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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纪洪自谦是“社区教育（成人教
育）的新兵”，其实，20年前他就是鄞
州区咸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校
长。怀着对社区教育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担任了 10 多年小学校长后，他于
2020年又踏上社区教育的征程，担任
海曙区社区学院院长。

初到社区学院，正是海曙区推出
“海贝计划”不久，如何让这一区域家
庭教育品牌项目成为学院的“拳头产
品”？胡纪洪一直思考着、实践着，带领
团队开启了创新之路。

成立家庭教育发展指导中心，城
乡齐步，家校社协同，创新家庭教育
运行机制；创建一支由教育专家、名
班主任、名师等组成的讲师团队，聚
集名师工作室课程，创新“三师”“三
课”共建共享机制；提高流动人口家
庭教育素养，开展“青苗成长会客厅”
家庭教育服务工程，给外来务工子弟
学校送去心理健康等急需课程；开展
线上线下进校园、进社区、进文化礼
堂的“三进”系列活动，把家庭教育的
好理念、好方法送到农村文化礼堂，

把《当“双减”碰上疫情，如何做不焦
虑的父母》等直播讲座送进辖区里的
千家万户……一系列创新行动让“海
贝计划”朝着“扬养正之风，助幸福家
庭”这一核心目标前行，构建了城乡
一体化的“一体四翼”家庭教育服务
指导体系，打造了家校社教育生态共
同体“海曙样本”。

“感谢海曙区社区学院给我们制
造了户外亲子活动的机会，以后要多
陪孩子出去走走。”“我家孩子回家吃
了点东西，主动上楼学习去了，之前必
须要我们陪着或者提醒才会去。”“今
天不但陪伴了孩子，还学到了很多东
西。”“这次活动让我们明白，在能辅导
孩子学习的情况下，陪伴孩子也是必
不可少的，期待还能有下一次的荣幸
参加。”……这是“海贝计划”一次针对
外来务工者家庭的“户外亲子陪乐”活
动结束后家长们的肺腑之言，日常忙
于生计的家长们在户外陪伴中发现了
孩子的闪光点，在呼吸新鲜空气的同
时也释放内心积蓄已久的生活压力，
升华了亲子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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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师的心理课。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王伟 通讯员 虞杰）11月 1日，在
宁波市同济中学图书吧里，来自同济
中学、鄞江中学、外事学校、古林职高
等9所高中段市直属学校的11位心理
专职教师，在同济中学戴李霞老师的
主持下，就本学期开学以来各学校开
展的常规和特色心理工作做了交流。
大家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新生心理普
查、心理危机干预与转介、心理问题的
家校沟通以及心理老师的自身成长等
方面进行。个别老师提出了近阶段工
作中遇到的困惑和难点，大家集思广
益，根据自身工作经验就问题的解决
提出了各自的建议。

据悉，为了促进心理老师的专业成
长，在宁波市教科所的大力推动下，宁
波市直属学校去年成立了心理健康校
际协作共同体。共同体下设四个协作
组，协作组由各校的专职心理老师组
成。这次是城西片区协作组活动。

“自从心理健康教育协作组成立以
来，让我们心理老师有了归属感。心理
学虽然是单独的一门学科，但由于教
师数量少，教师在学校里往往会感到
孤立无援，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心理
个体咨询，都很难和校内的其他专业
教师进行探讨。有了协作组之后，大家
交流问题互相学习就更加方便了，有
了专业团队的支持，幸福感强了很
多。”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的心理
专职教师虞杰表示。

此次活动上，老师们还观摩了两节
新教师的公开课，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陈凯老师展示了一堂题为《认识自我，
完善自我》的心理健康课，宁波市同济
中学祝梦然老师的课题是《相信“相
信”的力量》。公开课之后还有说课、评
课环节。大家各抒己见，既捕捉了两节
课的亮点，也为如何完善教学设计提
出了建议。

每一次“海贝大讲堂”，胡纪洪都亲
临现场，留意讲座效果，聆听家长心声；
学院里的“海贝之家”，更是胡纪洪和海
贝项目研发管理团队碰撞思维火花的
阵地，他们探讨课程选题、组织活动策
划、评审优秀成果……“海贝计划”的多
元化特色建设正是在一次次的集思广
益中渐趋成熟。三年来，“海贝计划”让
近11万户家庭受益，教育学习服务人
次200万有余，区域性的终身学习机制
还催生形成了自主学习“微共体”10余
个。海曙区社区学院还与杭州上城、上
海闵行、温州永嘉、嘉兴嘉善结为“家育
五灵”区域家庭教育共同体，形成了品
牌项目的辐射影响力。上个月，“‘家育
五灵’区域家庭教育共同体”同样入选

“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作为终身教育的阵地，社区学院还

承担了老年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
等多种教育活动功能。看着一些老年人
想读老年大学却报不上名，胡纪洪积极
寻求与街道的合作，增设城区老年教学
授课点。老城区用房紧张，合适于办学
的场地很难找。胡纪洪走访一个个街
道，把第三年龄大学办到居民家门口，

力争城区八个街道的老年教育全覆
盖。在西门街道老年学堂，他发现合唱
班缺少伴奏的钢琴，当机立断由社区
学院捐赠一架钢琴，让合唱班学员排
练时如鱼得水。就这样，各办学点整合
教学资源，充实师资力量，提升老年教
育水平，打造受老年人欢迎的特色课
程和学习品牌。

除此之外，海曙区社区学院在原有
办学基础上，挂牌了“宁波
开放大学海曙分院”，扩大
办学规模；实施“校企合
作”“校监合作”“校社合
作”等，协助家政企业举办
技能比武大赛，给社区居
民送去编织等手工课，送
文化课到望春监狱……把
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的理
念传播到角角落落。

社会不断在发展，每
个人都需要“活到老，学
到老”。“社区教育，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胡纪洪
说，他愿奔波在终身教育
的路上。

“社区教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打造了家校社教育生态共同体“海曙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