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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尤佳 孙稀梅） 3 月 3
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
2025 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节”启
动仪式。

仪式上，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与常州团市委、常州市红会、常州火车
站、溧阳团市委等校地共建单位联合
发布了2025 年青年志愿服务十大重
点项目。项目包括“智慧助邻”类的家
电义诊与小巷讲堂；“城驿添彩”类的
春风驿站与青力护航行动；“帮困送
暖”类的夕阳陪伴与童心守护计划；

“乡村赋能”类的科技助农与乡村焕颜
行动以及“校园提质”类的校园美化与
朋辈互助计划。这些项目不仅覆盖了
社区服务、城市窗口服务、弱势群体关
爱、乡村振兴和校园提升等多个关键
领域，而且紧密对接了不同社会群体

和对象的实际需求，充分展现了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特色和学生
技能优势，为青年学生提供了广阔的
志愿服务实践平台。

本次“学雷锋志愿服务文化节”
活动将持续一个月，聚焦培育青年学
生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奉献精
神，全面引领全校青年学生深入开展

“雷锋精神”专题学习、主题团日活
动、志愿实践服务以及最美志愿者评
选表彰等四大主题活动板块，引导他
们深刻领悟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将
青春“小我”融入强国“大我”，把个人
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以
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的生
动内涵，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启动青年志愿服务
十大重点项目

本报讯（尤佳 陈蓓） 2月28日，
为期4天的常州市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落下帷幕。

据了解，此次大赛为期4天，共涉
及八个赛道 13 个赛项，全市 11 所职
业学校、技工学校共计300名中职学
生、教师选手参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中所有的学生
组项目均调整为2至4人的团体赛形
式，除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能
操作之外，还增加了汇报展示环节。
在酒店服务赛场，各校派出的参赛队
员，三人一组，正在紧张备赛。记者了
解到，今年的酒店服务赛项新增了前

厅接待这一项目，此外还要传统项目
客房服务和餐厅服务。团队三名参赛
队员抽签分别完成其中一项比赛。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升级后的大赛，进一步强化了
育人功能。“过去的大赛比拼是基于某
一项专业的专业技能，而升级后的大
赛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实践动手能
力、运用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应变能力、表
达能力等综合能力。”

据悉，市赛选拔后的选手将代表
常州参加三月底的江苏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

2025年常州市职业院校
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教宣 尤佳

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发文
公布30个案例为2024年全省基础教
育优秀创新案例。这些案例围绕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落实扩优提质行动等
方面所开展创新实践，取得了突出成
果，是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中涌现
出的优秀典型。其中，常州市共有四
个项目入选。

四个项目分别是常州市教育局的
《区域统筹育幼资源 助力托班幼儿发
展》，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馆
校协同：构建实践育人新样态》，常州
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三间实验室：
让儿童实验从“操作工”转为“研究
员”》，常州市解放路小学《百米资源
圈：老城区小学校的育人新图景》。

区域统筹育幼资源
助力托班幼儿发展

面对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新形势，
在国家和省对普惠托育的大力支持
下，我市提前谋划、主动部署，完善顶
层设计、统筹育幼资源，通过政策规划
保障、高校智库支持、优质资源整合

“三位一体”支持体系，推动幼儿园转
型发展，向下延伸为2—3岁婴幼儿提
供托育服务，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

我市制定了市级地方性标准，如
《常州市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设
置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托育从业
人员职业行为准则（试行）》《托育一日
生活作息安排表及婴幼儿照护要点

（试行）》；二是形成了“专创一体”的人
才培养模式，即“1+1+1.5+0.5”（1 年
通识教育、1 年专业基础、1.5 年分类
培养、0.5年职业素质培养）产业学院
实践教育模式；三是出版了系列专著、
论文，相关报道在新华社等国家和省

级媒体刊载；四是提升了家庭、社会满意
度，家长对托班的满意度达95%。

下一步，全市将聚焦规范化运行体
系、人才培养体系、质量评估体系三大体
系，持续发力、深化研究，努力成为托育
服务的专业引领者、实践探索者、政策建
言者。

三间实验室：
让儿童实验从“操作工”转为“研究员”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聚焦科
学教育质量提升，构建“学校实验室、家
庭实验室、社会实验室”三间实验室体
系，推动学生真做实验、立志科学报国。

