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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育人”
论坛在常州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琼 通讯
员 包海霞 徐寅 庄媛）近
日，2020创新生态：校企协同育
人论坛（常州）暨 2019“校企合
作·双百计划”授牌活动在常州
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主办，常州大学和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产教融合研究分会
承办，部分高校和企业代表等
100余人参加活动。与会专家学
者围绕深化产教融合等话题进
行了深入研讨。

记者了解到，我省计划到
2025年左右，初步形成高等教
育分类发展、职业教育特色化
发展体系，面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特色优势院校、学科专业
和课程体系基本确立，教育和
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
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
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
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结构性矛
盾基本解决，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
献显著增强。

“‘产教融合’越紧密，学校
事业发展越迅猛，对行业及地方
经济发展提供的人才和技术支
持也越有力。”常州大学副校长
徐守坤介绍说，该校主动对接地
方核心产业集群，着力推动产业
学院建设，探索产教融合新路
径，通过校地合作“同频共振”，
打造产业协同发展“命运共同
体”。目前该校与国内 50余家
大型石油石化企业和 40 个县
（区）级以上政府建立了全面合
作关系，与企业共建省级工程技
术中心 20个、校企联合研发中
心 42个、产学研基地 356个、校
企联盟 396个。

新闻点击

20年前，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 18岁
青年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放弃“诗和
远方”，怀着“从教报家乡”的初心回到故
乡泗洪县四河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如
今，他依然活跃在乡村教学一线，是孩子
们信服的好老师、“爱心爸爸”，也是同事
们称道的好兄弟。

他叫侯磊，是泗洪县四河实验学校的
一名语文教师。“作为乡村教师，我们都在
默默奉献，在平凡中坚守。”来自乡村，扎
根乡村，奉献乡村，正是侯磊的生动写照。

“孩子们淳朴，乡亲们热情，在这里，我既
踏实又愉快。”20年来，侯磊践行着自己
的从教初心，即使乡镇条件艰苦、自己近
年身体抱恙，也从未动摇。

返乡扎根，
执鞭从教报家乡

早在童年时期，“当老师”这颗种子就
在侯磊心中深深埋下。“小时候觉得学校
的老师们特别神气，”侯磊说，为了成为自
己心中最“神气”的教师，他放弃了升高中
的机会，以当时四河乡第一名的成绩进入
沭阳师范学校学习。

2000年，刚毕业的侯磊曾有机会留
在城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家乡四河缺教
师的现状又让他纠结是否回乡从教。最
终，侯磊回到家乡，在四河乡大庄小学迈
出自己教师生涯的第一步。

四河乡位于泗洪县西南岗地区，地处
苏皖交界，经济欠发达，是全省扶贫开发
重点地区。“我希望通过自己、通过教育为
家乡脱贫作贡献。”侯磊说。“他刚来那会
儿，床就是木框担着几块木片，连席子都

是芦苇编的。”侯磊的同事王宜刚回忆，16
年前他与侯磊初识，这个嘴里总是挂着

“没什么，也挺好”的“农村娃”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为了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提高从教
技能，在不断备课、磨课之余，侯磊挤出大
量时间向老教师取经。工作一年后，还是

“新人”的侯磊获评四河乡“优秀教师”。
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大庄

小学，侯磊一待就是3年，后又到乡镇中学
任教。“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侯磊说，这些孩子怯怯的眼神中饱含着对
知识的渴望，“把孩子们带好”这样强烈的
使命感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坚持。

“夜深人静时，如果学校还有一盏灯
亮着，八成是磊子，有时候我备课，他也会
陪我一起。”四河实验学校校长、同为语文
教师的王春说，当年侯磊因教学质量优异
被调至四河实验学校担任初中语文教师
时，生怕自己知识不够用，总是在日常教
研工作结束后挑灯夜读。正是这样日复
一日的积累，让侯磊成为语文教学的一把
好手。现在，他已经是泗洪县中学语文学
科带头人。

多年来，侯磊坚守乡村教学一线的情
怀和高质量的教育实践影响了一批又一
批学生，很多孩子告诉他：“以后学成，要
像侯老师一样回到四河，为家乡作贡献。”

倾情奉献，
守望乡村孩子未来

“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和我在一起的
时间肯定不如他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
长。”说起侯磊对学生的用心，妻子包玉兰

