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季 颖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89

E-mail：zjjyb1@163.com2 2025年7月11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陈嘉琦

7月 1日，在安吉县递铺港畔，

伴随着夏日清晨的徐徐凉风，一场

主题为“牵着蜗牛去散步”的迷你

马拉松融合活动启程。来自安吉县

第九小学的30名少先队员与育星

培智学校的10名特需儿童结对，组

成5支小队携手完成3公里的环形

徒步。

此次马拉松活动是安吉“融合

伙伴节”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促进普

通儿童与特需儿童相互融合、理解、

尊重，拉近彼此的距离，促进普特儿

童在融合中收获成长。近年来，安

吉通过定期举办普特伙伴融合活

动、重构普特学校空间布局、创新师

资队伍培养模式等举措，构建起尊

重差异、支持个体自然发展的融合

教育生态。

创设无痕融合空间
在育星培智学校和安吉县第三

小学之间，有一道连接起两校、名为

“星光驿站”的融合门。在这道门及

连通起两校操场的走廊上，装饰着

许多普通儿童与特需儿童在融合活

动中拍摄的照片及合作完成的各类

书画作品。“星光驿站”背后是安吉

在融合教育布局上的顶层谋划。

早在2019年，安吉就开始思考

如何通过改善融合教育布局，为普

特儿童创设良好的融合环境。安吉

县教育局特殊教育相关负责人戴海

香认为：“一个融合无痕的生态空间

有利于普特学校的交流互动，同时

也能创造更多普特儿童互相了解、

彼此接纳的机会。”

基于这一理念，安吉打破传统

隔离式的特殊教育布局，将育星培

智学校与安吉三小、安吉县体育中

心合建在城东最宜居的区块，实现

内部连通、资源共享。记者了解到，

育星培智学校方圆一公里范围内，

现在共有3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

初中、1所体育学校，自然形成了一

个普特融合教育生态系统，极大地

方便了融合教育活动的日常开展。

有了便于融合的物理空间布局

后，如何确保特需儿童在教育上能

得到科学且妥善的安置？为此，县

教育局联合卫健、残联、民政等部

门，先后成立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

医教康共同体，于每年4~6月为全

县近500名特需儿童开展发展能力

评估，确定教育安置形式。目前，安

吉已形成了轻度残疾儿童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中重度残疾儿童特校集

中就读及卫星班就读、极重度残疾

儿童送教上门的分类安置形态，并

倡导有条件的特需儿童尽量参与进

普特伙伴的融合中去。

融合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

免会遇到难题，“1+4+N”三级融合

教育体系应运而生。该体系由1个

县级特殊教育指导中心、4个片区资

源中心、N个校级学生融合成长支持

中心组成。当校级融合中心在特需

儿童的教育上犯难时，便可层层向上

求助，获得片区及县级中心“智囊团”