学校通过建设多样态实验场、自研实
验资源包、开发学习工具、提升教师能力，
完善校园实验室软实力；以“100+”样板
间、“1000+”实验室、“10000+”创意实验
为路径，发挥家庭实验室自驱力；打造社会
性问题来源路径、借力社会资源、用实验成
果回馈社会，形成社会实验室支持力。实践
成果显著，学生在全国、省、市科技比赛中
获奖近千人次，教师团队素质显著提升，学
校获评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形成
一系列可推广的实验教学成果。

未来，该校将持续完善三级实验室
建设，开发线上平台，联动社会科普力
量，推动儿童实验从“操作工”向“研究
员”转变，为科学教育提供新范式。

馆校协同：
构建实践育人新样态

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座落于
常州市政府西侧，毗邻常州博物馆、常州
市美术馆等多个场馆。2018年起，学校
以常州博物馆为实践基点，链接市区范
围内场馆，探索并构建馆校协同实践育
人的新模式，让每一个孩子的学习在现
场真实发生。

馆校协同育人以打造“博物馆联
盟+多元教师联盟”平台、建立“馆校双
向输入与输出”合作方式、挖掘场馆资源
特性进行育人活动等路径解决协同育人
合力不足、学习方式单一、学生缺乏深度
体验及文化浸润三大问题。

据了解，学校通过三大举措推进馆
校协同育人的创新实践：一是全员在场，
系统构建“在校上学”“在馆研学”“在家
创学”课程体系，开发“纵横+”博物馆校
本课程以及“悦纳龙城，博广多闻”博物

馆课程群，研发家庭微型博物馆六步设
计法，成立馆校合作课程基地。二是四
链融合，融合知识、技术、实践、文化探索
多元育人方式，构建“场馆知识技能+场
馆审美体验+场馆实践专项特长”培养
模式。三是全域开放，从一校一馆到一
校多馆、多校多馆统筹全域优质资源，共
建实践育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馆校协同，成效亮眼。学生研究项
目连续7年获市特等奖、一等奖，300多
名学生获评“博物馆小小讲解员”，服务
超180多万人次学生和家长。

百米资源圈：
老城区小学校的育人新图景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位于老城区中
心，虽然学校面积不大，却有着得天独厚
的地理资源优势。学校从实际出发，以

“百米资源圈”为切口，以“点线面结合、
近中远统筹”为原则，对学校和周边资源
进行了一体化建设——

建构德智体美劳“五环式”资源群，增
强校内外双向联动，突破有限空间的瓶
颈；成立育人联盟，形成管理架构和管理
细则，通过“双向嵌入”形成“双向赋权”，
达成共治共赢模式；编制完善“菜单式”课
程方案，开设了分层分类、丰富多样的课
程，为学生个性化学习、开展差异化教育
提供基础，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保
障；通过“一人一册”“一馆一单”等评价方
式，促进公共资源课程服务质量的提升。

三年来，学校与周边多家单位建立
了合作关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
式，设计或开发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与活
动，促进了师生发展的同时，破解了老城
区小学校的发展瓶颈。

下阶段，学校将继续深入推进“百米
资源圈”的实践，将创新精神深度融入教
育教学工作，丰富育人模式，打造老城区
小学校的育人新样板。

我市4个案例入选
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优秀创新案例

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幼儿园托育班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幼儿园托育班

一把梳子，一只细笔，今天我学着
制作梳篦。

我拿起细笔细细刻画着，先沾上
红色颜料，小心翼翼地描绘着花瓣。
笔尖在梳子上轻盈滑动着，仿佛在拉
奏一首动听的曲子，我左勾一圈，右
勾一圈，花瓣那含苞欲放的样子便呈
现在我面前。接着画叶子。我用细
笔沾上翠绿色的颜料，为了让中间的
线条能完整保留，我屏住呼吸，复杂
惊喜的工作让我既好奇又紧张。最
后是贝壳蝴蝶装饰了，我用笔沾了胶
水涂抹到小孔中，小心翼翼贴上第一
只，成功了！点缀贝壳蝴蝶的木梳栩
栩如生。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3）班 冯禹城
指导老师 宋丹

