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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启智 实践育人
以全新姿态拥抱教育发展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大
林）日前，徐州市召开“校外
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筹备会
议，进一步促进校外培训机
构健康发展。

据介绍，徐州市校外培
训机构行业协会将全面贯
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团
结、组织热心从事校外培训
工作的人员， 开展学术活
动，研究校外培训机构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促进校外培

训机构的改革与发展。协会
成立后，将从研制校外培训
机构行规行约，调解会员之
间、学校与学生间、会员与
其他社会组织间的民事纠
纷，依法维护培训机构及工
作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开
展工作。 同时，协会还将承
担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规范
会员单位办学行为，并组织
会员单位开展各种交流与
合作活动等工作。

徐州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再上“紧箍咒”

本报讯（记者 王频）
记者近日获悉， 第 54 届中
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将于 11
月 1 日—3日在南京举办。

高博会是高等教育领
域举办时间最久、 规模最
大、 影响力最强的专业化、
综合化、前沿性、开放性品
牌展会，每年分为春、秋两
季举办，27 年来已成功举
办 53 届。 南京是首届高博
会的举办地，至今已举办过
6 届。 本届高博会由展览展
示、高端论坛、成果发布、竞

赛活动、体育健康等 5 个板
块组成， 预计参展企业
1000 家， 展位数超过 2500
个。届时将有 900 余所高校
的近 2 万名一线教师、管理
人员，及 6 万人次的商业观
众参会。 据悉，本届高博会
将正式发布“全国普通本科
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并
预发布“全国高职院校教师
教学发展指数”，更加完整、
全面、系统地刻画高校教师
的发展生态，这在我国尚属
首次。

2019年秋季中国高博会将在宁举办

讯 速 递资 斯霞：童心母爱
17岁执教，85岁退休，一生执教

68年， 斯霞是我国基础教育界教龄
最长、功勋卓著的教师之一。 在漫长
的教师生涯中， 斯霞多次放弃晋升
的机会，始终坚持做小学老师。她说：
“我最爱学校，我喜欢孩子，和他们生
活在一起，我感到自己永远年轻。 ”

1910 年，斯霞出生于浙江诸暨
的一个书香人家。 17 岁那年，她从
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先后在浙
江省立第五中学附属小学、 嘉兴集
贤小学、萧山湘湖师范、南京东区实

验小学等学校工作。 1932 年， 斯霞
进入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任
教，5 年后， 该校被侵华日军炸毁，
小学部停办。抗战胜利后，在原址复
建校舍， 改名为中央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前身），斯
霞重返学校任教。

毕生从事小学教育的斯霞为教
书育人倾尽心血，贡献卓著。 上世纪
50年代，她受命开展小学学制改革的
试点工作， 用 5年时间完成了小学 6
年的教育教学任务，并创造出“字不

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小学语
文随课文分散识字教学法， 大面积、
高效率地提高了识字教学的质量；60
年代，斯霞又进一步形成了“以语文
教学为中心，把识字、阅读、写话三者
结合起来”的小学语文教学法，在全
国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斯霞提倡“童心母爱”，她以一
颗童心，爱学生之所爱，乐学生之所
乐，用爱陪伴学生成长。 课上，她教
孩子们学文化、学知识；课下，她和
孩子们一起爬山、游玩，体察孩子的

喜怒哀乐， 了解孩子的个性心理。
1963年 5 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
人》一文，介绍斯霞关心、爱护、培养
孩子的感人事迹。 同年 5 月 30 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斯霞
和孩子》，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1978年， 斯霞被评为江苏省首
批特级教师，那时她已 68岁，但仍然
坚持在南师附小上班、上课，一直工
作到 85岁高龄才退休。 2004年 1月
12日，斯霞因病逝世，终年 94岁。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编写）

“童心母爱”：永恒的教育诗篇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好

日子里，传来斯霞老师入选“最美奋
斗者”的喜讯，每一位南师附小人心
中都油然而生出一股自豪、 一份神
圣。 “斯人是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
路； 斯人是书， 润泽了我们孤寂的
心； 斯人是火 , 点燃了我们炽热的
情。 ”斯霞老师，作为著名儿童教育
家，是我们永远的旗帜。

南师附小是斯霞“童心母爱”教
育思想的生发地。 她在学校工作 60
余载， 是南师附小历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人物。 在附小“爱的教育”

文化土壤中，斯霞潜心教书育人，于
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
经验， 提炼形成了中国基础教育的
宝贵财富———“童心母爱 ” 教育思
想。 她的“童心母爱”教育思想继承
并丰富了现代教育中的儿童立场，
尊重儿童、承认儿童作为“人”的权
利， 将其视为与教师平等的主体。
“童心母爱”教育思想还深化了人们
对教育爱的认识， 不仅强调了教育
的“母爱”性质，更是从“童心”和“母
爱” 的互动中彰显了二者对于儿童
教育的重要意义， 倡导教师像父母

爱自己孩子一样爱学生， 并以一颗
“童心”走近儿童。 更为难能可贵的
是，“童心母爱”始终基于教育实践，
坚持在教育的真实情境中关注儿
童、研究儿童、教育儿童，是对儿童
研究和教育研究走向的一种补充。

我们期待在“童心母爱”教育思

想的召唤下， 每一位附小教师都能
努力成长为“有爱心、有水平、有个
性”的斯霞式大教师，每一个附小学
子都能成为“有爱心、会生活，有慧
心、会学习，有童心、会创造”的素质
全面、个性鲜明、健康活泼的“立体
的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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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思洋）10
月 23 日，2019 年江苏省暨扬州市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扬州
市职业大学举行。 副省长王江宣布
本届活动周开幕， 省教育厅厅长葛
道凯出席仪式并讲话， 省教育厅副
厅长曹玉梅主持开幕式。

