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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
者 陈嫣然）4月5日，宁波日报报
业集团、宁波市教育局联合“官
宣”，第五届“我和宁波这座城”征
文、绘画活动重磅启幕，这场覆盖
3-18岁青少年的创作盛会，将以
AI赋能城市叙事为切入点，在数
字浪潮中探寻人文与科技共生的
甬城密码。

自 2021 年首届活动启动以
来，“我和宁波这座城”已成为宁
波青少年教育领域的知名品牌。

四年来，活动从最初的征文扩
展到绘画和社会实践，参与人数从
2000余人增长到近5000人，覆盖
全市数百所学校。

2022 年，活动以宁波建城
1200年为契机，引导青少年探寻
城市历史；2023年，聚焦“家门口
的亚运会”，展现宁波作为“奥运冠
军之城”的风采；2024年，以“海
内外宁波籍人士”为主题，传承商
帮精神；2025年，“我和宁波这座
城”一如既往，面向全市中小学生
发出邀请，以诗意的笔触描绘AI

时代的宁波图景。
今年“我和宁波这座城”分为

征文与绘画两大比赛，征文活动要
求中小学生以“城市与AI的链接”
为主题，从个体共生到历史对话逐
层深入；绘画活动则以“A3纸上的
未来宁波”为载体，鼓励同学们用
画笔畅想AI赋能的甬城新貌。

征文采用“初选+现场定评”双
阶段机制，绘画则通过“初筛+现场
创作”确保公平公正。

活动期间，甬派客户端、《现代
金报》将全程跟进，优秀作品将通
过全媒体矩阵传播，这些青少年的
创意成果，最终将反哺宁波的城市
品牌建设。

“我和宁波这座城”创作活动再次启幕

教育部正式上线
“中国教师”服务平台

近日，教育部正式上线“中国教师”
服务平台及移动端“中国教师”小程序，
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师提供教师政
策资讯、教师培训查询、惠师服务、电子
工作证照等多元化服务，标志着我国教
师服务迈入数字化新阶段。

“中国教师”服务平台是国家智慧
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重要组成部分，教师
可在电脑端便捷获取政策资讯、教师培
训查询、惠师服务等基础服务。移动端

“中国教师”小程序在电脑端功能基础
上深化拓展，进一步集成电子工作证、
职业生涯发展、地方特色应用等功能，
丰富惠师服务，强化应用驱动，不断提
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切实增强教师
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教师”服务平台及小程序上
线，是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重要举措，通过创新智能化服务模式，
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推进高素质教师队
伍建设，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动
能。 据微言教育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发来邀请函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柏雯）在经典诵读中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在笔墨书写中理
解汉字独特之美，在诗词讲解中感悟文
化自信，第七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现
已启动，向喜欢传统文化的师生们发出
邀请。

根据国赛、省赛赛程安排，接下来，
我市将开展“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展示
活动，以及“诗教中国”诗词讲解、“笔墨
中国”汉字书写、“印记中国”师生篆刻3
项大赛的市级遴选活动。

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由教育部和
国家语委主办，旨在加大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力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

2024年，宁波学生在第六届中华
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
大赛中表现出色，由鄞州区东南小学选
送的作品《繁星》赏析（节选）荣获全国
一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宁波市“诵
读中国”经典诵读展示活动，将由市教
育局、市语委办联合浙江省首批语言文
字推广基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共
同开展，为师生们搭建展示自己、弘扬
传统文化的舞台。活动对象除宁波市内
的中小学生、在职教师和社会人员外，
还新增了大学生组（含研究生）赛道。喜
爱经典诵读的师生们，行动起来吧！

各地各校推荐作品须于4月20日
前登录平台（https://khfw.nbsedu.
com/reads/#/login），提交作品基本
信息及视频。现场展示活动将于5月10
日在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举行。

此外，想要参与“诗教中国”诗词讲
解、“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印记中国”
师生篆刻3项大赛市级遴选活动的，须
在5月10日前提交作品。

活动伊始，慈溪市教育局德
育科负责人俞玲玲在开班仪式上
强调了校家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她指出，家长学校需要通过完善的
管理架构和科学的课程设计，实现
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深度融合。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党委
书记俞国娣以“校家社协同育人

的‘乘法效应’”为主题，分享了
崇文教育集团的实践经验。崇文
教育集团通过建立“三级共育委
员会”，形成了“目标共商、过程
共管、成果共享”的闭环管理模
式。她提出，通过“理念共识、机
制共建、资源共享”，学校、家庭
与社会可以实现深度融合。

“俞校长的分享让我深刻认
识到，校家社共育不是简单的

‘相加’，而是理念相通、机制相
融、行动相协的‘相乘’。”慈溪市
城区中心小学家长学校校长童
维维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更新
了我的教育理念，也为我提供了
具体的实践路径。”

共育新生态实践
慈溪举办校家社共育培训

在“AI赋能校家社协同育
人”专题讲座中，慈溪市教师进
修学校信息技术高级讲师张杰
老师深入解析了人工智能对现
代教育生态的重构作用。

他通过案例展示了AI技术
如何通过智能备课系统实现教

学资源的精准匹配，以及课堂数
据分析系统如何帮助教师动态
调整教学策略。张杰指出，AI技
术不仅提升了教育资源配置的
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更为校家社
协同育人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
持。

接下来，慈溪市教育局将持
续开展校家社协同育人模式的
创新与实践，通过推动资源下
沉、建立家校共育评估机制以及
培育示范校典型，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与健康成长，进一步为教
育生态注入新活力。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设计是
此次活动的另一大亮点。

浙江外国语学院高亚兵教
授从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设计的
角度，提出了依托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与家长实际需求设计标准
化课程体系的思路。她以“亲子

沟通”课程为例，详细讲解了如
何设计出具有实操性的系列课
程，强调课程设计应从激发家长
共鸣入手，逐步引导家长实现教
育理念的转变与实践的改进。

“家庭教育需从‘管控型’转
向‘引导型’，既要尊重孩子成长

规律，又要注重心理健康与核心
素养培育。”慈溪市明月书院家
长学校校长许露嵘在听完讲座
后表示，“此次活动为我们提供
了分层指导策略与个性化支持
方案，为家校联动提供了可操作
性路径。”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与法
律解读是此次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慈溪市第七人民医院徐孟
松主任在《青少年常见心理问题
识别及干预对策》讲座中，构建
了“学校-家庭-社会”三维干预
模型，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科学
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案。

杭州市律协家事委员会委
员俞琴老师则通过“法律条文+
实务案例”的模式，解读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助力构建新型家校
合作关系。

慈溪市南门小学家长学校

校长吴映琼在听完讲座后感慨
道：“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一
项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协同
推进的系统工程。通过此次培
训，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仅有了
提升，对守护学生心理健康的
神圣使命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
担当。”

3月20日至31日，一场以“校家社共育视角下家长学校管理及课程建设”为主题的培训活动在慈溪举办。此次
活动聚焦新时代教育改革中的热点问题，通过专家引领、案例剖析等多种形式，为慈溪市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学校
负责人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这也是慈溪为深度推进全国校家社协同育人实验区建设，精准落地

“和美”学生幸福项目清单的有效实践。
此次活动围绕家长学校建设与课程开发创新、沟通协作强化、AI赋能校家社共育三大核心模块展开，帮助学

员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开发贴合家长需求的课程，提升沟通协作能力，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校家社协同育人：从理念到实践的跨越

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律解读：科学干预与依法育人

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设计：标准化与个性化并重

AI赋能教育：科技助力育人模式创新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施吉章 严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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