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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波市教育局公布了《宁波市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
施意见》。宁波老年教育今后怎样发展？《意见》列出了八项重点工程。

根据《意见》总体目标，力争到2022年，实现以各种形式经常性
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次占全市老年人口总数比例达到30%，其中
参加老年教育实体班和远程教育的老年人次占老年人口总数比例达
到10%以上。

工程一：乡镇(街道)标准化社区老年大学建设
从2019年起，每年扶持建设不少于20所的乡镇(街道)标准化社区

老年大学，力争到2022年，立项建设100所左右乡镇(街道)标准化社区
老年大学。推进老干部系统老年大学标准化建设，加强全市老年教育
机构设施设备投入，提升老年教育办学基础能力。

工程二：智能手机操作普及
从2019年起，重点依托全市乡镇(街道)成人学校和区县(市)社区

教育学院、市县两级老干部系统老年大学以及专业公司网点，不断加
强对老年人开展智能手机操作技能普及培训。

工程三：老年远程教育发展
依托宁波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网上学习

平台和手机学习APP。加强乐龄老年电视大学示范教学点的创建工
作。到2022年，力争实现远程老年教育社区(村)全覆盖，建成100个
市级乐龄老年电视大学示范教学点。

工程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结合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编写一批相关读本，开发特色课程，以

游学体验、网络学习、第二课堂等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
老年人学习和活动中。

工程五：老年学习资源共建共享
依托宁波老年大学建设老年教育立体资源库，重点解决乡镇(街

道)及以下老年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初步实现区域老年教育资源的
共商、共建、共享。到2022年，基本建立起促进全市老年教育发展的
学习资源库与配送服务体系。

工程六：老年教育人才与科研支撑
建立老年教育教师岗位培训制度，加强对骨干教师的培养和专业人

才的培育。依托宁波大学、宁波老年大学、宁波老年开放大学等建立宁波
老年教育研究基地，加强与上海等长三角城市老年教育的对接与合作力
度，协同开展老年教育的理论研究、项目合作等，积极参与老年教育国际
交流与合作。

工程七：老年学习共同体培育
因地制宜发展网上老年学习圈，建设老年教育第二课堂，通过宁

波市优秀社区学习共同体、宁波社区教育实验项目等开展专项创
建。到2022年，全市新培育500个各级各类老年学习共同体，促进老
年人学习团队向品质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工程八：老年人服务社会志愿爱心组织
组建老年教育讲师团，深入中小学、青少年宫、农村文化礼堂等

开展宣讲服务。到2022年，每所区县(市)级老年大学至少培育一支
老年教育讲师团和老年志愿服务队，其他老年教育机构普遍建有志
愿服务组织。 吴彦

让山里娃
有了艺术范儿
自驾4小时
女教师连续两年
把舞蹈课送进山区学校

舞蹈、绘画、古筝……城里的家长，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给孩子报
上几样艺术类兴趣班，好让兴趣得到多元发展。然而，在偏远的山区
学校，许多孩子连最普通的舞蹈都没有机会接触。为了让山里娃也有
接触艺术教育的机会，从2017年6月起，每周二中午来回驱车4小时，
市青少年宫费琼老师雷打不动地给宁海县东仓小学的孩子们送去宝
贵的“舞蹈时光”。在她看来，比学会跳舞更重要的是重拾阳光自信。
她还发动身边有艺术特长的朋友，加入公益艺术教育的队伍。

费琼是市青少年宫的舞蹈老师。对这
位80后女老师来说，每每看到新闻中山区
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内心总会泛起涟
漪。“我真希望能为这些淳朴的孩子做点什
么。”久而久之，费琼的心中萌生了义务支教
的想法。

于是，费琼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单位的领
导。单位听闻后，十分支持费琼的圆梦行
动，为她推荐了余慈地区五六所山区学校。
费琼花了一周时间亲自到这些学校考察，她
发现，这些学校虽然偏远，但艺术教学氛围
较好。“我得去最需要我的地方。”随后，她把
目标转向象山、宁海，最终选择了东仓小学

