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要 闻 A02
2025年5月2日 星期五 责编：万建刚 张亮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
讯员 施吉章 严利文）4月28日，首届慈溪市中小
学班主任发展联盟在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
学校正式成立，现场同步启动2025年慈溪市家庭
教育宣传月活动，这标志着当地在构建“三位一
体”育人格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该联盟以“微协同・全人生”为核心理念，承
担班主任专业孵化、教育智慧共享、家校协同纽带
等职能，将通过八类微行动、四级联动体系和三项
机制，构建班主任专业成长的长效支持体系。

八类微行动包括微课程共建、微场景打造、微
评价改革、微品牌培育等，将育人工作嵌入日常教
育场景。联盟构建四级联动运作体系——专家委
员会顶层设计、秘书处统筹课程研发及数智平台
运营、四大行动组实施专项计划、“1+20+N”网格

体系实现全域覆盖，形成从决策到落地的完整闭
环。

为保障长效运行，设立三项关键机制：双轮驱
动机制通过“心由聆溪”平台跟踪学生成长轨迹，
并将班主任工作成果存入“学分银行”；动态评估
机制以20项量化指标生成三色预警，实现精准指
导；品牌孵化机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可推广模式。
该体系旨在通过微创新撬动大变革，助力班主任
从事务管理者转型为“全人生引路人”。

联盟聘请了南京师范大学齐学红教授、浙江
外国语学院李涛教授等6位教育专家担任顾问及
导师，为班主任队伍建设提供专业指导。现场同时
公布了首届慈溪市中小学班主任发展联盟工作坊
导师名单和学员名单，并为新一届宁波市骨干班
主任颁发荣誉证书。

三天前，由宁波市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凉山
州教师发展中心联合主办的“甬凉携手，共促凉山
州中职教育高质量提升”送教活动落下帷幕。活动
期间，24位宁波中职专家教师开展18场专题讲
座、15场座谈交流，在当地进行了具有针对性与
实效性的集群式技术送教。他们倾囊相授，分享前
沿的教学理念、学科专业发展实践经验，助力凉山
州中职学校提升专业建设水平与教学质量，为凉
山州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催化剂”。

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
键所在。部分送教专家带去自己的拿手“好课”，通过
公开课展示精巧的教学设计与创新的教学方式。

“在文创产品设计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极大地
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开辟了个性化、创新性及市
场化产品开发的新途径。”宁波外事学校卢曙光老
师深入四川省彝文学校，将“AI助力文创设计”巧
妙融入课堂教学。在授课过程中，他通过展示AI
工具在文创设计中的具体操作流程，引导学生精
准输入关键信息，如对彝族传统纹样的色彩、形
状、寓意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同时，鼓励学生
大胆发挥创意，对这些传统元素进行风格化处理，
使其既保留民族文化的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潮
流。这些尝试不仅激发了学生将传统文化符号转
化为潮流文创产品的热情与能力，更为民族工艺
品设计专业教学引入了新的理念与方法。

此次送教活动中，还有不少专家带来了各具
特色的课程与分享。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老师姜忠圆带
来的题为《Deepseek 赋能职业教育课堂教学》，分
享Deepseek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应用及实操经
验，让当地学校接触到先进的教学工具和方法。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老师钱卿开设的主题为
《A travel to Yuexi》英语课，以哪吒入手，结合
越西的巂城楼、天皇寺、火把节等元素，激发学生
英语学习的兴趣。

聚焦当前职业教育的挑战，宁海职教中心校
长袁哲海、宁波经贸学校方磊分别就“学生心理素
质教育”和“AI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两个主题举
办讲座，让凉山教师收获满满。

基于学生成长的角度，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宁
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全国
劳动模范王博前往西昌现代职业技术学校，给师
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劳模大讲堂”。

