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给城镇居住区
配建学校定“规矩”

本报讯（通讯员 卞桂富）
日前，盐城市人民政府印发《盐
城市城镇新建居住区配建学校
实施办法（试行）》，对全市城镇
新建居住区配建学校工作予以
规范。

《办法》明确，城镇居住区配
建学校由规划、国土、教育部门
实行联审联批， 其中幼儿园可
由受让土地的开发企业负责建
设，也可由县级政府负责建设，
配建的义务教育学校统一由县
级政府负责建设， 实行“交钥
匙”工程。 配建学校和幼儿园属
于国有资产， 必须交由所在地
政府教育部门举办成公办初
中、小学、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
园。《办法》还明确，凡未按规定
配建学校的居住区， 不得发放
首批住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和施工许可证。

“南京教育好故事”
巡回分享会启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陆思洋）
近日，“南京教育好故事” 巡回分
享会启动仪式暨首场分享会在
南京外国语学校举行。

启动仪式上， 演讲教师分享
了 8 个从“南京教育好故事”演讲
暨征文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教
师故事。 其中， 有身患重病依然
不下讲台的全国优秀教师、中国
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兰全翠，有
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90 后”教
师钱启惠，有新手教师———浦口
实验小学万江分校柳迪和一个
“调皮大王”之间的故事，还有南
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一群
不服输老师的故事等。

本次分享会创新开展“私人
定制”服务，各区、各校可从全市
甄选出来的 23 个“南京教育好故
事”中，自行选择 8~10 个，扫描二
维码预约分享会。

JIANGSU JIAOYU BAO 扫描二维码关注本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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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对话“80 后”

要闻速览

新学期伊始，徐州市鼓楼区红十字会开展“急救知识送校园”活动，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次，有针对性地传授相关知
识和技能，提高未成年人急救意识与现场自救互救能力。 图为急救培训教员在徐州市祥和小学给学生讲解气道异物
梗阻的自救互救技能。 蒯创 摄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刘卫
锋）9 月 10 日， 在南通市举行的
庆祝第 34 个教师节大会上，两
位年逾八旬的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南通师范二附小教师李
吉林及该市启秀中学教师李庾
南，与“80 后”青年教师展开对
话， 寄语后学坚守教师岗位、潜
心立德树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教师应有的贡献。

李吉林和李庾南两位教师
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两面旗帜。
一位是中国情境教育的创始
人，一位是初中“初中数学‘自
学·议论·引导’ 教学法” 首创
者。她们都已年过 80，但依然奋
斗在教育岗位上， 践行着终身
从教的职业誓言。

“您已功成名就， 成为中国

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为
何您不选择功成身退，还是继续
研究、再攀新高？ ”面对这样的提
问，李吉林坚定地表示，不愿意
“见好就收”， 她将不断深耕，为
探索情境教育“四部曲”继续奋
斗。 李吉林风趣地说：“连我自己
也很惊讶，60 多年，我就在小学，
就在一所小学，40 年就做一个课
题，却有滋有味地工作着。 ”她将
60 余年的感受概括成两句话：是
儿童、童心给了我智慧；爱能产
生智慧， 爱与智慧丰富了人生。
如今，已是 80 岁的老人，李吉林
仍然喜欢自己像儿童，因为“我
内心仍然有一颗不泯的童心”。

今年履新就任南通市八一
小学校长的王海峰是李吉林
弟子之一， 他曾在通师二附工

作多年，多次聆听李吉林老师
教诲。“李老师年轻的时候，有
机会去当跳伞队员、 当演员，
但她选择了自己钟爱的教师
职业，并将这份职业当作一生
的事业。 她常说，‘不必这山望
着那山高， 我看山看水， 看小
学最美，儿童最让我爱恋’。 ”
这对王海峰影响很大，激励他
不断进取。

已走过 60 多年教育生涯的
李庾南老师，至今坚守在三尺讲
台。 面对启秀中学“80后”教师宋
雪莲提出的“为什么 61年连续做
班主任还不累、上了一辈子课还
不会有倦怠感”等问题，李庾南回
答说：“虽然教师的职业不变，但
学生在变，课程内容在调整，教育
的要求也在提升。 教师绝不能重

复‘昨天的故事’，不断地研究学
生、研究教学，就会越来越觉得这
个职业乐趣无穷”。

针对青年教师的提问“当年
为什么会提出‘自学·议论·引
导’ 的教学主张”， 李庾南解答
道：“这源自于教学实践的发现
与反思。 在教改路上，不是没有
困难和曲折， 但我始终咬定青
山不放松， 至今仍在路上。‘自
学·议论·引导’ 教学法已提出
40 年了，但它还有很多不足，我
期待和年轻教师一起来实践和
完善。 ”

