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阿妮
尔 通讯员 王晓璐）近
日，由省教育厅主办、泰州
市教育局承办的省区域基
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展示
活动暨“主体参与教学”专
题研讨活动在泰州举行，
省教育厅副厅长顾月华出
席并讲话。活动以“主体
参与教学”为主题，旨在深
化课程教学改革，切实推
进中小学育人方式转变，
交流共享基础教育课程教
学改革经验，促进全省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顾月华指出，要通过
课程教学改革，让教育在
关键处发力，朝薄弱处攻
坚，向最好处努力，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贡献更多教育智慧和力
量。她要求，要立足课堂
恪守职业操守，牢牢把握
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
性、民生属性，全面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
并举，培育时代新人。要
立足课堂践行“教育家精
神”，深刻理解好课堂和好
教师对学生全面发展、终
身成长的重要意义，扎根
课堂铸魂育人、促进专业
成长。要立足课堂落实扩

优提质，深入实施教学方
式变革行动、教学评价牵
引行动、专业支撑与数字
赋能行动等，着力发挥课
堂对深化课程教学改革、
推动教育体系由优向强的
重要作用。要坚持实事求
是，靶向发力，综合施策，凝
聚共识，深化教学方式和育
人模式的变革；要树立目标
导向，在增强学校主动性上
下功夫，加大总结推广力
度，持续优化教育生态，擦
亮江苏教育品牌。

会上，省教育学会名誉
会长杨九俊作《打通最后一
公里——谈谈学科实践的
落地》专题报告，泰州市教
育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
绍课程改革情况，泰州市高
中、初中、小学、学前等 4个
学段、38所学校的“主体参
与教学”课堂展示同步进
行，29所中小学、幼儿园作
经验交流。省教育厅基教
处、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省教科院学科教研
员，各设区市教育局分管局
长、基础教育和教研部门负
责人、学科教研员，部分中
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及教
师代表等近 500人参与研
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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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孩子的“心事”放在心上
■本报见习记者 王子欣

2023年以来，全省教育系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持续发力，各地各校切实将心理健康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该怎
样正确面对自己的身体变化？”“遇到
骚扰我们该如何说‘不’？”日前，无锡
市积余实验学校邀请当地妇幼保健
院专家，将《成长不烦恼》青春期讲座
开进校园，指导该校五、六年级的女
生揭开青春期的神秘面纱，学会用正
确健康的心态，大方、坦然地应对青
春期的生理变化。这是我省各地中
小学积极推进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的缩影。

近日，省教育厅公布 2023年全
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名
单，39所中小学名列其中。我省各
地各校坚持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作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方
面，切实把心理健康教育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聚焦校园环境、家校社合作、
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推进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创新，构建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多元体系，真正把孩
子的“心事”放在心上。

身心灵合一，
建设“润心”校园圈

“我最近压力很大，无论是家里
还是学校都让我喘不过气。”常州市
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蔡

心妍最近遇到了情绪难题，于是她来
到学校“挫折力博物馆”，通过心理团
辅和放松宣泄逐渐找回了自我，“我
还把心事写下来，放进‘挫折收容所’
信箱，感觉轻松多了！”近年来，星河
实小充分利用校园空间，以儿童视角
进行脚下、眼前、空中的立体化心育
文化设计，针对高中低年级学生的不
同特征，构造“心灵奇旅馆”“友伴馆”

“发呆屋”等开放场域，让心理辅导走
出教室，满足小学阶段学生的个性化
心理需求。

“让心理健康教育从抽象化变得
可视化，小学生的日常心理干预就变
得容易多了。”星河实小专职心理教
师吴甬洁介绍说，该校校园设施大多
为开放式，每天都能接受充足的光
照，在这样的“生态化”环境下，孩子
们的身心健康和周围环境也能达到
良好的平衡。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心理健康
校园环境建设，各地中小学依托现有
教室及空间，营造积极心理品质建设
的场域空间，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
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南京市南师附中新城初中怡
康街分校的课间，总能看到学生在

“行知苑”农场里喂小羊的场景，内向

孤僻的孩子通过和动物做朋友，找到
了倾诉对象，并在心理教师的指导
下，渐渐掌握了人际交往的要领。“初
中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高速期，将生
命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不仅
是践行‘五育’并举的有效举措，更能
让学生在贴近自然、感受生命的过程
中完善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该校
党支部副书记沈磊介绍说，学校倾心
打造“根源廊道 ”“智能体育空间”