课后，四川省彝文学校23级工艺品设计专业
学生吉克石里感叹道：“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让我看到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无限可能，这种碰撞
带来的感动难以言表。”送教专家，浙江省心理特
级教师、正高级讲师、宁海职教中心校长袁哲海表
示，此次送教是东西部教育协作的生动实践，通过
资源共享助力凉山教师专业成长，体现了“生命影
响生命”的教育理念。

“送教专家们开展的系列活动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受到各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凉山彝族自治
州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蒋木吉点赞道，“专家们的
智慧与经验，为凉山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思
路与探索。此次活动不仅是甬凉职教结对良好互
动的集中体现，更是开启更深层次、更广领域交流
协作的新起点。”

据悉，今年宁波又有7所优质中职学校与凉
山州安宁河流域中职学校签约结对。至此，宁波中
职与凉山学校结对数量达到10所，实现安宁河流
域中职学校全覆盖。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
龙 通讯员 胡金伟）今年9月，宁波小学二三
年级将启用新版科学教材。4月29日至30
日，160余位来自市内外科学学科专家、教研
员和教师，齐聚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深
入探讨新教材内涵，探索新课堂教学模式。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明确提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课程目标，要
求从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和态度
责任四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作为
核心素养构成的“科学观念”，是新课标修订
变化的内容，它取代了以往课标中“科学知
识”的目标表述。

本次2025年宁波市小学科学新教材研训
活动，采取课例展示+名师点评模式，来自宁波
海曙、宁海、象山、慈溪以及舟山的老师，用6堂
精彩的公开课展示了对新教材的深度应用。其
中，海曙区外国语学校贾宁阳老师带来的《隔
物吸铁》，令人印象深刻。

磁铁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看不见
的磁场也是大家熟悉的概念。那么如何让二
年级的学生，可以直观“看见”磁力的变化？贾
宁阳设计了一个水迷宫小游戏：在小黄鸭底
部装上一个曲别针，用磁铁隔着水槽底部引
导小黄鸭走出迷宫。通过不断往水槽内加水
增加磁铁与别针的距离，让孩子们直观体会
到普通磁铁、强磁铁和超强磁铁的不同磁力。

“二年级教材中，有一个制作平面迷宫
的拓展。我将这个拓展做成了微项目化的任
务，来驱动和牵引整堂课。”贾宁阳表示，新
课标提出了13个大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
个系统化的教学建构，有助于一线教师顺利
进行课堂设计。“水迷宫的设计，其实有点类
似于工程设计。考虑到学生年龄比较小，只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制作和观察。相比教孩子
们磁感线的知识，这堂课更重视他们对磁力
变化的感知。等以后他们升到更高的年级，
会接触更深的内容。从整体来看，是个在不
同年龄段一以贯之、循序渐进的思路。”

“思维型课堂的构建，能够让学生直接
观察到十分重要。”奉化区龙津实验学校马
水娟老师在点评中表示，隔水吸铁实验不仅
让学生看到了结果，还通过层层设问激发了
学生探究的热情。“我们要让每一节课都有
思维的挑战性，让每一个学生都经历真实的
科学探究，让每一次互动都指向终生发现的
核心素养。”

作为全国统编教材，即将启用的新教材
兼顾了普适性。在使用中如何结合本地的特
点，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每个地区具体情形不一样，学生的情
况也不相同，教师的特长和优势也有区别。”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小学科学教研员丁言
君表示，新教材使用要做到“用教材教，而不
是教教材”，要做好与本地情况、教师情况、
学生学情等方面的突破。

24位宁波中职教师集群式“技术援凉”
“太有意思了！祖辈的民族纹样还能变成年轻人追捧的潮玩。”“我希望还有机会

听这样的课。”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传统职业教育也在

经历转型与重塑。4月28日，四川省彝文学校23级工艺品设计专业学生谈及刚刚结

束的AI课程，脸上写满了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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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南针“寻宝”》公开课

宁波中职教师面向凉山师生展开实操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