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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4点，瑞云学校参加
课后服务乒乓球项目训练的小学
部低年级孩子，围在乒乓球台的四
周，正进行着乒乓动作的模仿，为
上台训练做着准备。

当天的课程内容是动作模仿
和体能训练，上课的老师是花园小
学的专业乒乓球教练徐小红。老师
早早地来到场馆，耐心地指导学生
做规范动作。

因为授课方式很多样，有游
戏、小组合作和竞赛等，贴近孩子
们的年龄特征，在训练中，时不时
看到小朋友模仿起动作来有模有
样，玩起游戏也是愉悦投入。

“太有趣了！原来发球方式有
这么多种，高球、弧圈球还有超短
球，我要慢慢都练会！”102班学生
马若雨说，早就想学习打乒乓球

了，以后课后服务时间可以多多跟
着专业教练徐老师学习，“我感到
这项体育运动不仅锻炼了身体，还
对视力有好处，真是太棒了！”

同一时间，在花园小学书法教
室，指导教师徐光伟也早早从瑞云
学校出发来到了花园小学。徐光伟
老师不仅书法造诣很深，书法教学
经验也非常丰富，当天他带过去的
课程内容是基本笔画“点和竖”的
仿写，一进教室，不忙教怎么握笔，
而是从生动的历史故事入手，让台
下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随后，徐老师从一点一竖开
始，倾心传授基本笔画的书写要
领，紧接着又一对一手把手地为孩
子们纠正临摹中不当之处。在徐老
师专心和耐心地教导下，孩子们进
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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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两所学校的合作，主
要是通过将各自学校的课程特色
及课程运行体系彼此分享，在确
保课程开展公益性的前提下，保
证课程运行过程的专业性和系统
性，从而促进了两校特色课程开
发的实效性。

依托共享资源，现在瑞云学
校正在申报宁波市乒乓球试点学
校。同时，学校体育场馆加紧局部
改造，成为了余姚市乒协组织开
展各级各类乒乓球比赛的首选场

地，努力构建“人人会乒乓，人人
爱乒乓”的生命课程理念。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将
会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乒乓球苗子
从两校诞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小小书法家迈出两校的大门。笔
墨与银球融合成最美的遇见，成
就孩子一生的荣光。

余姚教育打破校际资源壁
垒，尝试校际间的课后服务联动
模式，让越来越多学校课后服务
课程内容个性化、多元化。

瑞云学校工会主席邵美英介
绍，之前，瑞云学校是宁波市书法
实验学校，学校开发有自己的书法
校本教材，专职书法教师徐光伟曾
获得浙江省优质课一等奖，是余姚
市书法骨干教师。但乒乓球运动方
面，尽管已成为余姚市传统体育乒
乓球项目的试点学校，有一定的基
础，然而学校相关活动开展一直不
温不火。

“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背
后有深厚的文化，学校也想通过
课后服务平台做好这件事，让孩
子们保持运动习惯的同时，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专业师资很关

键。”邵美英主席坦言。
就在这时，余姚市花园小学

校长杨文斌的一通电话，打开了
她的思路。“当时，杨校希望能借
用我们学校的书法资源，丰富他
们学校孩子的课后学习生活。我
听后，脑子一闪而过的是他们学
校早几年就是乒乓球特色学校，
乒乓球体育课程成为学校特色发
展一大亮点，教练员经验丰富，教
学成效显著。”邵美英主席提议，
两所学校能不能打破资源壁垒，
实现书法、乒乓球课后服务课程
的优势互补。这一想法说出来后，
双方一拍即合。

一通电话打开了思路

课程内容带来多元化尝试

孩子们跃跃欲试想练手

艺术教育如何助力“双减”

外事学校嘉年华上
“艺共体”成员
开了个研讨会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王伟 通讯员 王正）10月25日，宁波
外事学校第11届嘉年华在师生们的期
盼中如约而来。相比往年，今年的嘉年华
有些不一样。“艺共体”共创作品《吾辈》
作为嘉年华第一支舞蹈开场，揭示了“艺
共体”成立半年来在艺术教育方面共赢
共享的局面。而艺术教育研讨会的融入，
让嘉年华在文艺演出、学生活动之外，有
了更多关于“双减”下中小学校艺术教育
的思考和探讨。

今年4月，由外事学校牵头发起，联
合市舞协、市音协、市文化馆、市青少年
宫以及全市31所中小学学校，共同成立
了宁波市青少年艺术教育共同体，致力
于在艺术教育资源共享、区域校际艺术
发展共建、本地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等方
面共同提升青少年艺术教育的发展。

成立半年之后，大家再一次坐在一
起，研讨艺术教育如何助力“双减”。

堇山小学教育集团校长茅晓辉、宁
波市行知实验小学校长谢增焕、鄞州区
宋诏桥小学副校长夏四海等均表示，“双
减”给艺术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随着
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增加，学校对艺术
类拓展课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学校
艺术教师有限，因此对“艺共体”的发展
报以很大期待，希望“艺共体”在艺术教
育资源整合、艺术教育方向引领方面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

海曙区集士港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秦
剑峰、江北洪塘实验学校音乐教师蒋逸
萍等来自乡村学校的负责人和艺术教
师，则表达了提升学校艺术教师水平的
急切需求。

“我觉得艺术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关
系到学校未来‘双减’政策实施的水平，
希望‘艺共体’能在教师培训、教学研讨、
赛前指导等方面提供更多专业支持和保
障。”蒋逸萍老师说。

秦剑峰副校长还希望“艺共体”能搭
建学校艺术展演的平台，给孩子们尤其
是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更多表演的舞台，
激发孩子们学习艺术的热情。

据了解，“双减”政策下，宁波市教育
局正联合其他部门筹建“体育”“美术”

“艺术”“劳动”教育指导中心，对校内外
教育资源进行开发、统筹与调配，利用课
后服务时间，让在校学生学习自己想学、
喜欢、擅长的课程，接受合适的教育。

外事学校副校长陈健介绍，宁波市
青少年艺术教育共同体将以市教育局统
筹建设艺术教育指导中心为契机，充分
调动、统筹和整合各类高水准、专业化、
稀缺性的艺术资源进校园，解决学校课
后服务力量薄弱、艺术教育资源不平衡、
校外培训不规范等急难愁盼问题。

接下来，“艺共体”拟计划建设五大
功能中心，分别为：艺术专业师资发展中
心、艺术课程标准研发中心、艺术素养成
长研学中心、艺术教育展示与评估中心、
艺术教育数字课程资源中心。通过中心
建设，优先服务于艺术教育共同体成员
单位，着力将共同体打造成为宁波市青
少年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孵化平台、宁
波市艺术专业骨干教师的成长平台、各
大青少年艺术赛事演出活动的策划承办
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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