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画瘦西湖 小小宣传员
11月6日，游人如织的

瘦西湖里出现了一群小小
家乡宣传员，他们是来自
扬州新世纪幼儿园大班的
孩子们。“叔叔阿姨，你们
好！我是扬州新世纪幼儿
园的曹心怡。欢迎你们来
瘦西湖游玩！这是我画的
五亭桥，你们看，就在那
边。它有十五个桥洞……”
小小宣传员们在小小的书
签上一笔一画，描绘出五
亭桥的精致与典雅；在长

长的画卷上一抹一涂，渲
染出白塔的庄重与宁静。
他们鼓起勇气，向游客介
绍瘦西湖景点的同时还随
机向游客采访，调查了解
游客们对扬州的印象。

扬州萌娃们化身为优
秀的家乡代言人，用稚嫩、
童趣的眼睛寻找家乡之
美，介绍家乡特色。在此过
程中，爱家乡的种子已在
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记者 刘冠霖

扬州小学生
获江苏省“小院士”称号
近日，在江苏省“小五年

规划———我为高质量发展献
一计”科学建议征集活动中，
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吕栎鑫
同学的科学建议荣获小学中
年级组一等奖，并获“第二十
届江苏省少年科学院院士”称
号。
据了解，吕栎鑫的这份科

学调研报告从开始准备，到最
终的评比答辩，经历了一年多
的时间，经历了从理论学习、
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动手实
验到数据分析的全过程。
“整个过程既具有挑战性

又充满意义。”吕栎鑫告诉记
者，通过这次科学调研活动，
他不但积累了知识，深入了解
了净菜的概念、生产流程以及
其在垃圾减量中的重要作用，
还提升了技能，是他未来生活
学习的宝贵财富。
据悉，学校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
努力营造浓郁的科学氛围，激
发少年儿童从小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兴趣，近年来，已
有六名同学获“省少年科学院
院士”称号。

记者 肖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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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职大成立
首届“乱针绣技艺传习班”

刺绣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承
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为推
动刺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继承和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与文
化素养，近日，扬州市职业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在大一新生中挑选了20名同学，
成立首届“乱针绣技艺传习班”。

江苏工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传习班指导教师莫元花表示，“乱针
绣技艺传习班”旨在培养更多的刺绣技
艺人才，为刺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
力量。要激发学员们的学习热情，明确
学习目标，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
在培训过程中，老师和学员们共同

聆听了莫老师的精彩讲解，她不仅详细
介绍了乱针绣的起源、发展及现状，还
现场演示了基础的刺绣手法，让学员们
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乱针绣的精湛技艺。
在实践环节中，学员们全神贯注地投入
到刺绣创作中，将准备好的图稿仔细地
临摹在绣布上，一笔一画认真描绘着每
一个细节。随着笔迹的移动，一幅幅生
动的图画作品逐渐呈现在眼前，令人赞
叹不已。
除了实践操作外，传习班还安排了

丰富的理论学习和交流活动。学员们通
过学习了解，体会到了乱针绣所蕴含的
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同时，他们还就
各自的学习心得和经验进行了分享和
交流，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刺绣技法

和创作水平。
此次乱针绣技艺传习班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学员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传统

技艺的平台，更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贡献了力量。学员们纷纷表示，
将把所学到的技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为传承和发扬乱针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
产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有恒心坚持下
去，将来把刺绣与服装设计结合起来，使
得服装彰显中国元素。
纺服学院戎院长表示，将在每年新

生中进行挑选，并延续“乱针绣技艺传
习班”，让传统文化一年又一年得以传
承与发展。 通讯员 屠晴园

记者 乔云

以贯通培养赋能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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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

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发布$ 该意见明确提出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

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培养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

推动高校将博士后作为教师重要来源$

目标催人奋进$ 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创新进入一个新

阶段$ 笔者以为!新的变化势必要催生新的学科组织方式

和新的人才培养路径! 这将给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

待$ 以&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赋能高校&准教师(

培育!&以线构体( 顶层设计交叉课程体系和平台实践体

系!推进&准教师(交叉创新人才培养!是值得研究和实践

的路径之一$

&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在国内已提出多年!

但是多数仍停留在&形通(层面!想要真正做到&神通(!仍

有很大探索空间和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是&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能够解决&准教师(面

对不同学段教学的层次性和渐进性要求$ 由于我国实行

的是分段教育!不同学段在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内容%形

式%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客观存在&学段级差($ 目前!

