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立足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创设“彩虹伞”志愿服务实践品牌，聚力打造卓越幼儿教
师成长的摇篮——

“很感谢那段时光，让我们更加坚信
‘彩虹伞’志愿服务团队的意义……”10
月 31日，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落下帷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的“童
归乡野‘麦’续百年——基于‘彩虹伞’乡
村儿童志愿服务团队发展十年的田野调
研”项目斩获红色专项活动特等奖。该
项目负责人、江苏二师学前教育学院
2020级定向师范生吴春艳感慨地说，

“我们在最真实的乡村幼儿教育生态中
将理论与实践融合转化，见证了团队与
乡村儿童的共同成长。”

贯通理论与实践是建构卓越教师培
养方式的关键。江苏二师党委书记王鲁
沛介绍说：“作为以教师教育为立校之
本、以培养学前师资为重点的教育部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项目单位，江苏二师立
足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以‘彩虹伞’
志愿服务项目为平台，创设了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与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卓越教
师培养路径，让学生在振兴乡村、服务社
会的过程中实现‘卓越’追求。”

以乡土为基，激发内生动力

“姐姐老师，你们还来吗？”“老师们还
来哦！”每逢周末，江苏二师学前教育学院
2020级乡村定向师范生张珂都会到南京
市江宁区周里幼儿园开展志愿陪护。“我
们以入户家访的方式详细了解乡村幼儿
的成长特点和心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设计
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绘本阅读、亲子游
戏、艺术活动。”张珂告诉记者，同学们走
进乡村幼儿园，对专业情况和未来工作环
境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增强了职业认同。

突出乡村教育特色、关注乡村教师

发展需求一直是江苏二师学前教育乡村
定向师范生的育人方向。“为强化学生服
务乡村的意识与能力，我们以‘彩虹伞’
项目为切入口，在长期志愿服务活动中
生成了暑期实践、周末陪护、顶岗支教三
位一体的志愿服务模式，让学生在实践
中提高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专业认同
和专业自信。”江苏二师学前教育学院院
长田燕表示。

2013年，江苏二师学前教育学院创
建初期，时任院长尹坚勤与全体专业教
师共同成立了“彩虹伞”志愿服务团队。
10年间，团队成员深入苏、黔、陕、云 4省
10余个县区的 20余所乡村幼儿园，调研
了 3200余名乡村教师的课程实施情况，
针对乡村幼儿园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
地设计了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
大领域百余个完整的课程方案。

“一把‘彩虹伞’，不仅撑起了乡村幼
儿温暖有爱的成长天空，还为我们乡村幼
儿园的专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贵
州省荔波县瑶山村瑶山幼儿园园长覃霞
告诉记者，“彩虹伞”团队曾多次到瑶山
村，向当地幼儿教师传授当下先进的教育
教学理念和实用技能，通过建立师资培训
基地等方式，为乡村幼儿教师赋能。“目
前，团队与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教育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红色为魂，绘就育人底色

“这是两封绝密情报，需要小红军们
帮忙传递……”在云南省弥勒市社会实践
课堂里，“彩虹伞”团队成员以“巧送鸡毛
信”为主题，设计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闯
关、挑战游戏，带领孩子们开启了别具一
格的红色长征之旅。“红河弥勒是革命老

区，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我们以长征中的
意象‘鸡毛信’为主线，开设了美工、情景
剧、游戏体验等众多课程，让孩子们在感
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传承革命基因。”江
苏二师2021级乡村定向班学生王涵说。

召开红色文化教育研讨会，设计红
色教育活动，开发红色园本课程，创建抖
音红色故事平台……近年来，“彩虹伞”
志愿服务团队在充分调研学前红色文化
教育开展现状的基础上，将红色文化与
幼儿教育相结合，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模
式，提升乡村幼儿红色文化教育效果。

如何将红色文化引入教学，形成优
质的红色课程，是成员们思考的关键。
江苏二师学前教育“红色文化融入乡村
幼儿教育调研”项目负责人、2020级定
向班学生冒炎介绍说，团队充分利用幼
儿园周边红色资源，将环境创设与红色
主题相衔接，设计出“忆苦思甜饭（健康
活动）”“南京白局绣红旗（音乐活动）”等
42个红色主题活动方案，并着重在主题
教学、节日活动、家园互动等各个环节融
入红色元素。

