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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何乘“云”而上？
创新机制让文化礼堂“活”起来

| 记者 杨名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

画一画《蔬果里的秘密》。在课堂

开始前，我们先和筏头小学的小伙

伴们打个招呼好不好？”近日，在舞

阳学校教育集团和筏头小学的艺

术互联网课堂上，舞阳学校美术老

师王锦伟隔着屏幕与距离12公里

外的小朋友们互动。自艺术教室

建成后，筏头小学学生邱航每周都

期待着这样的“云”课堂。“我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它可以让

我认识更大的世界。”

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中，我县教

育局致力于“互联网+创客”教育系

统平台,在城乡教共体基础上，建

设完成了“莫干山云”艺术互联网

学校。截至当前，我县59位专职美

术教师，已经与全县119个班级结

对，实现了艺术互联网课堂乡村小

学全覆盖。

教育局每年设置教育装备专

项，以项目专项的形式推动教育装

备和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资金的

补给推动着县域教育环境朝着智

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加快推

进2.0智慧校园建设、新交互式一

体机多媒体、建设云机房、部署精

准教学服务系统等。“在购置设备

前，我们都会深入学校调研，了解

师生的实际需求，在满足学校日常

教育教学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教育

装备水平。”县教育局保障中心主

任邵永华告诉记者，近三年，县教

育局共投入教育装备专项资金超

5700万元，新建校建设教育装备投

入6700万元，极大地改善了全县学

校的教育装备及信息化软硬件建

设，为教育创强，教育高质量发展

打下了扎实基础。

我县教育领域数字化项目开展较

早，近年来更是发展迅猛。走进学校，

教师在办公室里认真备课，课堂上学生

学得专注，操场上学生“玩”得开心……

这昂扬向上的背后，蕴藏着智慧的改革

和创新的支撑。在县教育局的指导下，

各校努力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倾力打造“智慧型”家门口的好学校。

创新，让学校的发展更加出彩。

线上集体备课就是基于“互联

网+”的教师学习新尝试。让德清

县二都小学闻红英印象深刻的是

二年级一单元第一课《古诗二首》

备课活动。“教研组的骨干教师们

对我的教案进行审查，并提出修改

意见。打开屏幕，教共体学校教师

也可以实时观看我的课堂。这样

一来，在得到本校教师反馈的同

时，我也收获了其他学校教师的点

评指导。”闻红英还记得，那次课

上，春晖小学（春晖小学和二都小

学是互联网+教育的结对学校）的

一位教师提出的“找出相同韵律的

诗歌让学生们学会对比阅读”给了

她很大启发，“集体备课让大家集

思广益，取长补短，给我们这些新

教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从老师讲课全靠一支粉笔，到

优质教育资源随时共享，人工智能

技术正在改变着我们身边的校园和

课堂。这几天，上柏小学的机器人

社团同学们正在认真训练，为今年

教育局组织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及机

器人普及大赛做准备，在老师的指

导下，他们不断调整手中的无人机

轨迹：穿越圆圈、翻转360°……“我

们依托创客空间教学系统，在学生

创客社团普及了无人机教学，依托

社团创建了无人机教学品牌，从普

及到特色到品牌，形成了梯队建

设。”教师徐锋说，“让创新成为学生

的思维品质”是学校一以贯之的教

学理念，学校以无人机教育活动为

载体，以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为

契机，加强拓展性课程建设，融通了

学校现有人工智能、STEAM创客

等系统，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

据了解，“互联网+创客”教育系

统平台服务端于2022年7月份上线

试运行，截至目前累计访问量达到

1.0万人次，其中学生占比67.7%，

2022年9月开学季，服务端日均访

问量达1940人次。基于创客空间

平台，县教育局积极组织中小学生

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普及比赛，截至

目前先后举办了四年。2022年11

月，来自33所中小学的800余名学

生参赛，较2021年增加了 200余

名，彰显着创客教育人人普及、创客

教育之花在中小学校园全面绽放。

如今，德清教育已经进入数智

驱动、教育变革的时代，未来教育的

发展方向应该探索如何由数字化推

动教育转型？“这既需要培养老师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改革知识组织形

式，也需要提升学生使用有效优质