葛道凯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全民终身学习， 全省教育系统
按照全国和全省教育大会部署要
求，大力发展终身教育，积极推进学
习型社会建设， 终身教育体系不断
完善，农村终身教育不断加强，终身
学习数字化服务平台不断健全，取
得显著成效。

葛道凯要求， 要大力营造创造
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全
民终身学习环境， 推动终身教育不
断迈上新台阶。 一要继续完善学习
体系。 加快建设渠道更通畅、方式更
灵活、资源更丰富、学习更便捷的终
身学习体系， 健全五级社区教育办
学网络，推进学习型城市、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建设。 继续深
化“江苏学习在线”等数字化资源建
设，完善省市县综合性数字化学习平
台，推进江苏老年教育学习资源库共
建共享。推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面
向在职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和退役
军人等重点人群开展继续教育和职
业技能培训。大力完善江苏终身教育
学分银行，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
二要大力提升整体水平。 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终
身学习工作推进机制。 推进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继续
教育有机衔接， 建立健全学历教育
与非学历教育、 职前教育与职后教
育的沟通衔接机制，完善企业职工培
训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通过直接升
学、先就业再升学、边就业边学习等
多种形式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三要
创新发展老年教育。加强规划和政策
引领，多路径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完
善养教结合模式，提供开放便利、灵
活多样的老年教育服务。

据悉，本届活动周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加快建设学
习强省”为主题，推动社区广泛开展全民学习活动，推动各
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资源向社区开放， 推动全民阅读，
积极参与全国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资源共享行动， 开展
“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遴选认定和宣传
展示活动，以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为契机和推动力，促进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广泛开展。

江苏师范大学：
党徽在推普脱贫征程中闪光

日前，江苏师范大学“推普脱贫
攻坚” 大学生志愿团远赴千里之
外，走进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兰坪
县和贡山县，四川凉山州布拖县和
昭觉县，甘肃临夏州东乡县，贵州
长顺县等下辖的十几个深度贫困
自然村和行政乡。

这支志愿团由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学生组成，
骨干成员与带队老师都是党员。 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蓬
勃开展之时，他们在脱贫攻坚的第
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要求，真正把
主题教育落实走细、落地生根。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
术学院院长杨亦鸣说，由于贫困地
区的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不懂汉语

或不会说普通话， 教授难度很大，
除了要编写能满足他们外出务工
时基本交流需求的教材，还要有针
对性地设计特别的教学方法。 在他
的带动下，学院党员师生将推普脱
贫攻坚作为主攻方向，多次组成志
愿团深入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访农户、开课堂、赠教材、送
培训，助力脱贫攻坚，在志愿服务
中检验学识、磨砺党性。

志愿者通过与当地扶贫干部
和教育干部座谈，深入了解当地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及贫困人群的普
通话培训情况；通过发放“推普脱
贫攻坚”问卷，为当地脱贫的“语言
瓶颈”问诊号脉，开出“药方”；通过
自编的普通话教材《最简实用普通
话 100 句》，让当地贫困群众感觉学
习普通话有趣味、很实用、也很容
易……从田间地头到乡镇集市，从
村委村部到农户家中，志愿者充分

利用语言学专业知识宣传“推普脱
贫”政策，面向贫困青壮年开展普
通话教育教学活动， 惠及 10 个深
度贫困村近 2000 名贫困群众。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打造党员学习实境课堂
近日，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内的江苏铁路教育馆举行了一节
围绕工人铁路运动展开的实境党
课，讲课的是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直属党支部书记杨晓慧。 栩栩如生
的革命英雄蜡像、 详实的图文资
料、逼真的影音让党员们对有关史
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南京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充分挖掘党员教育资
源， 着力打造以江苏铁路教育馆为
代表的党员学习实境课堂， 通过系
列生动的铁路建设故事以及馆藏展
品厚植铁路文化，培育家国情怀。

江苏铁路教育馆位于南京铁
道职业技术学院工程中心，由综合
馆和高铁馆组成。 综合馆设“江苏
铁路百年历程”展览，分为“晚清时
期、民国时期、建国 50 年、跨入新世

纪的江苏铁路”四个部分，展馆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重在普及铁路知
识和开展铁路史教育，展现江苏铁
路从积贫积弱的土地上开始起步，
到如今已进入高速铁路新时代，突
出爱国主义教育，坚定“四个自信”。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该校充分
利用馆藏资源，校领导到教育馆为
党员上党课，学校各党总支组织党
员来馆学习，教育馆已成为大学生
入党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党员的入
党教育培训基地。

“教育馆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对历史事件的展示，这些历史事件
背后是铁路工人从弱到强、走向政
治舞台的英勇气概，激发了我们广
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
任担当。 ”南铁院学生管理与服务
直属党支部教师党员卢秋菊说。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江苏铁路
教育馆除了接待校内师生开展参
观学习活动，还积极服务学校周边
单位及铁路企业开展党员教育，先
后接待了南京铁发集团、南京客运
段和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等数十
家单位来馆开展党日活动，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

江苏省属高校主题教育扎实推进
9 月 10 日，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在南京举行。 会后，省属 78 所高校全面启动主题教育。 各高

校从实际出发，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动员部署，认真制定主题教育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并抓紧落实相关工作。

■本报记者 李大林 陈宇豪 通讯员 刘涛 李坤 张楠 刘伟 张峰 方祥军 李博澜 虞梦 叶斐斐

近日， 无锡市梁溪区第四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无
锡市凤翔实验学校举行， 来自全区各中小学的 860 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展现出努力拼搏、勇于奋进的精神风貌。

汤毅 摄

（下转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