的支持。现在，三级融合教育体系已

覆盖安吉各级各类学校，为各学段特

需儿童的发展保驾护航。

建强融合师资队伍
要做好融合教育，离不开一支

专业的师资队伍。而安吉多元的教

师培养方式，成为其发展融合教育

的坚实底气。

作为安吉特教教师的“大本

营”，育星培智学校承担了主要的特

教研修活动。学校副校长宋丽姝告

诉记者，每周一晚上，学校举办特教

线上读书会，全体教师都需参与，研

讨相关专业书籍。此外，学校还定

期举办跟岗培训。去年，宋丽姝就

曾去当地妇幼保健院生长发育科跟

岗学习。在观摩的过程中，她对幼

儿在不同月龄五大领域的发展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在宋丽姝看来，县内各类特教

教师比赛对其专业成长助力最大。

每年，安吉都会依托省特教教师基

本功大赛，设置课堂教学、个案评估

等竞赛项目，培养出了一批专业骨

干教师。宋丽姝回忆道，入职初期，

正是一场场特教比赛“磨”出了她的

专业能力。去年，她再次参加了县

特教教师基本功大赛。在准备“个

案评估”环节时，她深入研习了儿童

动作、语言发展的核心内容，进一步

夯实了自己的专业基础。

与此同时，安吉致力让特教教师

带动资源教师成长，再由资源教师将

融合教育的理念、技能辐射到其他教

师，最终惠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特需

儿童。比如组织开展“融合月讲”活

动，每月一期，会聚县妇保院儿科康

复医生、特教教师、普通学校资源教

师等，通过骨干领学、专家点评、个案

研讨等形式，不断提升各校教师支持

普特儿童融合成长的能力。安吉县

递铺中心幼儿园资源教师陈依依便

是“融合月讲”培训活动的忠实学员，

一期不落地参加活动。“主讲者往往

以亲身实践为例，分享实用的教学方

式，这让我受益匪浅。”她说。

在融合中成长
“小阳（化名）是一名孤独症儿

童，一开始来园区读大班时，几乎不

与人交流……”对于学生小阳初来

学校时的状况，安吉县龙山幼儿园

负责人龚元旦记忆犹新。可喜的

是，经过一年安吉游戏沉浸式活动，

小阳的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

当前，随班就读全融合、卫星班

部分融合及社团课反向融合，是安

吉普特儿童常态化融合的主要模

式。而对于全县3~5周岁学龄前特

需儿童，安吉倡导全员融入幼儿园，

通过参与安吉游戏实现发展。作为

当地学前教育的一张金名片，安吉

游戏“开放环境、游戏赋能、成人支

持”的理念早已深度融入各个幼儿

园的一日生活。

观察天气、植物并作图；自主选

择在户外“玩什么”“怎么玩”“与谁

玩”；与同伴分享游戏中的新发现……

这些环节，构成了小阳所在幼儿园

班级的一日活动。秉承安吉游戏

“最大程度地放手和最小程度地介

入”原则，教师们通常不过多干涉幼

儿们的自由活动，而是在一旁进行

观察并作日常记录。而对于像小阳

这样在社交互动方面需要额外支持

的幼儿，教师也会适时进行必要的

介入。例如，为了帮助他尽快融入

集体游戏，教师会引导几个同伴和

他一起互动，也会在倾听他的发言

后具体地给出积极反馈。在园区的

融合环境里，小阳从最初的沉默不

语，到如今会主动向教师问好，甚至

乐于助人；而普通幼儿在此过程中

也学会了接纳与尊重。

在县级层面，安吉同样致力于打

造普特融合教育特色品牌。自2020

年开始，安吉统筹开展六大伙伴融合

系列活动，包括“融合伙伴节”、融合

运动会、融合夏令营、融合风采展

等。据统计，每年有2000余名普通

儿童与特需儿童结对成伙伴，共同参

加各类活动。

“我们希望每个儿童生长的环

境都是生态的，也希望他们都能以

自己的节奏幸福成长。”戴海香说，

接下来，安吉将进一步深化融合教

育实践，构建融合教育新生态。

□本报通讯员 陈 赛

月薪8000元，实习9个月晋升

线长，毕业即上岗，这是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企领学院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黄浩鑫的真实经历。2024年 8月，

黄浩鑫经过报名、参观、遴选、面试

等一系列“仿真求职”后，正式进入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实

习。通过9个月的努力，他从技术学

徒转变为管理骨干，成为公司最年

轻的磨齿生产线线长。

台州民营经济发达，培养高水

平、高技能人才对推动当地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22

年，台职院产业教授林仙云及其团

队在调研中发现，台州上市公司

90%的人才需求集中于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其中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占一半。

台职院瞄准班组长、线长、车间

主任等关键岗位，与浙江银轮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等台州智能制造领域

的上市企业组建企领学院，破解上

市公司人才之渴，实现产教融合的

“进阶”：从招生到技能教学，再到日

常管理，让合作企业参与人才精准

培养的全过程，让学生们实现“毕业

即主力”，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台州

产业升级的“人才引擎”。

为实现入学即入企、毕业即骨

干这一培养目标。企领学院采用

“2+1”培养模式，即企业导师开展多

岗递进的实操教学，企业实操学习

成果替代毕业设计，将学生放在真

实的企业车间里培养，实现校企无

缝衔接，缩短了学生的工作适应周

期，并为企业班长、线长等后备干部

培养提供了新的路径。

“企领学院的学生本就是台职院

和企业共同培养的专业技术型人才，

企业对这批学生来企之后的培养方

式、培养方向、晋升通道都有完善的

计划。”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双环本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刘传

俊说，“从线长、班长、车间副主任（主

任）、制造总监、厂长，我们对技术人

员的晋升有着清晰的培养路径。”