一把梳篦，一盘颜粉，就是今天的
主角，在老师的介绍下，我开始了创
作。用颜粉调制自己喜欢的颜色，勾
勒出漂亮的图案，然后把两只贝壳磨
制成的蝴蝶镶嵌其中。在阳光的照射
下，这把梳篦就像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专属自己的独一无二木梳诞生了。无
论是清新的花朵、可爱的小动物，还是
抽象的线条与图案，都能让木梳成为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展现自己的个性

与风格。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2）班 昊睿茜
指导教师 顾夏玉

老师给每人发了一把梳子，让我
们绘制图案。我领到一把帽子形状的
梳子，上面的图案是一只小猫咪拿着
铲子为一颗郁金香松土，梳子上还刻
有“快乐向上，幸福向善”八个字。我
在调色盘里挤上柠檬黄、天青蓝等颜
料，笔尖蘸着颜料轻轻点在梳篦上，小
心翼翼地勾勒出了一幅惟妙惟肖的
图。我看到木头遇见色彩，就像花儿
遇见春天的暖阳，一下子活泼了起来，
梳子也更加灵动了，我不禁感受到了
非遗传承的魅力。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2）班 吴辰希
指导老师 顾夏玉

在千年的时光长河中，常州梳篦
宛如一颗耀眼的星星，在江南运河边，
绽放着属于它的璀璨光芒。

木梳与竹篦组成了独特的常州梳
篦。刻刀的雕琢，使黄杨木舒展成祥
云瑞兽，二十八道工艺将竹料幻化成
蝉翼般的薄篦，再加以生漆、金箔，于
是，一把把梳篦都变成了独特的精灵，

在如瀑的青丝中徜徉徘徊。
从“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梳篦第

一家”“梳篦贡品入禁中”到“积垢尽
去，发不损而光可鉴”。常州梳篦以其
精致的外观、独特的工艺，在千年岁月
中梳开华夏文明的肌理。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班 陈衍
指导老师 董云芳

在梳篦非遗活动中，我与传统匠
心进行了一场邂逅。

执笔绘制纹样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非遗技艺的精妙与难度。即便是最简
单的图案，也需要极高的专注与耐心。
笔尖悬停于木面，深吸一口气，屏息勾
线，稍有不慎便可能毁掉整幅画……

我捧着自己绘制的半月形木梳细
细端详，梅枝纹路虽显稚拙，却让我触
碰到了非遗的温度。的确，未亲身执
笔，不知线条轻重；未细观贝母，不懂
螺钿璀璨。梳篦不仅是发间风雅，更
是以手抵心的传承。我愿从一支笔、
一把梳开始，做非遗的微光守护者。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6）班 金安佑
指导老师 张亚锋

桌上，颜料盘里盛着五彩斑斓的
梦，贝壳蝴蝶闪烁着大海的光泽。我
将胶水均匀涂抹在蝴蝶背面，小心翼
翼地贴在梳篦的凹槽中。蝴蝶仿佛被
唤醒了生命，在木纹间轻轻扇动翅膀。

我拿起毛笔，蘸上颜料，用笔尖轻
触梳篦，颜料如同一条顽皮的小溪，总
想溜出它的河道。一次不慎，颜料跃出
了界限，我的心猛地一沉，但很快，我深
吸一口气，拿起纸巾，轻柔地拭去瑕疵，
重新投入创作。这一次，我放慢动作，
仔细观察图案的走向，笔尖轻点，颜料
便乖乖地停留在了它该待的地方。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我的作品上，
终于，我完成了最后一笔，手中的梳篦
如同注入了灵魂，瞬间变得熠熠生辉。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6）班 章好月
指导老师 张亚锋

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打磨好
的梳篦，需要我们用海螺片来装饰
它。我第一次做这样的贴片，技艺生
疏，内心紧张，生怕自己做出来的贴片
太丑，破坏了梳篦的美感。我小心翼
翼地挤上胶水，把螺片轻轻地贴了上
去，然后用毛笔一点点地把梳篦上的
图案描上自己喜欢的颜色，而我最开
心的是把“快乐向上 幸福向善”几个
字也一起刻在了梳篦上，瞬间让梳篦
有了更深的内涵。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8）班 陈思妤
指导老师 王珍