“行知苑”“生命园”等多元空间，引导
学生借助自然和运动释放压力。

劳动也是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
重要手段。泰州市姜堰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城南校区将校内荒地打造成
近2000平方米的农场，并以此为课程
基地，将语文、数学、科学、美术等学
科教学内容有机整合，形成了以劳动
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和综合实践活
动为主的“快乐农场”校本课程体系。

“现在孩子生活在‘符号化’的世
界，有限的教室空间容易封闭他们的

内心，体验真实世界更能让他们打开
心扉，促进身心共同成长。”沈磊说。

家校社一体，
打好“强心”组合拳

2023年 9月，省教育厅等 15个
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进一步健全健康教育、监
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
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加强
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优化社会协
作机制，努力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
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格局。

记者走访了解到，我省中小学积
极统整学校与学校、学校与家庭、学
校与社会等多方力量，不断探索儿童
心理健康培养的路径，打好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组合拳。

（下转第2版）

日前，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科学筑梦·强国有我”
第二届校园科技节系列活动圆满闭幕。此次科技节历
时 3个多星期，分为作品展示、现场挑战两大类、9个项
目，吸引 3000余名师生参与，充分展示学校科技教育的
丰硕成果，激发孩子们对科学奥秘的探索热情，提升学
生的科学素养。 王立均 窦健 文/摄

本报讯（记者 江教）
近日，由省教育厅、省发改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15个部门联合主办的 2024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圆满结束。本届比赛共
设 162个赛项，其中中职
赛项 59个、高职赛项 103
个。共有来自全省 281所
职业院校的 1.5万余名选
手报名参赛，其中学生组
选手 10581人，教师组选
手 3000人，师生同赛选手
1509人。经各参赛队激烈
角逐和选手技能比拼，共
产生一等奖 773项、二等
奖 1493 项、三等奖 2259
项。目前各赛项已紧锣密
鼓地开始 2024年国赛集
训工作，力争在新一届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再

创佳绩。
近年来，我省始终坚

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赛促改”理念，发挥技能
竞赛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支撑作用，为江苏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
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一是
对标国赛，更加重视“四个
覆盖”。162个省赛赛项均
为国赛赛项，覆盖全部 19
个专业大类，满足更多学
生参加比赛需求。二是规
范办赛，更加重视“公平公
正”。各赛项比赛过程规
范有序，公信力明显增强。
三是反哺教学，更加重视

“赛课融合”。推动赛项内
容融入教学内容、大赛项
目融入实训项目、大赛训
练融入实训教学。

2024年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杨潇）
4月 7日，由南京市委宣传
部主办，南京市教育局组
织教师编写，南京出版社
出版的《知我南京 爱我中
华：南京历史文化读物（小
学版）》（以下简称《南京历
史文化读物》）首发式在南
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举
行。至此，该书正式进入
南京校园。

为引导广大学生爱祖
国、爱家乡、知历史、敬英
雄，培育家国情怀、树立文
化自信，从 2014年开始，在
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下，
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出版
社组织了优秀的编写团
队，历时 10年，先后编撰并
出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读本——血火
记忆（小学版）》《璞石成玉
的秘密——孩子们心中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
们的节日》《传承——雨花
英烈精神读本（小学版）》
《南京历史文化读物》等 5
套读本。

本次发行的《南京历

史文化读物》共分为 6个章
节，涉及南京的地理历史、
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百姓
生活、家国情怀等，每篇文
章后面还设置了《知南京》
《探南京》等小栏目。该书
通过引导学生自主阅读、
有机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和
社会实践等方式，引领广
大青少年在了解南京、热
爱中华的历程中，成长为
有理想、有担当、有文化自
信的新时代接班人。中学
生版也将后续推出。

《南京历史文化读物》
编写组成员、南京市夫子
庙小学副校长缪青表示：

“这本书是全市小学生品
读南京的重要‘指南’。同
学们可以和书中的小伙伴
一起，沿着书中的故事、
《知南京》提供的资料，更
加深入全面了解南京的历
史文化；还可以参与《探南
京》的实践活动，感知城市
底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者与传承者，
思考南京青少年的时代
担当。”

南京小学生有了
“读城指南”

