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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下午，“向思维更深处漫溯——写
作的重构”静安区实验中学语文写作教育
联片研修活动在静安区实验中学毓秀厅举
行。本次活动作为“静安教育学术季·第九
季”区级活动之一，以“定力·活力·创造力”
为主题，围绕写作背后的思维逻辑与写作
范式的创新突破展开，展示了语文联片教
学的研修成果，吸引了多位教育专家、特级
教师以及一线语文教师参与。

活动开幕式由静安区实验中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陈学文致辞。陈校长对领导、专
家及兄弟学校校长和教师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并感谢研修组成员为活动的顺利开展
所付出的努力。他回顾了学校自创建以来，
致力于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历程。十二
年前，学校成立了以原上海市语文教研员、
特级教师孙宗良为导师的联片研修平台，携
手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共康中学、青云中
学、爱国学校、三泉学校等学校教师。学校
教师，围绕语文教学中的关键问题开展深入
研讨。研修团队不仅取得了显著教学成果，
还出版了多部专著，包括《对话·生成·智慧》
和《写作教育的重构》，充分体现了“学术精
进、专业卓越”的教育理念。

在课堂展示环节，实验中学联片研修
组成员帅芳付丽老师呈现了题为《从“烟
花”到“比烟花更美丽”》的精彩示范课。这
堂课基于动态交互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
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素材，深挖写作的思维
内涵。课堂不仅注重写作技巧的培养，更
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体现了写作教
育在实践中的创新与突破。

随后，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程佳思
老师以《团队研修的突破与重构》为题，详
细介绍了研修团队的核心理念和阶段性成
果。从“对话教学”到“写作教育”，团队始
终聚焦学科教学的真问题，推动联片教研
走深走实，为语文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
重要借鉴。在接下来的微论坛环节，来自
团队内的语文教师就写作教育中的挑战与

机遇展开热烈讨论。教师们分享了各自的
教学经验，探讨了如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
趣与创造力，以及写作教学在传统与现代
教育模式中的转型路径。通过这些经验交
流，教师们不仅拓宽了教育视野，还提升了
教学能力。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新书颁发仪式，与会
校长为教师代表颁发了《写作教育的重构》
专著，象征着团队在写作教育领域的又一突
破。华东师范大学张晓蕾副教授和导师孙
宗良老师则为活动提供了专业点评。张教
授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写作教学中的关
键问题，并提出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提
升课堂互动与思维深度的建议。孙老师结
合实践经验，回顾了团队在研究与创作过程
中的努力，并鼓励教师带着理性思考做教学
研究，不断深化思维的碰撞与创新。

静安区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周瑾女士对
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研修团队
的长期坚守表示高度肯定。她认为，研修
活动体现了定力、活力和创造力，为区域优
质教育资源共享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希望
教师们未来能够进一步增强教育的深度和
广度，在双新理念下推动教育教学的良性
循环与持续提升。

本次研修活动不仅是静安区语文教育
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教育理念的一次深
刻碰撞，为区域内学校之间的互动合作搭
建了一个深入交流的平台。未来，静安区
实验中学将继续扎根课堂，探索教育新境
界，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文/陈学文

重构写作，向思维更深处漫溯
——上海市静安区实验中学举办语文写作教育联片研修活动

持续服务革命老区
近日，由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

室、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指导，上海市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六安市委员
会主办的安徽六安“希望网校”师生看
上海活动举行。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来
自六安 5 所希望小学的 30 名师生一同
开展红色寻访、走进申城高校、打卡浦
东地标、探寻上海之根，沉浸式感受上
海的魅力。

“平时给孩子们上网课，隔着屏幕
镜头不大，很多时候我需要通过声音去
听小朋友们的反应。和他们见面后，有
一种电影里破除‘第四面墙’的感觉。”
当见到曾经镜头里的孩子们，黄瑾怡分
享了她的喜悦。来自华政的志愿者黄
瑾怡是“希望网校”的小老师，她告诉记
者，在了解到“希望网校”是面向对口地
区乡村小学开展远程支教公益项目后，
她便抓住一切可以报名参加的机会。

“在华政校园中我是学生，在线上我是
法治小老师和知识科普小老师，无论切
换何种身份，人生处处是课堂，都能在
教学相长中有所收获。”黄瑾怡感慨地
说道。

在安徽六安，已有6000人次的青少
年从“希望网校”项目中受益。据介绍，
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六安

“希望网校”项目充分发挥上海优势教育
资源，通过招募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
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为六安希望小学
送去一对一直播的网校课程，通过网络
信息技术来帮助提升上海对口地区乡村
学校教学水平，帮助农村孩子实现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

项目开展两年以来，已在六安16所
希望小学开设了英语、音乐、美术、朗诵、
科普、法治等六门课程，46个教学班，累
计授课3200余课时，项目已然成为上海
服务革命老区的一张靓丽“名片”。

发现教育的无限可能
除了网络授课，两地也充分利用红

色资源，通过包括红色思政教育在内的
各类活动加强交流。本次安徽六安希望
网校师生看上海活动正是“希望网校”的
衍生项目。

为期三天的上海之行，学生们参观
中共一大纪念馆，沉浸式回顾党的光辉

历程；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孩子们近距离
接触自然科学的魅力；从昔日的农田到
今日的国际金融中心，浦东新区的发展
故事同样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广
富林文化遗址之行，让孩子们亲身感悟
上海悠久的文化根源。