常州梳篦是国家级非遗，每一只
梳篦都蕴含着独特的匠心。

老师叫我们先进行彩绘。我左
手按着梳篦，右手提起一只细毫笔，
在色盘中的黄色颜料顶端轻轻一点，
小心翼翼地涂起梳篦上猫的尾巴。
我屏气凝神，集中注意力，把黄色均
匀地抹在上面。接着，我在洗笔杯里
洗干净，换上一种和谐的棕色，一点
一点地涂抹开来。呀，涂到轮廓了！
没关系，用湿巾纸擦一擦；颜色不够
了，去深颜色的地方借点……经过不
断的调色、试色，一只可爱的小猫猫
就“跃然篦上”了。然后再用镊子夹
住贝壳磨成的小蝴蝶，粘在凹槽处，
这可得更加专心，才能粘贴得严丝合
缝。最后只要等待颜料自然风干，一
把梳篦就完成了。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8）班 赵子嫣
指导老师 王珍

“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梳篦第
一家”，老师用心教我们制作传承之
美——梳篦。

听完老师的讲解，我心里就像有
只小兔子在乱蹦，可兴奋了。一拿
到材料，就迫不及待动起手来。我
先把蝴蝶镶嵌上去，一不小心用力
过猛，蝴蝶“咔嚓”一声碎掉了。老
师瞧见后，对我说：“这蝴蝶是贝壳
做的，得轻轻压，不然就会碎。”然后

给我换了一只蝴蝶。吃一堑、长一
智，接下来的步骤我都小心翼翼。接
着，给梳篦上色。我把花盆和铲子
涂成灰色，花盆里的花，涂成红色，小
猫则涂上我喜欢的黄色。看到梳篦
上 的 校 训——“ 快 乐 向 上 幸 福 向
善”，我小心翼翼地把淡绿色涂在校
训上，然后擦去多余的颜料，一把漂
亮的梳篦就做好了。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3）班 高晨汐
指导老师 宋丹

在老师讲解了制作方法后，我
迫不及待地用镊子夹起了一片小小
的蝴蝶。蝴蝶是用贝壳打磨而成
的，银光闪闪，漂亮极了。我把两只
蝴蝶背面涂上胶水，然后放进梳篦
的凹槽中，顿时梳篦变得精致小巧，
古香古色。

接着就是给梳篦上色了。梳篦中
间印着一只可爱的吾皇猫，手中抱着
一盆花，看起来十分顽皮可爱。我先
调出橙色，涂满了小猫的全身，再调出
其他颜色，一笔一划、小心翼翼勾勒着
小猫的皮毛花色。很快，一只栩栩如
生的吾皇猫就完成了，我又用颜料填
充两旁的文字，一把美丽的梳篦就完

成了。我骄傲地向同学展示自己的作
品，开心不已。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3）班 王梓安
指导老师 宋丹

今天我的收获可不少呢！让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镶嵌在梳篦上面的“小蝴
蝶”，听老师说，这个蝴蝶是用贝壳制成
的。我小心翼翼地用镊子的一角刮了一
点胶水涂在一个蝴蝶形的小洞里，然后
把小蝴蝶往上一放，结果小蝴蝶歪歪斜
斜，偏离了位置。于是我又尝试了第二
次、第三次，心里渐渐有些不耐烦了。我
暗暗想：我要更有耐心才行。于是，我再
次用镊子把小蝴蝶拿了起来，屏气凝神
地把小蝴蝶卡进凹槽里，竟然成功了。
制作梳篦的一个小步骤就这么难，更不
要说其他步骤了，可见制作一把梳篦是
多么不容易。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4）班 姜博宥
指导老师 蒋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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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匠心传承匠心，，留住千年梳篦香留住千年梳篦香

2 月 24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记者探寻非
遗梳篦”活动在武进区实验小学举行。活动由
常州小记者协会携手常州梳篦·虞美人联合开
展，旨在通过青少年的视角，探索并传播非遗梳
篦的独特魅力与文化价值，同时激发年轻一代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