黄杰仕是台职院 2024 届毕业

生，也是企领学院第二届学生，现在

是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一

名工艺工程师。虽然正式入职不到

1年，但他早已是车间里的熟练工，

对设备操作驾轻就熟。“大三实习轮

岗时，我已经提前把车间里的岗位都

体验过一遍，最后发现自己对工艺设

计更感兴趣，就选了这个。”2024年7

月，黄杰仕通过校企“无缝对接”，正

式入职，并顺利拿下应届生入职培训

的优胜奖。

这种在真实工作场景中由校企

联合培养出来的学生，得到了企业

的普遍认可。“从2023年到现在，台

职院每年为我们输送近30人，其中

企领学院的留用率在70%~80%，分

别在企业的行政、研发、工厂车间等

岗位，大大减轻了企业的用人压

力。”杰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招负

责人高宝贵介绍，这一模式为校企

双方提供了双向输出平台，学生能

更早接触企业，在企业全职学习，毕

业即有一批匹配度高的人才进入企

业，同时，学院教师还在企业担任科

技副总，协同企业的产品研发等工

作，这是校企合作的双赢局面。

点亮每一个特别的你
安吉积极探索构建融合教育发展新生态

入学即入企 毕业即骨干
台职院为企业“量身定制”高素质技能人才

2025年“浙江有礼”暑期支教
聚焦先贤文化

本报讯（通讯员 王璐怡 张许娥）7月7日，2025年

“浙江有礼——传承优秀先贤文化”暑期支教公益行动在杭

州启动。21支来自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支教队伍，将奔

赴淳安、岱山等山区海岛县，以浙江优秀先贤文化为纽带，

和当地青少年一起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假期。

今年，支教队伍将使用配套教育材料《浙江优秀先贤教

育丛书》。这套丛书系统梳理了王阳明、黄宗羲、刘基等我

省历史上13位名贤大儒的思想精华与人文精神，并将其创

造性转化为独特教育资源。

启动仪式现场，省文明办向21个山区海岛县赠送了该

丛书。接下来两个月，支教团队教师将带着与丛书相关的

特色课程，深入畲族古村、楠溪江畔等地，让当地青少年感

受先贤智慧、筑牢文化自信。

据悉，以“浙江有礼”为主品牌的系列暑期支教公益行

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等联合发起。行动自2022年

启动以来，每年都会集结全省各地优秀教师组成志愿者团

队开展支教活动。3年来，从传唱“浙风十礼”、普及亚运知

识到引入无人机、AI机器人等科技体验，已逐步成为全省

“春泥计划”示范性项目，以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的品牌性活动。

金华启动
暑期防溺水公益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陈月丹）“有人落水了！”义乌市清波

湖救援协会水域训练基地传来学生焦急的呼喊声。旁边

有人打电话报警，孩子们则紧急寻找身边的可漂浮物：空

书包、空矿泉水瓶、救生衣，纷纷扔向正在挣扎的溺水者。

这一模拟场景是金华市2025年防溺水公益培训项目启动

现场展示的。

该项目采用“五个一”工作机制，即由市政协委员、市游

泳协会秘书长翁时文领衔，负责专业队伍组织及业务培训

工作；组建一支有10年以上防溺水工作经验的专业教练队

伍作技术指导；设计编写开发一门防溺水专门课程，整合社

会、学校、企业等资源；建立一批防溺水实践基地；构建一套

“党委政府主导、政协助推、部门协作、社会支持”的防溺水

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防溺水公益培训项目的影响力。

据介绍，培训内容包括游泳技能、落水自救及科学救人

等多方面。同时，为了更好地支持防溺水工作的开展，从7

月起，金华全市各级游泳协会、游泳场馆的千余名游泳救生

员、教练员、防溺水宣讲员等专业人士每人至少开展一场游

泳生存课，并面向困境儿童开展多场专场培训，将防溺水实

用技能有效传授给青少年。

浙农林大：
首批微专业学生毕业了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近日，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

的首届碳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微专业结业典礼上，该校61

名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出师”。他们在获得本专业毕

业证书的同时，获得了碳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微专业的结

业证书。

2022年，浙农林大首批设置了智慧农业、现代林业、碳

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农经等微专业。

据介绍，微专业是在主修专业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微专业

核心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相应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微专业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线下教学部分

原则上安排在周末授课。微专业总学分为10~15学分，原

则上5~6门课程。目前学校共开设了11个微专业，其中碳

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微专业是最受欢迎的微专业之一。

碳中和与农林固碳减排微专业开设至今，不仅坚持实

施应用型、特色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还打通了校际微专

业和学分互认壁垒，打破地域与规模限制开展全国招生和

开放服务，受到了校内外学员的好评。截至目前，累计共

有34所高校453名校内外学员学习了微专业课程，培养了

一批优秀的碳中和领域专业人才，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该微专业近日入选首批高校“双千”计

划微专业名单。

浙农林大教务处处长郭建忠表示，学校鼓励学有余力

的学生在学习本专业外能根据兴趣修读微专业，通过灵活、

系统的培养，让其具备本专业外的学术专业素养、实践能力

和行业从业能力。

7月8日，宁波财经学院寄出首批录取通知书。图
为邮递员在学校接收录取通知书。

（本报通讯员 徐凯阳 摄）

暑期来临，为有效缓解家庭暑期
“看护难”问题，浙江多地上线暑期托管
服务，让孩子们在丰富的课程、活动中
度过充实的假期。图为杭州市钱塘区
临江幼教集团暑托班的幼儿们化身小
小饲养员，在与小羊的互动中感受生命
的美好。

（本报通讯员 袁玲丽 摄）

暑期托管
欢乐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