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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甬
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潘淑霞 王
伟群)如何让每个孩子说得自信，
说得规范？练好口才很关键。近日，
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
区“金话筒”课题组成员受邀赴福
建省南平市邵武市的水北中心小
学、通泰中心小学分校以及第二实
验小学“传经送宝”，当地师生直呼

“很受用”。

口语能力特色教学
让孩子们意犹未尽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在邵武市第二实验小学，孩
子们围成一圈，跟着宁海县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的孔锦鑫老
师抑扬顿挫地朗读。

孔锦鑫给孩子们上的这堂课
是该校“金话筒”特色训练方式中
的口型调整课程，通过气息练习、
口腔操、语音等，锻炼唇部肌肉，灵
活舌头，打开口腔，使学生的声音
越来越动听。

“我们在朗诵的过程中不要一
味慷慨激昂，注意平仄起伏，大家
可以通过叉腰感受自己的气息变
化。”孔锦鑫老师在课上耐心指导，
孩子们若有所思点点头，站姿平

稳，双手插在腹部，轻轻感受气息
的变化。

“这样的朗诵方法太有意思，我
第一次不是扯着嗓子发声”“是啊，
念了这么久，居然一点儿也不觉得
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朗诵方
法，孩子们都很新奇，下了课也舍
不得离开，围在孔锦鑫老师身边。

在水北中心小学，宁海县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城南校区副校长林
建英分享了“金话筒”课题的立项
背景、研究始末、研究成果等相关
内容。

“建构与运用语言是小学语文
核心素养之一，可是一些学生胆小
害羞、不善言辞，如何改变这样的
现状？”林建英介绍说，“金话筒”这
个名字源自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表
彰节目主持人的最高奖项，旨在鼓
励学生向电视上的主持人学习。

2016 年，宁海县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城南校区把“金话筒口语能
力”作为特色项目，并以“立足课
堂，全面普及；依托社团，点上提
高”的培养模式，开发校本课程。学
校还搭建了学生口语能力培养的
平台，并依托城南朗诵团、校园宣
讲团、艺术节表演、广播站实践等
活动走向社会。经过7年探索，学

校培养了一批批敢于表达、善于表
达、充满自信的孩子。

跨越山海
打通教育科研“最后一公里”

校本课程的开发离不开教师。
而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校本教
材的编写，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
途径。

在通泰中心小学分校会议室
里，林建英还面向该校的青年教师
分享道：“教师们应参与力所能及
的课题开发研究，并在行动研究过
程中养成课题开发的意识。校本课
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并坚
守校本课程的定位，最大限度地满
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避免走入过
多、过杂或泛化的误区。”

活动后，参会老师们表示：
“‘金话筒’这个课题很接地气，既
解决了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
困惑，又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值得我们学习。”

此次交流活动跨越山海，为两
地教师搭建了相互学习、交流的平
台，同时也有效打通教育科研的

“最后一公里”，使其转化为教育教
学生产力，助力两地教育教学高质
量发展。

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宁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沈莹 陈娟）4月 11
日，鄞州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兼
职教师培训活动在鄞州区实验中学
举行，全区115名中小学专兼职心理
教师参加培训。

4月12日，象山县中小学心理健
康工作会议在象山县教科研中心召
开，全县中小学心理辅导室负责人和
学校专职心理教师参加会议，会上成
立了“象心力”心理教师读书会，还进
行了心理教师说课技巧的培训等内
容。

这些都是宁波市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常态化培训工作，一直以
来，宁波市教育系统着眼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高度重视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离不
开一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3月31日，宁波慈溪市教育局公
开招聘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287名，
值得关注的是，平时招聘人数较少的
心理教师，这次要招19人。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小学心理
健康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宁波大力
引进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目前，
宁波所有学校至少配备了一名心理
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同时，督促各
地各校按照师生比1：1000（不足千人
按千人计）的要求配备专职心理教
师。