无锡市拓宽课后服务优质资源供给渠道，丰富服务内容，推动服务“提质升级”——

从“常态化”走向“高质量”
■本报记者 王琼 通讯员 蔡锦山 胡正良

省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
改革展示活动在泰州举行

2021年 9月，无锡市开始全面实
施“5+2”课后服务，各校积极创新举
措，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因校制宜、按
需出发，深挖校内外优质资源，不断
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更好满足学生个
性化、多样化学习需求，让课程更有
活力、服务更有温度。截至目前，该
市实现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和有需求
的学生 100%全覆盖，学生参与率达
93.4%，教师参与率达 93.1%。日前，
记者走访多所无锡市中小学校，探寻
该市推动课后服务从“常态化”走向

“高质量”的“秘诀”。

“家校社政”携手，
丰富优质资源供给

“太湖为什么会暴发蓝藻？”“蓝
藻有哪些危害？对太湖水有怎样的
影响？”……3月 12日，无锡市滨湖生
态环境局高级工程师陈银合走进无
锡市尚贤融创小学的“博士课堂”，为
学生带来了生态环境保护知识。

尚贤融创小学充分挖掘优质家长
资源，在课后服务时间开设“博士课
堂”，鼓励家长走进学校。“博士进课堂
并不是单纯地讲一节课。”尚贤融创小
学校长蔡薇表示，该校进一步梳理社

区和家长资源，从“研粮”博士课程、各
年级主题博士课程、家庭教育指导博
士课程等三方面架构“博士课堂”，使
其成为学校特有的品牌课程。

无锡市充分鼓励和支持学校开
发优质校内外服务资源，拓展课后服
务渠道，丰富课后服务的多样性，增
强其吸引力，“家校社政”携手，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课后服务时间，无锡市江南中学
新城分校的中草药种植园里，一群学
生一边观察中草药长势，一边听无锡
市中医院的医师讲解草药知识。该
校与无锡市中医院合作开设中医课，
内容包含中草药种植、中医知识普及
等，深受学生喜欢。江南中学副校长
傅立力介绍说，为了满足不同学生和
家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学校不
断开发校外课程资源，邀请各行业的
专家走进学校，为学生上课。该校还
与 8家校外机构合作，为学生开设管
乐、足球等专业要求较强的课程。

无锡经开区教育局教育科副科
长吴海树告诉记者，该区遴选25家课
后服务机构，引入 43门共计 1000节

“五育类”课后服务课程。截至 2023
年底，无锡市共有 296家第三方机构

参与学校课后服务，艺术类、体育类、
科创类等课程学生都可以在校学习。

与此同时，无锡市加快推进中小
学课后服务管理平台建设，聚合各类
教育应用，充分对接国家基础教育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以及无锡市“灵锡”
平台，精准推送多样化、个性化学习
资源，逐步提升多维化、动态化的教
育大数据服务能力。

“科学+”课程，
为培养未来工程师奠基

一直以来，无锡市扎实推进中小
学工程教育，在 2023年出台的《无锡
市关于推进中小学工程教育的指导意
见》中就明确提出，“力争到 2035年，
将我市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工程教育新高地”。记者走访调研
发现，统筹工程教育与科学教育，“科
学+”课后服务已然成为无锡市中小学
校课后服务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垃圾还有其他用途吗？”“轴在
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作用
呢？”“箱子里有什么秘密呢？”……无
锡市积余实验学校“探客工程教育”
课上，教师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该校小学部教务处副主任
吴亚红告诉记者，学校根据课后服务
种类，设置了体育、艺术、科技、人文、
语言等五大学院，其中科技学院有

“人工智能”“网络编程”等 30多门课
程，“‘探课工程教育’主要面向科技

学院的学生，注重孩子在探究学习后
的知识技能迁移，引导学生把知识用
于解决身边的实际问题。”

作为无锡市首批“未来学习创新
基地”，无锡市尚贤万科小学不仅开
设了普适性的人工智能课程，还在课
后服务时间特别开设了进阶性质的
社团课，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课
后服务时间，深度学习编程、机器人
等内容。

这些“科学+”课程不仅提升了学
生们的科创素养，还孵化出了一批科
创小达人。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九
（10）班学生郭昱翔从小酷爱计算机
编程，进入中学后，他积极参加“AI超
级工程师”“人工智能”“编程挑战”等
多门课后服务课程的学习，积累了大
量专业知识，获得NOC全国中小学信
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制造未来赛
项初中组全国一等奖，还曾在国家级
比赛中获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等。

“需求+特色”，
社团活动助学生快乐成长

“同学们，快乐的社团时间到了，
请大家安静有序地到达指定地点，开
展社团活动。”伴着悦耳的广播，江阴
市祝塘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欢笑着走
出教室，来到操场、射箭场、美术室、
音乐室、航模室、科技馆……各个社
团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