教师的朗

诵中，亲身感受“问我今何适？天台访

石桥”中的石桥（即石梁）；在华顶山

上，学生在美术教师的指导下，用画笔

描绘诗中“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

的天台山……

扎根乡土的自然美学课程滋润着

学生们的心田，他们把生活点滴、四季

变化都写进诗中：当看到秋日落叶时，

他们写“梧桐树抖落了树叶，积就了一

条金色的地毯铺满了小路”；在夜晚的

草丛里看到蚂蚱，他们写“蚂蚱跳着舞

唱着优美的歌，小草扭着身体在为蚂蚱

伴舞”；等等。“学生在写诗的过程中变

得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富有想象。”王影

欣喜于学生们的成长。

除了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王影还

想方设法为学生搭建多元成长平台。

学生缺少展示的平台，每周一上午的大

集会成了学生的固定表演时间，节目编

排以学生为主，每个班级、每名学生都

要参与；拓展课程不够丰富，今年又新

开设了茶艺、葫芦丝、科学小实验等4

门课后拓展课程；阅读面有待拓展，就

打造了智慧化阅览室，丰富图书资源，

要求学生每天阅读半小时……

就这样，石梁学校的学生越来越自

信，开始探寻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

《有趣国度》中的世界：这是个有趣国

度，所有东西都很奇妙，在世界的某个

角落有个地方在等我……

“大家牵起手来‘爬山找路’”
几乎每个周四，石梁学校科学教师

陶亚丽一吃完午饭就会急匆匆下山，她

要去实验小学福溪校区找师傅李钟富。

“一个下午，前两节课听师傅上课，

第三节课师傅给我上课，这样边听边解

决问题的学习方式让我很受益。”陶亚

丽说，“因为‘青蓝工程’，在师傅的引导

下，我学着与自己的课堂对话，探索课

堂更多可能性。”最近，她正在尝试利用

小班化教学的优势，带领学生走出教

室，边实践边教学。

然而，去年陶亚丽还在为小学部只

有3位科学教师且分属不同年段，教学

上找不到合适的交流对象而发愁。她

坦言，这些年，学习的机会并不少，名师

送教上山、县里组织的教研活动等，但

这些活动很难关注到每一位教师的课

堂，而且山上教师少，无法成立教研组，

连集体备课都很难做到。在石梁学校，

其他学科教师也存在着同样的困扰。

教师们专业成长面临的困难，王影

看在眼里，也迅速行动起来，“大家牵起

手来‘爬山找路’”。她利用身边资源，

挖掘教师跟岗学习的机会，发起“青蓝

工程”，摸索乡村教师的成长路径。教

共体合作单位天台县赤城中学、实验小

学成了教师成长的平台，初中部教师都

到赤城中学跟岗学习，小学部教师每周

一到实验小学参与集体备课；每周一的

教师会专门留出20分钟用于教师业务

交流，每周五的啃读坊现场随机抽取教

师分享读书心得；市里、县里上公开课

的机会公开竞争，能者上、庸者下……

“乡村教师的成长，不仅要给教师机会，

更要转变教师的观念。”王影说。

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

成的。陈统法在石梁学校任教已有29

年，他告诉记者，刚开始，部分教师有畏

难情绪，“但是王老师用自己的行动和

业务能力让所有教师心服口服”。陈统

法说，王影平时吃住都在山上，办公室

的灯总是关得最迟，早上又是最早出现

在教学楼。

一年多过去了，石梁学校教师都有

了各自的收获：陈蓓蓓被评为市教学能

手，王泽峰获得市教坛新秀称号……

前不久，王影被评为全国模范教

师。这位从大山里走出来的乡村女教

师又回到山里，她用执着的信念担起一

座山的娃，探索乡村教育的无限可能。

浙阿青少年
共同感受诗词之美

本报讯（通讯员 陆斯超 陆雪婷）11月9日

至10日，“品中华诗韵 做强国一代”第三届浙阿

青少年中华诗词大赛巅峰赛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融

媒体中心举行。

本次巅峰赛分为诗词吟诵展演和诗词竞答现

场赛两个赛段。诗词吟诵展演赛段，选手们以诵

读、舞蹈、书法、情景表演等形式，沉浸式、立体化

展现经典诗文中的意境。诗词竞答现场赛赛段设

有必答题、抢答题、创意知识题和飞花令4个环

节，浙江各结对学校也组成场外支援团，共同为团

队争夺荣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高级中学学生茹祥

云所在的“坐忘乾坤队”，在此次巅峰赛上获得了

特等奖。茹祥云说：“感谢诗词大赛给我们搭建了

一个展示平台，我从本次比赛中感受到了诗词之

美，以后要多加积累，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比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1个、一等奖2个、二

等奖3个、三等奖4个及优秀组织奖。观看巅峰赛

网络直播人次超117万。

永康举办中小学生
科技创新展示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周安淇）11月8日至10日，