来自霍邱县长集镇德仁希望小学的
朱文君同学觉得这次活动如同一场“奇
妙之旅”，小朱告诉记者：“在这个过程
中，我与老师和同学们的交流也变得更
加密切。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感
情也在不断加深。这种互动让我觉得
学习不再是孤单的事情，而是充满了温
暖和乐趣。”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希
望网校”让他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它
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我有机会与不同
地方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它也
让我看到了教育的无限可能，只要我们
愿意去尝试，就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
来。”

努力播种新希望
“六安与上海对口合作开展以来，共

同打造了青春‘山海情’工作品牌，制定
了五大合作项目，为两地青少年群体提
供了互相交流、互学互进的机会。其中，

‘希望工程’项目是上海与六安团组织合
作典范。”团六安市委书记罗伟伟表示，

“这些合作彰显着同舟共济的无价情谊，
充分展现了沪皋两地最美好的爱心接
力，在我们的共同推动下，沪皋两地共青
团事业发展呈现了蓬勃向上的青春活
力。”罗伟伟说。

团上海市委合作交流部部长许晔婷
表示，上海共青团紧紧围绕对口合作要
求，长期关心着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
依托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的

“希望工程”项目，已在六安援建了39所
希望小学，资助金额超一千万元。“真诚
希望上海和六安两地，在充分用好丰富
红色资源开展项目合作的同时，也能够
通过各类创新多元的活动，增强两地互
信、增进文化交流、赓续红色血脉、涵养
爱国情怀。我们也会继续关心、支持项
目的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共青团的桥
梁纽带作用，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协同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大高校、大
华基金会等单位，着力将‘希望网校’项
目打造成上海服务全国的金字招牌，努
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新助力，播
种新希望。”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陈喆

本报讯 在上生·新所 3 号楼“naze
naze布店”里有一块特别的展示台，摆放着
可爱的绒线手作小饰品。一名女孩坐在桌
前，手指灵活地在彩色毛线间舞动，一针一
线编织着，她专注盯着手中的线，认真对待
每一次钩针的起落。她叫殷怡，是上海市
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这名00
后在非遗盘扣课程与校企合作的助推下，
今年6月刚刚毕业的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个人工作室。

走进布店能看到，一朵朵钩针编织的
小花插在毛线筒里，随意放置在桌子上的

“小雪花”串联起了每个展示区，平铺在桌
上的小鱼系列也为布料们平添了一份童
趣。一盆花上还被挂上了一棵绒线“小
树”，带来了一线生机。

“殷怡学得很快，到店里只学了一两个
月就可以开始自己独立钩针了。”钩针是长
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朱家琛想到的
金点子，可以将殷怡的特长和店铺需要联
系起来。朱家琛是殷怡的校内职业指导老
师，从四年级下学期起，便开始全程陪伴殷
怡一起实习。其实刚到布店时，殷怡主要
负责店内的环境保洁和货品整理，偶尔为
店铺里的帆布袋绘画。而熟悉她的朱家琛
知道，殷怡其实对店铺内的手作、织线等很
感兴趣，“钩针是上海的传统，现在的年轻
人也开始感兴趣。店铺里正好有相关材
料，我们就想让擅长手工的殷怡试着学一

下，先了解最基础的钩针短针、长针等，发
现她学得很快，然后还可以自由发挥，这方
面她还是很有天赋的。”朱家琛说。

殷怡虽然腼腆，但她也很乐意展示自
己的作品。采访现场，她从柜子里拿出了
一个大塑料袋，奥利奥口味的小蛋糕、紫藤
花尾巴的小兔子，可爱的小南瓜，一旁的店
长笑着说：“这只是殷怡平时作品的冰山一
角呢！”殷怡说，平时她也学会了在社交平
台上寻找灵感，再结合自己的设计，大概花
20分钟就能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钩针作
品了。“平时我勾这些的时候白色毛线消耗
很大，其次是蓝色，我比较喜欢用五颜六色
的毛线，黑色的线用得最少。”色彩缤纷，这
是殷怡作品一个鲜明的特色。在创作各种
图案和形状的过程中，殷怡充分发挥了自
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她有些特殊，但
她的作品却充满了可看性。

作为连接企业、学生与家长的“桥梁”，朱
家琛见证并参与了殷怡的每一步成长，也会
继续将企业的需求与学生的特长做结合，并
积极与家长反馈学生情况。学校也为四年级
学生设置了“生涯与发展”这门课程，教授学
生在实习实践中的社交技巧、处事沟通。

店铺也将助力殷怡继续保持“设计师”
的状态，并以她的作品为原型加以再设
计，然后量产。“我们希望以她的指尖世界
为线索，创造出一些新作品，她听完这个
想法后也很激动，因为如果这些产品有了
销量，她将能够用自己的设计收益去帮助
更多的人。”

“希望网校”：服务老区的金字招牌
“我想成为一名律师！”“我要帮助更多的人！”华政

校园内，一群来自安徽六安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和志愿
者分享自己的梦想。曾经他们是跨越山海的网校师生，
如今他们在线下真真切切地见到了对方。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实习生 赵诗雨

针线绘梦，“钩”出一片小天地
非遗课程与校企合作，让“特殊”的孩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六安师生看上海。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