同时，加强专兼职教师培训。宁
波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新任教师岗
前培训、班主任业务培训、教师继续
教育培训和校本研修的重要内容，每
三年实现全员轮训。开展上岗资格证
书认定，全市已有4.8万余名教师获
得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C
级证书，占全市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
的80%。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21 年 7 月
起，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市卫健委启
动实施宁波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
职教师“医教结合跟岗实习”项目，实
行“导师制”带教模式，心理教师跟随
心理医生在医院进行坐诊等跟岗实
习。这一项目针对全市中小学校心理
专职教师、部分兼职教师进行轮训，
加强医院和学校、医生和老师之间的
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宁波市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心理健康
服务和实践能力，更好地护航中小学
生心理健康。

目前，全市教育系统已经建立了
一支以专职教师为基础、兼职教师和
班主任为辅助、骨干教师为引领、管
理队伍为保障的高素质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队伍，锻造了全员育人团队。

“我是阳光，你是阳光，让花儿
开放，让嘴角上扬……”推进会开
始前，大隐镇中心学校小学部操场
上，响起了欢快的音乐声。600多
名小学生踩着音乐节拍，展示了余
姚市儿童青少年防控近视暨脊柱
侧弯体育功能操。

拍手、摇肩、转腰、提腿等，同
学们精准拍打穴位动作，充满了活
力和朝气。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发
病率居高不下，同时脊柱侧弯也呈
高发态势。姿势不正、缺乏运动是
重要诱因，余姚教育、体育两部门
一直在寻求发挥体育在近视暨脊
柱侧弯防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2020年5月，余姚市成立儿童
青少年近视暨脊柱侧弯综合防控
体育功能操课题研究小组，并召
集骨干力量共同进行设计研发。
2022月下半年，这套功能操在余
姚部分中小学“试水”，大隐镇中
心学校和凤山小学成为首批试点

学校。
推进会上，大隐镇中心学校副

校长郑青红提到一个喜人的变化：
“这半年下来，学生们都很喜欢这
套操，每次音乐响起，大家边跳边
唱，满满的热情，这样的形式不仅
丰富了他们的课外生活，更能强身
健体。”

凤山小学结合“中医药”文化
特色课程，利用班会课、体育课等
宣传编操原理，了解穴位与健康的
关系。在功能操的学习中，各个班
级采用多种形式的学练，比如一对
一的帮教、小组竞赛、线上展示等，
让孩子们对功能操充满兴趣。

这些实实在在的做法，给今年
入选试点名单的学校提供了参考。

余姚市教育局基教科副科长
胡玲君介绍道：“为积极响应落实
2023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正脊行
动’，余姚市教育局已扩大功能操
试点范围，在原有2所‘试点校’的
基础上，另增加8所学校，分别是

兰江小学、阳明小学、知行小学、临
山镇中心小学、兰江中学、陆埠镇
初级中学、黄家埠镇初级中学、肖
东中心学校。”

如何让这些学校快速落地这
项工作？这场推进会搭建了交流平
台。胡玲君补充道，时长不到4分
钟的功能操，主要在中医经络理论
的基础上，科学借鉴眼保健操、脊
柱矫正体操、健美操、经络健身操、
八段锦、五禽戏等，对眼部与脊柱
两侧经络所及穴位进行按压、拍
打、拉伸等运动，从而起到保护视
力、预防近视，预防和纠正脊柱侧
弯的效果。看似动作不复杂，但要
想真正找准穴位、动作到位，难度
仍然不小。

据悉，接下来余姚市教育局将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项目指
导，在业务上对10所试点学校给
予引领、指导和帮扶，特别是师资
培养、室内功能操的开发上，推动
民生实事项目有效落地。

试点学校增至10所
余姚“体育+中医”功能操扩容

4月12日，余姚市10所

中小学分管近视和脊柱侧

弯防控的副校长、相关老师

齐聚大隐镇中心学校，参加

在这里举行的余姚市儿童

青少年近视暨脊柱侧弯防

控体育功能操推广现场会，

旨在加强学校间交流，推动

顶层设计、师资培养、教学

开发等方面的协同共进。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功能操推广现场会，老师们交流心得。受访者供图

“金话筒”传递到闽北
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教科研成果推广活动

心理老师和学生交谈。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