为了将专业所长转化为实践成果，江
苏二师学前教育学院还成立了“大学生红
色绘本工作室”，鼓励学生走进红色教育
基地、主题博物馆、英雄纪念馆等，不断积
累创作素材，并将绘本创作与幼儿园实习
实践活动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学生们磨
炼了意志品格，增强了自身能力，进一步
明确了青年教师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
责任。”乡村定向班辅导员高正说。

以儿童为本，回归教育本真

传统服饰走秀、打陀螺表演、红歌合
唱……不久前，在静谧神奇的瑶山村古

镇表演场，一场由瑶山幼儿园全体师生
和“彩虹伞”志愿服务团队一起自编、自
导、自演、自展的“村晚”隆重上演。孩子
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身着瑶族传统民族
服饰，手持传统乐器，走到舞台中央，与
老师们一同放声歌唱、欢快舞动。这场
融合了民族特色、地域文化和儿童特点
的晚会，由“彩虹伞”团队为瑶山娃娃们
量身打造。

吴春艳是此次“村晚”的主创人员，这
是她第二次来到瑶山村。“瑶族有自己的
文化底色，瑶山的孩子们也应该有他们独
特的儿童语言和儿童教育。”吴春艳告诉
记者，瑶山的小朋友们在“村晚”之前并没
有上过舞蹈课，也没有接触过走秀，“但他
们是天生的艺术家，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
激发出无限潜能。我们要做的就是搭设
舞台，让他们尽情展现自己。”

为了帮助乡村幼儿园开发出符合当
地儿童现状的本土化课程，“彩虹伞”志愿
服务团队以“课程支援”为目标导向，研究
儿童和本土资源、文化的关系，形成具有民
族文化、体现地域特色的课程体系，帮助乡
村幼儿园长远、持久地提升教学质量。

“陪伴过程中，孩子们的些许改变都
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参与“彩虹伞”周
末陪护的 2021级定向师范生张原宁告
诉记者，“这种与幼儿的‘亲密’接触非常
难得，让我更加了解儿童、熟悉儿童，真
切体会到幼儿教育的本质——陪伴与倾
听每一个儿童。”

截至目前，“彩虹伞”项目已为 1000
余个农村留守与流动儿童家庭送去了专
业的情感陪护、心理辅导服务，并对服务
儿童进行一对一的跟踪指导，帮助更多
乡村幼儿家庭认识学前教育的价值。

激活实践育人“强引擎”
■本报记者 陈思洋 汪舒蕾 通讯员 陈蓓 刘琦 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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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
长三角巡讲活动在宁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宝城）11月 11
日，全国教科文卫体工会系统学习宣
传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
神长三角地区巡讲活动启动仪式暨首
场宣讲在南京邮电大学举行。来自教
科文卫体系统的一线职工及部分南京
高校师生代表现场聆听宣讲。

此次宣讲采用“劳模讲、讲劳模”
等方式，宣传展示教科文卫体系统劳
模工匠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活动
现场既有中国工会十八大代表袁彩凤
作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也
有劳模先进代表通过演讲、微访谈等
形式分享追梦奋斗故事，还有舞台剧
及情景思政演讲。巡讲活动在南京启
动并进行首场宣讲后，年内还将在上
海、浙江、安徽等长三角地区巡回
宣讲。

南医大举办第二届全国
卫生健康治理案例大赛

本报讯（通讯员 唐卫卫）11月 11
日，第二届全国卫生健康治理案例大
赛在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举行。大
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45所高校的 115支
队伍报名，案例选题涵盖医疗服务、公
共卫生、医疗保障、药物经济等众多卫
生健康治理领域。经过专家双盲评
审，遴选出 24支研究生队伍和 28支本
科生队伍进入决赛。

决赛分设研究生组和本科生组两
个赛道，均设特等奖 1名、一等奖 3名、
二等奖 4名、三等奖 10名和优秀奖若
干名。经过激烈角逐和专家组现场确
认，江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代表队分
获研究生组和本科生组特等奖，湖南
中医药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及南医大
代表队获得研究生组一等奖，福建医
科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代表队获得本科生组一等奖 。

