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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课后服务内容再
优化，新政提出了服务方式和服
务保障的再优化。

服务方式上，可以利用各类
校外教育场所，拓展学习空间，
实现校内校外一体化。同时强
调畅通数字化对接渠道，全面
应用宁波市课后服务管理平
台。全市所有学校开展的课后

服务，都纳入该平台管理，家长
和学生可通过浙里办 APP 中

“宁波课后服务”进行报名、选
课、缴费、查询、管理、评价等一
站式体验。

服务保障上，新政提出要提
升教师水平，优化师资培训方
式。鼓励特色普通高中学校向附
近中小学辐射特色课程，为中小

学提供师资等资源，区域一体化
开展跨学段课后服务，创建区域
协同的课程模式。

据介绍，课后服务优质工程
旨在发挥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
巩固“双减”工作成果，打造对象
全覆盖、主体全协同、五育全融
合、成本全公益、培养全链条的

“五全”课后服务品牌。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
者 马亭亭/文 张培坚/摄）10月
17日，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宁
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举办

“家校社共育，护学生成长”论坛暨
家校共育指导培训，这也是今年

“甬有优学·2023教科节”的第三
场主题活动。

活动围绕家庭沟通的“道”与
“术”、家校社共育的区域经验和学
校经验、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探索
与创新实践等主题，进行了全方
位、多角度的主题报告和圆桌讨
论。

论坛既有专家引领，又有经验
分享，现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宁
波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领域的专
家嘉宾、学校教师等，通过“线上+
线下”的形式参加活动。

上海市教科院普通教育研究
所、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研究与
指导中心主任郁琴芳围绕《家校沟
通的“道”与“术”》做主旨报告，她
从家校沟通的重要性及细致策略，
为家校社工作带来了指导和启示。

实际上，宁波在家校社协同育
人工作上早有探索，并获得了一定
成效。

在区域层面，海曙区的品牌特
色活动“海贝大讲堂”，通过名优专
家送家庭教育课到中小学、幼儿
园、社区、文化礼堂等，线上线下活

动600余次，至2023年受益家庭
近 11 万户，教育学习服务超过
200万人次。

北仑区通过家长成长学院赋
能家庭教育，深化课程建设、丰富
授课模式，形成了家校共育的多种
蓬勃样态，北仑区教育局家校共育
工作获评宁波市唯一的“全国家庭
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慈溪打造家庭教育指导三级
服务网络、家庭教育指导师四级梯
队、学校管理协同五级联动机制，
来巩固家校社育人工作的阵地建
设。

象山以问题为导向，研究特色
教材促成家长成长，深化课题研究
破解教育难题。

除此之外，学校作为家校社协
同育人的主阵地，在发挥协同育人

主导作用中的做法也可圈可点。
宁波市洪塘中学通过让家长

进课堂零距离观察孩子学习、家长
进考场增加对孩子的理解、家长进
食堂把关“舌尖上的安全”等形式，
体验学校日常工作，实现家校共育
零距离。

宁波高新区外国语学校通过
个性化家访、指导化家访、鼓励化
家访，优化教师个体与学生家庭的
交流效果。

当天，还举行了“家校社协同
育人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圆桌论
坛，家校社协作育人工作领域的专
家进行分享研讨。下午的亲子沟通
专题论坛上，嘉宾们围绕小学、初
中、高中亲子沟通开展系列讨论，
为家长提供场景化、可实操的建
议。

300余名专家
齐聚宁波
共商职业教育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蒋婷 詹佳丽）资源库建设指
南解读、优秀建设案例分享、数字教材建
设与平台使用……近日，2023年职业教
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启动大会暨业务培训
会议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召开。

据悉，此次会议由宁波职业技术学
院、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艺美
术职业技术学院、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国内知名高职
院校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会议以

“推进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扩
大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为主题，吸引来
自黑龙江、新疆、甘肃等近20个省份的
65所高校，300余名专家和教师参会。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张启
明对新版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指南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当前阶段各资
源库要实现突破发展，需要转变认识、重
视建设、强化应用和做好保障，重点关注
资源库建设过程中的可行性报告、建设
方案书、申请任务书、监测分析档、认定
要素档等内容要素，在资源库建设的“长
跑混战”中突出重围。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邱志军结合
两轮资源库建设的经验，指出资源库建
设需要做好整体设计、应用推广和经验
总结这三方面的工作，并形成“五大理
念”“五联五保”“五规融通”“五化一体”
工作模式。

高等教育出版社在线职教中心研发
部主任沈洁对资源库新功能和平台运行
支持服务进行了解读，她提出，资源库平
台以服务项目建设和服务教学应用为核
心，关注易建设、易应用、好服务，着力实
现范式化、体系化和智能化的升级。

高等教育出版社高职事业部副主任
张值胜围绕数字教材建设与平台使用进
行了分享，提倡各院校在资源库建设中
设计纸数融合、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
材，鼓励形成融媒体、交互式、智能化教
材。

现场还为五个专业教学资源库的负
责人发放资源库建设聘书，并就数字教
材出版举行签约仪式。

作为“互联网+职业教育”的重要实
现形式，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也是
推动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领域
综合应用的重要手段。自2010年启动资
源库建设以来，至今已有1400余所高等
职业院校、900所中等职业院校和2800
余家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资源库建设，为
整合优质资源，带动教学模式改革，增强
社会服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目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共牵
头建设15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
囊括课程近百门，实现资源库建设“分院
全覆盖”和“专业全覆盖”，打造全方位、
立体化教学资源库，走在了优质职教资
源整合的前沿阵列。

教学资源库聘书颁发仪式。

课后服务如何从“有”转“优”？

宁波启动中小学课后服务优质工程

家校社协同育人 宁波分享经验

“家校社协同育人路径探索与创新实践”圆桌论坛。

为推动课后服务由“有”

转“优”，实现从“课后服务”向

“课后育人”提升，课后服务实

施两年后，宁波市教育局日前

出台新政，实施中小学课后服

务优质工程，构建校内校外一

体、线上线下并进、课堂课后协

同的课后服务新模式，助力学

生特长发展、学校特色发展。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张苗妙

在最受家长关注的服务内
容方面，新政提出加强素养导向
的课程建设、构建特色办学的课
程体系、创设不同群体的特色服
务等具体的再优化措施。

推动课后服务从学科教学、
作业辅导向素养提升转型。重点
要打造“4+N”素养导向课后服
务课程内容。“4”指德育活动、文
体艺术、科普实践、人文阅读等
四大类课程。“N”指打造体育锻

炼、艺术提升、劳动实践、综合素
质拓展等特色系列。

具体到学校，要聚焦学校特
色化办学，开设特色课后服务课
程。将课后服务课程纳入学校整
体课程体系，推动课堂教学和课
后服务有机融合，形成全链式人
才培养体系。积极挖掘当地资源
和校本资源，开设具有学校特色
的课后服务课程群。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和

成长需求，新政要求创设不同
群体的特色服务。在无体育活
动课的学习日，学校每天必须
安排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
针对体艺、科学类特色学校，应
将50%以上课后服务课时用于
体艺、科学类活动。针对特长学
生，开展市级、区级、校级特色
公益性课后服务，让特长学生
接受更专业、更高阶的课后服
务。

加强素养导向的课程建设

服务方式和服务保障再优化B

学校课后服务。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