理解之余忍不住“吐槽”。
“侯老师的语文课在注重基础教学的

同时，更注重培养我们的实践能力。”四河
实验学校2013届毕业生宋桂青告诉记者，
当年的自己不善表达，上课回答问题都会
结巴，侯磊便有意从简单问题开始引导他
回答，循序渐进，直至鼓励他参加演讲比
赛。“我还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上拿过二等
奖呢！”现在已是四河乡一名村干部的宋
桂青感慨，侯磊的课堂让他感受到语文不
仅是一门课，更是必不可少的提高生活技
能的途径。

四河实验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
语文基础薄弱，很多孩子的书写和表达等
基本技能亟待提升。为此，侯磊因材施
教，开展个性化教学。为了让孩子们更直
观地了解语文的魅力，侯磊还时常利用周
末带孩子们在镇上读广告牌，找错别字，
潜移默化地传授基础知识。

“要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他们能感
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好。”谈自己，侯磊总是
低调又紧张，但说起孩子，他便一下子健
谈起来，眼中满是温柔的光。侯磊给予孩
子们的不光是精心准备的语文“大餐”，更
有生活和心理上的呵护，是很多留守孩子
的“爱心爸爸”。

几年前，缺少家庭关爱，成绩也不好的
小赵来到侯磊班上。“他英语不好，我就帮
他买学习资料，找英语老师给他补课，还经
常和他聊天，让他感受到老师、学校的关心
和关注。”回忆起小赵，侯磊不禁感慨教师
对孩子的巨大影响。“这个孩子后来中考全
校第一，现在考上了南京财经大学。”学生
有了进步，就是侯磊最幸福的时刻。

多年来，在侯磊的精心呵护下，256
名留守学生进入重点高中，其中 71人还
考上了大学。

抱病坚守，
不舍讲台不辍耕耘

“一路前行，风雪兼程。”这是 2018年

1月侯磊微信“朋友圈”中的一句话，也是
他这些年生活的写照。

2017年底，侯磊感到乏力不适，后被
确诊为甲状腺癌。确诊时，学校还未放
假，侯磊隐瞒病情，带着那一届初三学生
冲刺到期末结束，才略放下心做了手术。
术后一个月，身体还未完全恢复的他又回
到了讲台。家人都劝侯磊放下工作，好好
休息，但他却念着毕业班的学生，一刻也
放心不下。“这届学生我带了两年多，临近
中考换老师，孩子们会不适应。”

“不管自己境遇如何，我都要对学
生负责。”怀着这样的信念，尽管侯磊在
术后两年中三度住院，却仍坚守在教学
一线。得知他的病情，学校本想让他暂
时放下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转到相
对轻松的岗位，但他坚决不同意，“我没
事的，我可以轻声慢语地讲。”侯磊的同
事兼“发小”宋磊告诉记者，两年间，侯
磊语调平缓，嗓音沙哑，“学生只知道侯
老师嗓子不舒服，并不知道他还在与癌
症斗争。”

“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心里舒坦。”侯
磊说，在学校忙碌，看着孩子们的笑脸，
自己的病痛就会减轻许多。“他总是和我
说，换班主任的话学生是不会答应的，”
王春特别心疼这个好兄弟，但劝侯磊调
换工作的话总是被他一句句“我没事，你
放心好了”“我多休息就是了”噎回去。

“他心里装着学生，更装着四河乡几万老
百姓。”每每说起，王春的眼眶都微微
发红。

2018年，四河留守儿童驿站成立，病
中的侯磊毫不犹豫地当起了志愿者，用课
余时间为留守儿童开展作业辅导和心理
帮扶。“他总是很忙，总是和人家说‘我能
帮得上忙吗’？”包玉兰说，丈夫热心又有
爱心，好像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看着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看着
他们茁壮成长，所有的苦和累都会烟消云
散。”侯磊说。

以育人初心 守乡村故土
■本报见习记者 阿妮尔

——记泗洪县四河实验学校教师侯磊

或站立书柜旁，或盘坐榻榻
米上，或端坐课桌前……这样的
场景在常州市武进区礼河实验
学校每天都能看到。这缘于该
校成立了开放式阅读站——范
蠡书院。礼河实验学校将范蠡
书院建在两栋教学楼之间，不管
是课间、午休还是放学后，学生
都可以在这里自由阅读。像这
样的开放式阅读站，常州市武进
区所有的公办乡村学校都有一
个，有的建在连廊上，有的建在
大 厅 里 ，有 的 建 在 校 车 的 等
候点。