在线资源的信息化素养，更需要社

会公共政策为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提供经济社会资源条件。”县教育

局党委委员、专职副总督学张敏表

示，将通过常态化应用和经验总结

推广，为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扩大影响，在教育信息化、一体化

和高质量发展上增优势、创特色，打

造更多德清经验与德清模式。

德清实力打造德清实力打造““智慧型智慧型””家门口的好学校家门口的好学校

| 记者 付露波

拼经济，招商引才是先行

军。3月 18日，德清县双招双引

专题培训班启动，各平台、镇（街

道）、产业链招商链主单位、各驻

点招商引才中心（分局）全体招商

人员共计百余人，通过线上线下

等形式参会，进一步优化招商队

伍整体素养，为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

想领略更好的招商“春光”，必

须要找准发力点，围绕产业进行招

引。但是具体应该招引哪些细分

领域的项目？招商过程中如何优

化服务，全力拼抢？首期专题培训

邀请高新区地信发展中心主任汤

献国围绕数字经济开展讲座，从什

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

势及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重要组

成——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状况三

部分进行条分缕析的讲解，进一步

增进招商人员对地信产业的了解，

让招商工作靶向推进。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此次德清

县双招双引专题培训班启动后，今

年将以“半月一训，贯穿全年”的形

式，利用晚上或双休日时间开展常

态化培训，培训内容涉及主导产业

发展分析，以及项目审批、供地程

序等方面的讲解和招商技巧等业

务实操。此次培训将广邀高校及

省内外知名教授、专家、学者授课，

学习借鉴各地市优秀的招商引才

经验做法，在德清这片招商热土续

写“春天的故事”。

| 记者 沈烨冰 通讯员 谢伟勇

近日，在新安镇舍东村文化

礼堂里，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

人居环境为主题开展文艺创作。

“这里你需要走位，待在一个地方

手里要有动作，不然太单调了。”

浙江省乡村文化能人沈水方向台

上表演小品的人员建议道，表演

情绪要再饱满些，内容还要紧凑

一点。

为激发文化礼堂活力，新安

镇创新“1+1+1”文化礼堂管理机

制，即选中一名基层文化能人，带

动一群文艺爱好者，培育一批文

艺时尚作品，让文化礼堂始终有

人在创作脚本、排练作品和凝聚

群众。

选中一名
基层文化能人

乡村文化振兴，发挥人的力

量非常重要，尤其需要具有带动

能力的乡土文化能人的力量来

引领。作为浙江省千名文艺骨

干的姚金林是新安镇乡土文化

名人，成为各个文化礼堂争相抢

夺的对象。舍北村在文化礼堂

腾出一个房间，设置了小品工作

室，作为姚金林开展文艺表演、

创作的场地；勾里村每年邀请姚

金林到文化礼堂开展文艺演出

和培训。

除了姚金林和沈水方两名浙

江省乡村文化能人外，还有围绕

内容策划、舞台编排的居委会干

部谢伟勇，立足小品、相声、小说

等文化创作的退休教师沈水林和

热衷于绘画的退职老干部朱子兄

等一大批文化能人在文化礼堂发

挥着凝聚群众的作用。

带动一群
文艺爱好者

选好乡土文化能人只是第一

步，用好乡土文化能人，持续为乡

土文化献智慧、闪光芒才更为重

要。一个人带动一批人，文化能

人发掘、培养、带动基层文艺爱好

者，让乡村文化礼堂成为他们的

“家”。

“在这个景色宜人的湿地公

园，练一练瑜伽，消除紧张的工作

情绪，放松一下心情。”周末，瑜伽

爱好者来到百富兜村文化礼堂接

受退休老师沈旭琴的指导。

一群青年文艺爱好者在舍

北村文化礼堂与幼儿教师张莉

探讨舞台剧的创作。妇女舞蹈

爱好者们在舍东村文化礼堂，和

沈水方一起编排舞蹈。经过几

年的培养，越来越多的基层文艺

爱好者被挖掘出来，理发师沈新

民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男性

舞者。

培育一批
文艺时尚作品
乡土文化能人利用自身的

“名人”优势，组织艺术团体，创

作优秀的、有针对性的艺术作

品，自发组织群众开展多种文化

活动。姚金林创作了《治水英

雄》《谨防受骗》等小品27个；沈

水方指导参与了《中国色彩》《丝

线情》等舞蹈作品16个，越来越

多的文艺作品走上了文化礼堂

舞台。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能得

到群众的喜爱，也荣获了不少奖

项荣誉。舞蹈《土耳其的欢乐》

荣获浙江省第九届排舞大赛中

年组兰花银奖；小品《治水英雄》

荣获湖州市“寻找三美”法治五

水表演类二等奖；舞蹈《纽约到

洛杉矶》荣获“舞动湖城”湖州市

“中信杯”2014年广场舞大赛金

奖；小品《排戏》登上央视3套国

庆七天乐节目；小品《一家亲》获

得德清县“弘扬家庭美德、传续

良好家风”家庭情景剧大赛一等

奖等。

双招双引专题培训班启动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