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新一轮调整后的宁波市教科所，增
挂了“宁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这块牌
子，与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瞄准的人群一样，
重点都是围绕青少年成长指导和探索。期盼
着这项工作能有一定突破。

研究院要做好跨界与融合。以前，教育研
究更多是教育系统内部资源的调配，有一定局
限性。现在，加入媒体力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
失，大家共同做好这件事，助力青少年成长。

同时，也要做好合作与协同，之前，宁波市
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已经与《现代金报》开
展了一定的合作，在此基础上，今后双方可进
一步加大实践。未来，研究院要架构宁波青少
年幸福成长的模式。

此外，建议共享和推进研究院集聚的市内
市外资源和阶段性成果，加以交流、推广、提
升，避免“闭门造车”，把事情做好做实。

幸福成长需要家庭、社会、教育行政部门
之间形成共同的机制，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的
成立，能够充分发挥媒体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家
庭、社会之间的桥梁、渠道作用。

市教育局安全与体育卫生艺术劳动教育处，
聚焦学生的安全教育和体育艺术劳动等综合素
质教育，这些本身就指向学生的幸福成长。去
年，市教育局成立了五中心，就是想发挥更广大
人群的作用，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接下来，
双方可以在相关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幸福成长，具体包含哪些要义？如何衡量
学生的幸福成长？学生幸福成长的途径有哪
些？学校、家庭和教育行政部门分别应该做些什
么？……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期待随
着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的研究，能够助力宁波青
少年综合素养的提升和更加幸福的成长。

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提出的一个研究方
向是培养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之后，我们将致
力于建设研究院下面的新闻学院，主要面向我
们的小记者群体。对此，谈几个构想。

作为青少年新闻学院，应该立足于成长主
题，整合家、校、社等多方资源，开展系列有生命
力的活动，在原有习作、研学、公益活动三大板
块之外，进行更多延伸，比如围绕社会热点，引
导青少年、学校和家长，一起开展相关公益活
动。此外，我们可以培养更多少年新闻人、致力
于产生更多有影响力的作品等。

从传播教育的概念，建议研究院协同创
新，发挥各特约研究员的作用，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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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成长研究院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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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
的发展关系到残障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今年年初，
我国的特殊教育“十四五”规划已经出台，国家层面
对特殊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路径。但是，
通过我近一年的观察和实践，发现特殊教育的发展
依然道阻且长，面临不少瓶颈和问题。作为特教工
作者，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关注特殊群体，也
希望研究院今后面对这一方向开展研究与宣传。

关于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的建设，我认为应
以学生为主体，着眼青少年未来的发展；以目标为
导向，聚焦关键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学生身心健康
培养，道德价值引领和知识技能提升，以及家庭教
育知识普及等，都是研究院可以着力研究并通过
媒体进行宣传的重要方向和内容；同时希望以我
们这个平台为载体，集合多方资源，制订行动计
划，共同为青少年儿童的幸福成长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和帮助！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8年底与教
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共建了全国第二家儿
童研究院，经过几年的运作，儿童研究院主要研究
方向有两个，一个是通过研究儿童心理发展为儿
童立言，另外一个是通过研究儿童公共政策替儿
童发声，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期待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扬帆起航后，双方
能有更多合作。研究院的成立恰逢其时，除了“双
减”，今年也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的第一年，宁
波市也提出要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
成立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非常有意义。从现实的角
度来说，家长对于教育存在很多困惑，同时面临如今
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往往会茫然无措，甬上幸福成
长研究院背靠宁波都市报系这个平台，相比其他研
究院，可以更好地将研究成果和创新实验进行转化
宣传。期待我们共同的研究院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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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院有一个针对4岁-12岁孩子的传统文
化研究所。我们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在儿童群体中
的推广，将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文化遗产，根据儿
童受众的特点，用通俗化、卡通化、趣味化、艺术化的
方式，通过绘本、科普漫画、文创玩具、音频、视频等
形式呈现出来，打造多元媒体的体验。用这些优秀
的传统文化去启迪孩子们的心灵，提高整个审美素
养，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豪感。

这些，都可以与甬上幸福成长研究院进行结
合。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推出更多有意义、有质量、
有趣，又适合儿童的作品，把传统文化的种子种进
孩子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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