来自南通市教育系统的近
千名教师和数百名师范生参加
当天的活动。 他们表示，将传承
名师楷模精神， 躬身教育实践，
促进师生共成长。

李吉林李庾南寄语青年教师

前不久， 无锡市教育局面向全市
中小学学生发起“心头上的乡韵”传承
活动， 引导孩子们发掘家乡的优秀文
化传统，通过学习体验、动手制作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产品， 争做非遗传
承“小达人”。活动推出后，受到孩子们
热捧，几天之内，主办方就收到 100余
件参赛作品。 剪纸、面塑、陶艺，“小达
人”们用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阐释
了他们对非遗文化的理解。

无锡市新吴区南星小学五年级学
生黄淼， 此次向主办方提交了一个制
作泥塑的视频，受到评委们一致好评。
在该校校长华建谊看来， 黄淼的作品
能够脱颖而出， 与学校潜移默化的非
遗普及密切相关。 孩子们参加社团活
动，了解了宜兴泥塑等诸多非遗项目，
对传统文化产生了热爱与敬畏之心。
他说：“这几年， 无锡教育系统大力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实践表明，学校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大有可为。 ”

多途径普及，让孩子了解非遗
无锡市夹城里中心小学处于梁

溪区一片正待拆迁的城中村内，八成
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如何让学
生迅速融入第二家乡生活，一直是学
校教育工作的难题。从 2011 年开始，
随着“锡剧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该校

的教学生态和学生面貌焕然一新，在
2017 年 11 月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上，夹城
里小学作为唯一被邀请的学校，参加
了锡剧专场的演出。

如今，夹城里小学有自己的校本
教材《锡剧简明读本》，除利用音乐课
普及锡剧艺术外，还组建不同层次的
兴趣小组，为热爱锡剧的孩子搭建更
广阔的平台。“周二、 周三的兴趣小
组，针对的是二、三年级的孩子，学习
身段、动作、发音等；周五高级社团，
针对四、五年级的孩子，学习内容更
加专业，还会参与不同级别的表演和
比赛。 ”该校德育主任芮毅名说。

六（2） 班学生檀宇思老家在广
西，从小跟随做服装生意的父母来到
无锡。 自几年前接触锡剧之后，就变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唱起来
有模有样， 还代表学校多次参加演
出。“通过锡剧，我更加了解无锡这座
城市，对第二故乡的归属感更强了。”
檀宇思说。

高中学业较重，但非遗课程在这
里开展得一点儿也不含糊。以辅仁高
中为例， 该校引入无锡市 10 余项非
遗项目，把国家、省、市级非遗传承人
请进校园，成立喻氏泥人坊、赵红育
刺绣工作室、江南琴社、怡缘飘香纸

艺坊 4 个非遗校园传承基地，并开设
非遗校本课程， 组建学生校园社团。
在学业之余，孩子们找到了另一片展
现自我的天空。

据介绍，为了推进非遗在校园的
普及，无锡市教育系统构建“三个进
入”长效机制，即推进传统非遗“进入
课程、进入教材、进入课外”。 江阴市
编写出版《中小学锡剧进课堂实验教
材》， 要求小学一年级至高三年级在
校学生，每学期学唱一段锡剧基本曲
调；锡山区羊尖小学编写锡剧校本教
材《太湖一枝梅》，每班每周安排一节
锡剧课；梁溪区教育局会同区相关部
门，在崇安寺生活街区建立“青少年
非遗文化传承教育实践基地”， 该基
地拥有 3000 多平方米体验场地，涵
盖 20 多项非遗项目， 让青少年的非
遗知识和技艺得到进一步拓展，民族
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多层次培养，让苗子不断涌现
“精微绣” 是无锡传统民间艺术，

也是锡绣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类别。 它
卷幅微小， 由刺绣艺人用双面绣技法
精工绣制，无论是细若蝇毫的文字，还
是寸人豆马，都形神具备、意趣无穷。
2007年，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学校
率先在全市建立首个非遗工作室———

锡绣坊，让学生通过选修课形式，跟着
外聘的非遗传人吴鸣文学习锡绣、尤
其是精微绣的技艺，其中最出色的，要
数“95后”学生倪雪。

倪雪原先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
刚入校的时候，她对于未来的职业规
划一片茫然，与吴鸣文的相遇，改变
了她的职业路径。 如今，她是吴鸣文
的得意弟子，也是其工作室的骨干力
量。 2016 年，在吴鸣文精心栽培下，
倪雪的双面精微绣作品《江南织造
图》获得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百
花奖金奖，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
获得者，倪雪也由此成为精微绣技艺
的新一代传人。“精微绣的卓绝工艺
深深吸引了我，刺绣的过程虽然很费
时间，也有些单调，但是对我来说却
是一种享受。 ”倪雪说。