永康举办了以“五金科技 引领未来”为主题的市

中小学生科技创新展示活动。

活动现场，永康市第五中学、实验学校等10

余所中小学校选聘了一批科学副校长，将为学校

的科学教育提供支持。目前，永康已实现全市中

小学校科学副校长全覆盖。本次科技创新展示活

动共设置了30多个展位，吸引了本土11家知名企

业、全市12个义务段教育集团，以及浙江师范大

学、永康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单位的积极参与。各

教育集团展区收集了来自全市中小学生创意制作

的小发明作品2000余件，涵盖物理、化学、五金工

艺等多个领域。

永康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陈业根表示，青

少年科创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市教育局将

依托“一年四节”的开展，结合本土五金文化特色

与科创资源，统筹推进“五金科学+”大科学教育六

大行动，为中小学生提供更好的科学教育资源和

创新平台，为培育更多具有科技创新精神的人才

奠定基础。

杭州滨江区
推出“老少共学”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 孟 娇 王 宇）“这是我第

一次操作无人机，太有意思了！”最近，沈奶奶和孙

子一起爱上了无人机课程。

这是杭州市滨江区老年大学今年新开设的

家庭型学习课程——“老少共学”结对课程。跟

其他课程不同的是，老年人和孩子可以结对报名

参加课程学习。在课程设置上，滨江共推出象

棋、无人机两门结对公益课程，共计30对“一老

一小”报名参加。在上课时间安排上，考虑到老

年人接孩子、陪孩子的需求，该课程错开孩子上

学时间，让老年人放下担子，安心上课。在滨江

区教育局社区学院相关负责人看来，结对课程为

滨江“一老一小”幸福路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即利

用数字化课程探索“老少共学”的文化模式，这样

不但能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给予更多老年

人探寻学习新事物的机会，兼顾“一老一小”，营

造共学的良好氛围。

据悉，下一步，滨江将以家庭教育为核心，构

建滨江青少年家庭教育活动中心，推动老年人的

终身学习纳入家庭教育体系，让教育由“小”及

“老”、惠及全民。

师者拔群师者拔群师者拔群师者拔群
熠熠生辉熠熠生辉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重返大山，探索乡村教育的无限可能
——记全国模范教师王影

11月9日至10日，浙江农林大学举行生态
嘉年华活动。其间，开展了生态市集、生态巡
游、生态研学、生态闪拍等生态主题活动，数万
名师生、市民在生态体验中根植生态理念。图
为生态市集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赵博雅 柯 健

在刚刚结束的2024年世

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

夺赛工程测量赛项中，来自绍

兴市中等专业学校的4名学生

王锦宇、沈壕杰、王星宇、程乃

亮组队参赛，斩获金奖第一名，

顺利取得该赛项的排位赛资

格，这也是学校在今年的世界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拿到的第

二张排位赛入场券。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近年

来绍兴中专坚持以培育“金鹰

工匠”为目标，在提升学生专业

技能的同时，也重视对其职业

素养和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

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进行了赛制改革，要求从

技能水平、职业素养、应用价

值、团队合作、创新创意5个方

面考核参赛团队的综合素养。

参赛队伍需要根据工作任务，

同步进行技能操作和现场讲

解。其中，技能操作重点展示

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规范程

度以及解决技术难题的创新能

力，现场讲解主要介绍总体思

路、技能要点、主要成果、项目

创新等。争夺赛以团队完成完

整的工作任务为标准，限时1小

时，要求在技能操作的同时，对

关键技术环节安排适当讲解。

面对大赛赛制改革带来的

挑战和机遇，学校通过搭建“培

根·向阳”大思政育人体系，以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等引领学生自律自立自强，带

动学生争做“五好绍小立”，为

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在技能竞赛方面，学校

充分利用“技能”这一支点，实

践师生共成长之路径，助力师

生可持续发展。同时，学校还

通过校企共建师资“流动站”、

共育“金鹰匠师”，将金牌教练

凝聚成“肯专研、能创新、会融

合”的新型教师团队，实现教学

改革新突破。此外，学校还积

极创新金鹰数字工匠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

教，将技能竞赛优势转化为大

众资源，实现“竞赛培养师生—

教师带动团队—团队促进改

革—成果辐射全国”的金牌效

应，为此次参加世界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做了全方位的准备。

据悉，2024年世界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中职

组全部赛项已落下帷幕，全国

有46所中职学校入围排位赛。

其中，绍兴中专在水利赛道节

水系统安装与维护赛项和工程

测量赛项中均进入排位赛，是

全国唯一一所有两个排位赛项

目的中职学校。

绍兴中专获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项排位赛资格

图为学校学生在工程测量赛项比赛现场。

图为两个金牌团队赛后合影留念。

校园里的生态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