南京市建邺区编撰出版
《街道教育专刊》

本报讯（通讯员 谢伟）近日，南
京市建邺区举行《街道教育专刊》首发
仪式暨教育发展座谈会，全方位展示
区域特色亮点、优质资源、实践探索、
先进典型、教育成果等。

据悉，自 2020年 12月起，建邺区
先后编撰全区六个街道的教育专刊，
用 200多万字，分历史文脉、教育探索、
教育情怀、杰出人才等章节，精彩呈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2002年南京市
区划调整以来建邺区各个街道的教育
发展情况，挖掘留存了很多珍贵资料，
广泛宣传展示近年来该区教育改革发
展的突出成绩。该区教育局局长吴坤
明表示，这一教育专刊既是厚重的教
育地方志，也是昭示引领建邺教育未
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近日，丹阳市建山中心幼儿园举办首届“山趣节”活
动，孩子们在“五谷丰登”“运南瓜”“落叶舞”等游戏中，享
受游戏之趣，体验自然之美，感受运动之乐。

钱红 郑红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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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从 2018年开始，扬州市以网络直

播的形式定期举办“扬州家庭教育大
讲堂”，至今已开播 51期，单场最高人
次达 26.5万。扬州“智慧学堂”微信公
众号至今也已推出近 190节家庭教育
微课。

今年暑期，邗江区教育局安排 15
名讲师团成员开展暑期公益讲座，细
致入微地向家长们传授家庭教育知
识。扬州市甘泉小学学生家长许舟
说：“听完讲座，我真切地感到家庭教
育是一门学问，我们是家长，也是孩子
的朋友，应站在他们的角度多去了解
他们。”

为保证家长走进校园，参与学校
的日常管理，扬州市教育局牵头制定
《扬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
设指导意见》，要求各学校以家长学校
建设为抓手，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知识和方法，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校家
庭教育指导职能，构建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新机制。

根据《扬州市中小学（幼儿园）家
长学校建设指导意见》，到 2023年
底，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办学
率达 100%；到 2024年底，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建设更加规范，达
标率 100%；到 2025年底，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家长学校内涵建设特色更
加显著，建成市级示范家长学校 100
所以上。

与此同时，扬州市教育局持续推
进“家教知识进万家”，指导各地各学
校采用“集中+分散”和“线下+线上”相
结合的方式，常态化加强对家长的指
导。扬州市中小学生生命健康教育名
师工作室分期设计了“润心赋能 护航

引路”——“云”贴士，每期设计不同主
题，对家庭教育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对
症下药，提出应对之策。

“家庭教育不是空中楼阁，不是雾
里看花，而是要有扎扎实实的举措。”
邗江区教育局家庭教育科科长时金林
说，该区以一系列活动的实操演练，扩
大教育的辐射范围，畅通家庭和学校
的沟通渠道，不断提升孩子和家长的
教育获得感。

净化环境，打好“组合拳”

“双减”背景下，扬州市朱自清中
学全力净化学校育人环境，打造立足
能力、素养导向的作业评价新形
式——“生·动微训练的实践探索”。

“以‘生’为本，触‘动’学生，用‘微’作
业，进行‘作业形式、作业内容、作业评
价’相融合的单元作业整体设计，最大
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减轻学生
学习负担，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环
境。”朱自清中学英语教师何开朗说。

近年来，扬州市全面净化学校育
人环境，持续加大“润心赋能”行动强
度，通过加强“五项管理”、落实国家课
程方案、严禁违规补课和规范教材教
辅征订等举措，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
负担。开展学校高质量发展专项检
查，每月用 8—12天时间，围绕课后服
务、作业负担、五育并举、心理健康教
育等内容，对全市学校开展专项检查，
每次检查后通报情况，对问题限期改
正。此外，该市还印发《扬州市中小学
（幼儿园）师德师风监管考核实施办法
（试行）》，制订负面清单 16项，引导教
师争做“四有”好老师。

“在青春期面对情感问题时，你们
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是发乎情止
乎礼，还是冲动行事？”今年 9月，扬州

市公安局邗江分局邗上派出所副所长
刘奇来到邗江实验学校集团美琪学
校，给七、八年级学生作了一场预防未
成年人性侵害知识讲座。刘奇提出问
题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并通过真实案
例，让大家认识什么是性侵害，知晓防
止性侵害的方法。

扬州市教育局通过加强与市公安
局、市文明办、市妇联、市卫健委等部
门的联系，组织全市具有心理咨询资
质、拥有公益情怀的专业人员，有目
的、有计划地开展针对青少年及其家
庭的心理健康服务活动。今年 10月
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邗江区卫健
委联合区疾控中心、区妇幼保健院举
办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
好未来”为主题的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心理卫生专家
詹琼琼为扬州市育才小学的孩子们带
来了《Hello，我们的情绪小怪兽》专题
讲座，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有趣的互
动游戏向孩子们讲述了情绪管理的重
要性。