由接触到熟知 、 由熟知到热
爱———在无锡，像倪雪这样通过“非
遗进校园”活动而逐渐爱上当地各种
传统技艺的学生还有很多，他们虽不
能人人都成为非遗传人，但一大批好
苗子的涌现，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民间
工艺发扬光大的希望。

以锡剧为例，目前，无锡市目前共
有 12所中小学、幼儿园被命名为无锡
市锡剧传承特色学校， 这些学校都开
设了锡剧传承兴趣班。

锡韵入校园 传承一脉香
———无锡大力推进“非遗进校园”实践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周丹

第 21届全国推普周
江苏系列活动在淮安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剑）
9 月 12 日， 第 21 届全国
推普周江苏系列活动开幕
式暨“雅言苏韵诵经典”校
园首场巡演在淮安市洪泽
实验小学举行。 省教育厅
副厅长曹玉梅出席并为活
动揭幕。

本届推普周主题是
“说好普通话， 迈进新时
代”。 曹玉梅指出，语言文
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是人类文明代代相
传的载体。 全面推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是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国家软实力
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扶
智育人、教育脱贫攻坚的
重要任务。 目前，我省普
通话的普及率总体上达
到国家推普攻坚工程提
出的到 2020 年东部地区
“普通话普及率提高到
85%以上”目标，但还存在
一些短板。 全省各地要以
开展推普周活动为契机，
继续深入宣传贯彻国家
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努力营造语言文
字工作的良好氛围；不断
创新活动机制，形成各行
各业和全社会广泛参与
的推普工作合力；进一步
聚焦重点， 重心下移，加
大农村推普工作力度，为
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
供有力支撑。

开幕式上举行了“雅
言苏韵诵经典” 校园首场
巡演，省昆剧院张争耀、南
京艺术学院洪凌、 李玮等
青年演员和南京艺术学院
师生参加首场演出。

据悉，“雅言苏韵诵经
典”校园巡演是省语委、省
教育厅、 南京艺术学院重
点推出的艺术展演活动。
活动主办方邀请艺术家和
艺术院校师生， 以普通话
诵读、 演绎地方戏曲等方
式， 全面展示历代名家咏
江苏的名篇佳作， 推广普
通话，弘扬传统文化。今年
巡演还将走进扬州、 无锡
等地中小学。

镇江推动校园足球
由数量递增转向内涵提升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校园足球应该怎
样发展、达到什么目标？ 9
月 13 日，镇江市教育局出
台《镇江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指南（试行）》，明确
校园足球发展的目标和组
织实施要求， 推进青少年
校园足球由数量递增转向
内涵提升。 至 2020 年，该
市将培养发展 60%以上的
中小学成为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

近年来， 镇江市把发
展青少年校园足球作为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
分发挥足球育人功能，大
力普及足球运动，培养健
康足球文化，引入社会足
球优质资源，改善办学条
件，营造“阳光体育、快乐
足球”良好氛围。 全市已
有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 117 所、 省足球特色幼
儿园 12 所、 市足球特色

幼儿园 50 所。
为进一步推进青少年

校园足球发展，《指南》提
出， 要建立青少年足球运
动员从小学、 初中到高中
的系统培养体系， 畅通升
学渠道， 对学生的终身发
展负责； 义务教育阶段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 保证每
班每周 1 节足球课， 高中
开设足球选修课； 进一步
规划发展“市队校办”学
校，逐步健全年龄梯队，完
善培养体系。 同时， 探寻
“内外结合”的校园足球战
略合作模式， 遴选社会足
球优质资源进校园， 加快
提升校园足球运动水平。

镇江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
《指南》的出台，将推进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从数量型
向内涵型转变， 使全市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工作实现
新跃升。

（下转第 2 版）

声 明

近期，《江苏教育报》编辑
部接到读者举报，反映有不法
分子以《江苏教育报》名义从
事经营等活动，并收取学校和
家长相关费用。

对此，我报郑重声明，《江
苏教育报》从未在省内外设立
任何分支机构，也未授权任何
人以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名义
组织相关活动。希望教育部门
及学校、教师、家长提高警惕，
切勿上当受骗 。 如遇类似情
况，请及时向我报反映。 联系
电话：025-86275659。

任何个人或单位，未获授
权，私自以《江苏教育报》名义
从事相关活动， 均属违法行
为，我报将保留追诉其违法行
为的权利。

《江苏教育报》编辑部
2018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