作为支教点。
东仓小学位于天台山脉尾部，地处偏

远。校长杨义安告诉她，全校仅有232位学
生，90%都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的孩子比
例挺高，孩子们常年与老人居住，一年也见
不到父母几次。可能因为过于偏远，学校至
今没有专职艺术老师，美术、音乐都是语、数
老师兼职，更不用说舞蹈课了。

详细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费琼逐渐清
晰了支教目标。“不一定非要教他们专业的
舞蹈技术，那样对于初学者来说很辛苦。让
她们快乐地舞蹈，感受到幸福和自信就够
了。”

暖心女教师一心想给山里娃做点事

2017年6月13日，费琼第一次来到东
仓小学，开始给孩子们义务上舞蹈课。

从宁波市区到东仓小学，来回车程近4
小时。虽然路途遥远，但这是一个漂亮又
安静的山村。在这里，听不到汽车喇叭声
与城市的喧嚣，只有清脆的鸟叫声与悦耳
的读书声。在东仓小学，孩子们纯真的眼
神、高涨的学习热情，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
着费琼，她更坚定了支教的初衷。

费琼至今记得，第一堂课上，孩子们对
于舞蹈陌生又胆怯，扣胸驼背的自然体态
看着着实心酸。

或许是因为从未接触过舞蹈，孩子们学
得尤其认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舞蹈
课。“山里的孩子很腼腆，但是她们很朴实，
我能感受到她们发自肺腑地热爱跳舞。”费

琼说。
2017年，学校要为镇里最隆重的节日

桃花节选送节目，杨校长特地来询问费琼，
希望让孩子们登台表演一支舞蹈。费琼一
口答应了。为了排练节目，舞蹈课从1小时
15分，增加到2个多小时。平常，再由学校
老师带领练习，有几个孩子跟不上节奏都
急哭了。用了四周时间，节目排练成形。
正式演出时，孩子们激情满怀，动作整齐。
台下的家长一样激动难耐，纷纷拍照录像，
为自己的孩子留住美好的记忆。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离不开费
老师的用心教导。”杨校长说，有一次，气象
预报说周二有大雨，就给费老师打电话，让
她不用过来了。但是第二天接近中午时
分，她还是冒雨赶来了。

风雨无阻 把艺术教育送进山区

孩子们蜕变成自信大方

为了感谢费琼为山里孩子们带来公益
舞蹈课，东仓小学联合县人民教育基金会，
在校园内设立了一个舞蹈室——“费”心舞
蹈室。教室不大，却承载着全校师生的爱
意，也凝聚着费琼的心血。

每到周三，孩子们便早早跑去问门卫师
傅拿舞蹈房的钥匙，换好服装等待费老师的
到来。

支教第三学期的第一节课，一位女生一
见到费琼就紧紧抱住她，以为她再也不来
了，听到老师会一直来上课后，课上的状态
更加饱满认真。

经过两年半的舞蹈学习，孩子们从最初
的稚嫩羞涩，蜕变成如今的自信大方。

“学习舞蹈后，我胆子变大了，还能去很
多地方演出，非常开心。”三年级的丁灵洁谈
起自己的演出经历十分自豪。别看这群女

孩子年纪小，登台演出的经历却十分丰富，
不仅参加过乡里举办的“桃花节”，还参加过

“华茂杯”2019宁波市少儿春晚表演。
如今，费老师还拉上了她的朋友一起来

支教。听说学校有一批社会捐助的古筝，费
老师便找到她精通古筝演奏的朋友张佳怡
来当老师，从去年初开始，张老师坚持每两
周一次送教上门。

费老师的用心之举令杨校长着实感
动，但他心中还有未解的心结。“爱心人士
经常给学校捐赠乐器，但是，我们更缺的
是音乐老师。我们还有40多把尤克里里，
就是没人教。”杨校长说，学校非常欢迎有
艺术特长的志愿者、老师能来给孩子们上
课，让这些孩子们也能和城里孩子一样接
受艺术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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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年教育如何发展？
八项重点工程“指路”

费老师在教学生舞蹈动作费老师在教学生舞蹈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