在校园安全环境治理方面，扬州市
编发《校园安全风险提示》102期，聚焦
120多个安全风险点，着力防范物的不
安全条件、环境的不安全因素、人的不
安全行为、管理的不安全环节。“从校园
欺凌到食安监管，为学生提供安全和谐
的校园环境，是每一名教师的责任与义
务。”朱自清中学校长谢俊峰说。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生命至上，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提高生命安全与健康
教育水平，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提升学生自我认知、调节和赋能的
能力，帮助学生积蓄积极向上的内生
力量，努力培养身心两健的时代新
人。”扬州市教育局局长殷元松说。

为学生身心健康张开“守护之翼”
（上接第1版）

“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培养具有大学科视
野的综合型人才。”该校党委书记朱晴怡介绍
说，学校把“融合育人”理念贯穿到教学、课
程、管理全过程，在国家课程教材文本、项目
学习主题、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三个维度进行
跨学科研究，依托 8个省级课题研究多样融
合，引导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团队合作，
涌动着育人的生机和活力。

“双新”实施需要相应的资源支撑。省天
一中学实践的“三高协同”育人方式，与百所
高校、高中，百家企业共同建设 9类专项合作
平台、11种不同领域课程、27类合作研究项
目、7种类型学习资源，建立育人共同体，形
成了协同育人的新路径。“我们努力为学生提
供更加自主、更多选择的成长环境，提供更加
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让学校成为一个开放、个
性、智慧、民主的自主学习中心，让每一个孩
子卓越成长。”该校校长朱卓君说。

目前，无锡区域共建有 51个省级课程基
地，44所普通高中全部落实选课走班，一大
批凸显五育特色的优质课程相继涌现，如天
一中学的“少年科学院”课程、南菁高中大美
育综合课程、梅村高中“大健康”体育课程等。
各校围绕《无锡市普通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方
案》创造性开展综合素质评价，各级各类评价
指向培育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人，切实发挥
了评价的“指挥棒”作用。

纵深推进辐射引领
让“盆景”变成“风景”

2020年 7月，在教育部组织召开的普通
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示范
校建设启动工作预备会上，无锡市教育局、江
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分别作为示范区、示范校
代表作交流发言。

2021年 4月，无锡面向全省基础教育开
展主题为“课程育人·无锡实践”的现场展示
活动。11月，“无锡经验”在教育部“双新”示

范区（校）建设工作年度总结会上交流分享。
今年 4月，2023年度普通高中新课程新

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校）建设工作总结交
流会议在无锡召开。参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无
锡市 6所普通高中课程教学改革情况，无锡
市教育局作为示范区代表交流实施普通高中
新课程新教材的经验做法。“经过 3年的探索
实践，我市‘双新’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形成了一批特色优势明显、质量水平上
乘、辐射带动力强的高品质学校。”许敏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无锡始终把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作为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
了面向全国、辐射全省、影响长三角、援助帮
扶区的示范交流机制。为积极扩大“双新”示
范成果影响，无锡定期选派教科研专家赴广
西、陕西、安徽、福建、浙江、山东等地介绍示
范区建设经验，交流普通高中高品质发展建
设成果。同时，通过省名师空中课堂、无锡名
师工作室、锡慧在线等，与青海等地实现跨区
域结对帮扶，将“无锡经验”影响力辐射全省
乃至全国。

在“双新”实施过程中，历来坚持科研兴
教的无锡切实发挥出了教研工作的引领、驱
动作用。为破解“双新”建设中的重难点问
题，目前无锡已依托市教科院、市教师发展
学院，建立“市—区—校—组”四级贯通的区
域教研格局。如为充分发挥国家级教学成
果推广应用研究所、江苏省名师工作室和

“四有”好老师团队的龙头力量，该市通过
“唐江澎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研究所”“江苏省
高中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所”“江苏省高中大
美育研究所”等创新教研工作机制，以在线
教研、联合教研、协作教研等方式，开展示范
性教研活动。

“接下来，我们将出台‘双新’示范区建设
配套系统制度文件，积极参与苏甘两省教育
合作项目，通过结对共建，推动县域高中发展
提升，扩大示范区辐射带动作用，推动示范区
建设再上新台阶。”宋新春说。

“双新”引领高品质发展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