该区乡村学校开放式阅读
站的建设还要从原武进区新安
小学说起。新安小学位于常州
市横山桥镇，该镇工业发达，学
校新市民子女占学生数的 70%
以上。2019年，武进区清英外国
语学校与新安小学结对，为了帮
助新安小学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清英外国语学校提出建立开放
式阅读站。

“开放式阅读站与图书馆不
同，打造的是轻松自由的阅读环
境，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清
英外国语学校校长奚亚英说。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后，武进区慈善
总会主动联系学
校并捐赠 5万元，
支 持 建 立 阅 读
站 。 2019 年 5
月，新安小学的
阅 读 站 正 式 建
成，清英外国语
教育集团为阅读
站赠送了价值 3
万余元的图书，
横山桥镇党委政
府和新安、东风
村委为新安小学

阅读站重新布置了环境，并添置
了校园电子阅读系统。

“开放式阅读站的设立，对
打造书香校园、促进农村学生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起到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武进区教育局局
长曹雄伟说，为进一步浓郁全区
学校书香氛围，不断提升青少年
儿童的阅读能力和水平，武进区
教育局与武进区慈善总会进一
步合作，由慈善总会向全区每所
乡村公办学校各捐赠 5万元，支
持建立开放式阅读站，学校可以
用 5万元建造书屋、购买书籍或
进行与阅读有关的硬件投入、文
化布置等。“目前全区 39所公办
小学都建成了开放式阅读站，区
慈善总会共捐赠了 240万元。”曹
雄伟说。

武进区牛塘镇中心小学的
开 放 式 阅 读 站 叫 作“ 牛 牛 书
屋”，同样是用武进区慈善总会
捐赠的 5万元改造而成。记者
看到，书屋里有童话、绘本和科
幻等不同种类的学生读物。该
校校长陈子介绍，学校将阅览
室与牛牛书屋打通，定期更换
书籍。“书屋 24小时开放，设有
自动录入系统，学生可以自助
借阅，每天都有 200多名学生在
这里阅读。”

开放式阅读站为乡村孩子
拓宽了阅读途径，武进区慈善
总会捐赠的 240万元更撬动了
其他社会力量关注乡村阅读站
建设，关注乡村学校发展。以
武进区礼河实验学校为例，该
校建立阅读站后，其所在的长
汀村委向学校捐赠了 5万元图
书，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和常州美硕电子有限
公司分别从 2019年和 2020年，
连续 10 年每年向学校各捐赠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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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教育系统结合红色传统
教育，开展国庆节红色主题活动。
红旗小学一到三年级举办红色革命
歌曲歌咏大赛；四、五年级以讲故
事、诵读和阅读分享等多种方式让
学生“走近”习近平爷爷，聆听习爷
爷的教诲，谨记习爷爷的要求；六年
级的少先队员们走访革命老前辈孙
增发爷爷，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凝
聚强大的红色正能量。中山路小学
开展“聆听红色故事，弘扬革命精
神”寻访活动，退伍军人与少先队员
们讲传统、聊感受，孩子们入神地听
着，时而在本子上记录着，对“昨天”

“今天”“明天”有了全新的领悟，激
发了爱国爱党之情。

围绕国庆、中秋主题，全省各中
小学纷纷开展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春江花月夜》《水调歌
头》《长相思》……常州市金坛区西
城实验小学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庆国庆、迎中秋诗词大会活动，朗朗
上口的音律，恬淡幽远的意境，婉转
悠扬的乐曲……学生们用最质朴、
最动人的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如皋市开发区第三实验小学的
老师们指导学生用手中的画笔，创
作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书写出
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
祝愿，为祖国母亲献上独一无二的
生日礼物。

摄影展、手抄报、剪纸、DIY月
饼……学生们用自己的巧思、巧手
制作小作品，向祖国献礼，开展无声
的爱国主义教育。无锡市山北中心
小学开展了“喜迎国庆，再‘寻’长征
足迹”主题教育活动，学生在探寻长
征足迹的同时，巧绘出属于自己的