在学段衔接方面!教育衔接的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因

此!贯通式培养既能促进&准教师(理顺各学段的学习目

标!更能促进打造多方参与%依次递进%互相融合的培育

工作格局$ 以国家层面正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为例!贯通式培养思政学科的&准教师(!既能打破

学段壁垒展开师范专业教育!又能够根据学段差异%教学

特色进行整体性教学! 有力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任务落地见效$

二是&本'硕'博(贯通式培养能够解决&准教师(面

对就业时&学业%专业%职业(脱节的困境$ 以幼师师范教

育为例! 全国部分省市已建立幼师师范的职业教育和本

科乃至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机制! 为幼师专业的高职毕业

生提供更多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 提供更加顺畅的转学

机制! 鼓励幼师专业高职毕业生通过学历提升来进一步

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这再次印证贯通式培养就是为了

树立职业就业导向的例证$

三是&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能够解决&准教

师(未来上下互通%高低互认的多元专业技能追踪反馈机

制和教师入职评价机制$ 在&准教师(学习和求职的过程

中!高校以考试或考核的结果作为学生的评价依据!用人

单位以组织入职考试% 说课% 试讲等形式作为选用的依

据!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导向作用$ 但这样的考评机制有时

会显得孤立%静态$ 特别是各个类型的学校对招聘&准教

师(时!职业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各有侧重!未来进

行师资建设时都有科研型%竞赛型%社团型教师的不同方

向!更需要在&源头活水(上进行贯通式培养$ 时下出现拔

尖创新人才初高中一体化培养新模式$ 该模式招生对象

是数理学科有突出特长! 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优秀学生!而任教的教师则兼顾竞赛型和科研型!这无

疑是推动贯通式培养模式!构筑强化共性基础%关注个性

发展的&准教师(人才培养模式的另一风向标$

综上!&本'硕'博( 贯通式人才培养是奠定坚实师

资基础的重要路径之一! 也是未来教师培养的主阵地之

一$ 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理念创新$ 要对&准教师(本%硕%博三个阶段进

行统一安排!在传统的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发展%实

践教学外!通过全程导师制%个性化培养!增加创新性学

习课程!如各个学段的教材分析%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和教

育技术应用等课程$ 要不断拓展高校&未来师资(创新培

养项目!以全覆盖创新能力训练%全程化实践能力培养%

全方位科研学术指导!在理论教学%科研实践%多维交流%

创新培养等维度!打通本硕博联合培养的通道$

二是体系创新$ 要从贯通式教学的人才培养方案着

手! 打通传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计划! 形成衔接有

序%逐级递进%渗透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打破高校师范

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 优秀的非师范专业本科生可以自

由修读师范生本科阶段的课程等!让&准教师(早进课题%

早进课堂%早进课研!并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训练贯穿

到大学四年%七年甚至更长的校园学习生涯中$

三是机制创新$ 要通过强化本研培养部门协同%完善

生源选拔与淘汰分流机制% 推进全程导师制和阶段递进

培养等举措!不断强化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为培养未来

教师高端人才创设培养特区! 不断优化跨学科本硕博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方案等!推动相关

学科专业内涵式发展!构筑强化共性基础%关注个性发展

的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单位!扬州市广陵区泰州路
$%

号广陵古城管委会+

手把手教学，这群大学生带出一群“小木匠”
“有哪位小朋友可以帮我把手中的

六通鲁班锁解开啊？”近日，扬州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红芯”志
愿者团队怀着满腔热情，走进扬州小学
校园，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践行劳
动育人，培养匠心精神”的志愿服务活
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不仅向小朋友们

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还展
示了如何拆解和组装六通鲁班锁这一
古老智慧的结晶。“哇！好神奇啊！”小
朋友们看到展示时惊叹道，他们迫不及

待地表示想要亲自尝试这项技艺。
在探索了鲁班锁的奥秘之后，小朋

友们在志愿者的耐心指导下，开始操作
小锯子和F夹，体验木匠工作。他们接力
锯下了10个小木条，每一个动作都透露
出专注和认真。活动接近尾声时，小朋
友们展示了他们的作品，尽管木条接缝
处略显粗糙，但每一件作品都凝聚了他
们的汗水和努力。

这次活动志愿者团队负责人汪涛
老师表示：“通过参与本次活动，小朋友
们不仅体验到了传统木工的乐趣，而且

在场的每位志愿者也深刻体会到了传
承文化的重要性。我们期望通过此类活
动，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并重视这些传统
技艺，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持
续传承。”
未来，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的“红芯”志愿者团队计划将此
类活动推广到更多的学校，为传统木匠
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
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并爱上这些古老
而智慧的技艺。

通讯员 汪涛 记者 肖讷

教 育 丛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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