“长征印象”，亲手将自己的长征作
品粘贴到画板上，巧拼出一幅大型
的长征历史画卷。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的学

生们来到金陵小学，和孩子们一起制
作冰皮月饼，并巧妙地将国庆元素融
入传统的月饼中。经过称重量、分馅
料、揉饼皮、装点花色、压模型等程序，
一颗颗“颜值超标”的冰皮月饼新鲜出
炉，让孩子们爱不释手，并从中了解到
中秋和国庆节日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部分学校还借助运动会的契
机，用奔跑的姿态诠释奋斗的力量，
庆祝新中国 71周年华诞。9月 30
日，在徐州市第五中学 2020秋季运
动会上，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国
旗队、会徽队、校徽队率先进场，“我
运动，我快乐！”“锻炼身体，报效祖
国”……数百名学生排着整齐的方
阵，喊着响亮的口号，以饱满的热
情、强健的体魄迎接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在校园跑道上，学生们用力
量和激情演绎青春和精彩，用奔跑
和速度展示开放与活力，以健康和
文明的形象向新中国 71周年献
礼。”该校校长倪绍刚介绍说。

祖国，我们为您祝福

（上接第 1版）学生虽然隔离在
家，但家校合作到位，导师们也能及
时了解学生在家学习、生活的情况
以及情绪状态，继而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

疫情期间，学生的学习场所由
学校变为家庭，家长与孩子有了更
多相处时间，家庭教育的问题被放
大，特别需要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亲子矛盾加剧
这一问题，上海市曲阳第四小学与
上海师范大学团队密切联系，邀请
多位教育专家对 50个家庭开展一
对一视频亲子教育指导，引导家长
帮助孩子、支持孩子，建构温暖、和
谐的家庭氛围。浙江省长兴中学则
借助家校“同心圆”项目，展开了一
系列课题研究，并研发了“同心圆”
家校合作系列课程，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相互影响、合作共赢，共同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温暖舒适
的环境。

后疫情时代的“心”挑战

在热烈的讨论中，与会嘉宾们
一致认为，强化家校共育、探索全员
育人、形成社会合力是后疫情时代
心理健康教育不可逃避的话题。而
在大数据时代加速到来的背景下，
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哪些新的挑

战，又将走向何方？
无论在何种背景之下开展心

理健康教育，都离不开专业化、规
范化的心理健康教师队伍，这一点
毋庸置疑。而在后疫情时代，教育
教学方面的巨大变化，也给教师群
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吴菊文指
出，教师的心理压力和心理建设同
样值得关注。对此，浙江省长兴中
学校长钦国强表示赞同，他说，在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也不能
忽视教师的心理健康，因为“精神
明亮的教师才能培养出精神明亮
的学生”。

在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
校意识到一个问题：心理健康教育
不仅是心理教师的责任，所有参与
学生成长过程的教育者都应该参与
推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做好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关键是教师，薄
弱点是家长，难点是坚持。”吴菊文
认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是
学校和家庭的工作，更是需要全社
会广泛参与的课题。

近年来，浙江省长兴中学致力
于心理健康教育医校合作，通过“学
校—家长—医院”三方联动，将心理
健康教育从家校合作的层面扩展到
医校合作层面，形成合力，尽力做到
对学生的最大关注和保护。这一模

式为各地探索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
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学校、家
庭、社会三方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是必然趋
势。钦国强提出，要建立心理预警
大数据流转机制，实现教育部门、
公安部门、卫生系统等多方数据流
转，共同为学生的生命安全、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浙江教育报刊总
社记者徐梦娇提出，紧急情况下的
实践建立在常态社会中的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之上，依托长期积累的
知识、技能、人才，也依托紧急状态
下各环节的高效配合。因此，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建设既需要抓好常
态社会中的建设，也需要完善应急
管理中的建设。

未来，如何更好地通过有效的
心理健康教育，让每一个孩子身心
健康地成长，有能力面对充满不确
定性的挑战？上海市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李正云认为，面
向未来，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对标教
育现代化与全人发展教育理念，坚
守身心同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理念，
做到系统设计、组织有序、尊重科
学、信赖专业，这也召唤着广大教育
者守土有责、反思不断、行动不止。

后疫情时代，共话教育“心”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