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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看，这个风车转了起来……”17日，海门区证大小学的逻辑电路
兴趣小组开始本学期最后一课。孩子们在授课老师顾千谦的指导下，利用数
字传感器以及各类零件制作电路板。

去年秋季学期，海门区推进“五育融合”理念，在全区学校开设“双师型”
社团，组织有一技之长的教师开设个性化课程。多样的社团活动为学校注入
了新活力，为校园生活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为同学们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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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她能量”就业面对面沙龙活动在南通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举行。活动现场，受邀女教师、女律师、女企业家
们与学生们分享就业创业心路历程，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聚
智赋能。 记者刘璐 严春花

晚报讯 “微信视频、扫码
付款，今天都学会了，真是太方
便了！”17日，在通州区兴东街
道机场新村，刚从老年人手机
辅导课堂下课的村民王大伯开
心地说道。这是通州区“乐享
银龄”助老服务项目助力辖区
老年人适应现代科技生活、跨
越数字鸿沟的一个缩影。

2023年年底，通州区“乐
享银龄”助老服务项目落地
金沙、金新、兴东、先锋街道4
个社区。聚焦“银发族”的数
字化需求，项目为辖区老年
人开设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
智能手机培训，让他们更好
地享受智能设备给生活带来
的便利和乐趣。截至目前，
项目已开展智能手机培训60
课时，吸引了300余名老年人
踊跃参加。

培训过程中，授课老师结

合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采
用PPT教学与现场实操相结
合的形式，详细讲解了智能手
机的基础操作和微信的使用
功能，包括如何添加联系人、
清理手机内存、微信聊天、手
机拍照等诸多实用技能。课
程通过互动式教学，引导老年
学员积极提问、互相交流。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继续在各社区开展智能
手机培训课程，并根据老年人
提交的课程需求反馈，了解辖
区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手机的关注点和建议等，有针
对性地调整课程设置，让课程
与老人日常生活有效链接，助
力老年群体更好地适应现代
科技生活，在尽情享受便捷、
丰富的智慧生活中不断提升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陆薇 通讯员刘卫源

弓步冲拳、马步横打、内
拨下勾、交错侧踹……14日
上午大课间，四甲小学的孩子
们正在操场上练习军体拳。

“这套拳法是在部队军
体拳第一套16式的基础上进
行了改编，更符合学生的年
龄特点。”“军拳生威”社团指
导老师周洪平介绍，学校利
用体育课、大课间、延时服务
等时间，先在社团内教学，再
进行全校推广，确保孩子们
都能学会。

四甲镇是革命老区，四
甲小学依托本地国防教育资
源，开发了军事探究、军拳生
威、军歌嘹亮、军影传奇、军

旗飘扬、军魂永铸六大社团
系列课程。

“通过观看红色影片、演
唱革命歌曲、模拟长征演练、
走进集训场地等活动，培养
孩子们的坚毅品质。”该校副
校长周吉锋说。

王敏表示，海门坚持因地
制宜设计课程，突出地域文化
特色，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
学校社团。临江小学“落地
生花”社团群以劳动为主题，
开设有“好事花生”“巧手生
花”“多滋多味”等农耕社团；
货隆小学是江苏省科技特色
学校，根据学生需求进行智
能家居、七巧板、木结构等科

创作品指导；悦来小学打造了
“‘艾’你一生”中草药社团群，
让师生成为中医药文化的传
播者……“设计社团课程清
单，采用老师自主选择、学生
自由报名的方式，实现师生同
学同创、共同成长。”

“海门区研发‘双师型’
社团课程，为的是深入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落
实‘五育融合’理念，实现师
生同学、同创、同成长。”施健
斌表示，海门教育部门将持
续提升社团课程的品质，组
织团队边实施、边修改、边完
善，更好地为全区教师、学生
服务。本报记者沈樑 高阳

晚报讯 昨天，“中国梦
劳动美 幸福路”首届长三角职
工排舞（广场舞、工间操）邀请
赛暨江苏省第九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职工排舞（广场舞、工间
操）比赛在海安拉开帷幕。

本次邀请赛由长三角“三
省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南
通市总工会、海安市委市政府
承办。来自沪苏浙皖三省一
市各级工会的28支队伍，500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为
期两天，旨在着力打造“工”字
系列职工文化品牌活动，加强

长三角地区职工文化交流互
动，用文化体育元素树立长三
角合作典范，推进构建长三角
地区职工文化工作联动机制
一体化大融合。

排舞是从2002年引进的
一项新型“全民健身”项目，具
有体育性、趣味性、群众性。
近年来，海安推动全民健身，
为排舞运动推广作出了积极
贡献。经研究，大会组委会决
定在海安成立长三角职工排
舞创编基地，活动上进行了基
地授牌。 记者吴霄云

首届长三角职工排舞邀请赛开幕

28支队伍舞出绚丽风采

一校一特色，海门区学校开设“双师型”社团

“师”放活力培养学生兴趣特长

60节智能手机培训课
助力银发族融入快时代

海门区证大小学是一所
乡村小学。该校为全国第五
批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
例学校，全省仅有3所学校获
得该项称号。

教授数字逻辑电路课程
的顾千谦是该校的数学老师，
从教21年。他说：“利用一些结
构件加上传感器等电子零件，
孩子们可以动手制作一些基础
的智能家居原型。这门课程不
但培养了孩子的动手能力，还
发掘了他们的科学兴趣。”

社团课上，顾千谦站在

一旁，看着孩子们操作。在
他们需要帮助时，顾千谦就
耐心指点。顾千谦说：“数字
逻辑电路是一门大学课程，
对于小学生来说，只需会一
点应用，我的目的就达到
了。我希望给孩子一个创新
的平台，帮助他们去攀登那
一座座科学高峰。”

社团成员、该校四（1）班
学生夏宇轩是这群孩子中的
佼佼者。有一次，顾老师让
大家尝试制作光控灯。夏宇
轩在制作过程中突发奇想，

拿出以前接触过的音频部
件，将光控灯升级为光控闹
钟。他说：“顾老师的课让我
的思维大大拓展，我也从这
些课程中获得了快乐。”

海门区教育体育局副局
长施健斌介绍，目前，海门区
开发了56个社团项目课程
群，包括课程架构、课时设
计、课件链接等，涵盖艺术、
劳动、体育、科技等多个门
类。他说：“全区各校从学生
兴趣出发，做到顺应天性、自
主选择、培养爱好。”

“I can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I
am going to be……”13
日下午，在国强小学的一堂

“电影配音”社团课上，五年
级学生张佑怡手拿台词本，
盯着屏幕上的英文原声电影
《疯狂动物城》，用流利的口
语和生动的手势演绎兔子朱
迪这个角色。2分钟的片段
配音结束后，指导老师郭颖
杰竖起了大拇指。

郭颖杰是一名英语老
师，也是五（2）班的班主
任。她主动担任了“电影配
音”指导老师。备课期间，
她下载了学校提供的社团
项目资源包，学习如何挑选

配音素材、分析角色的心
理、调整呼吸和表情等基本
技巧。“看到孩子们在配音
过程中拓展了英语词汇，锻
炼了口语能力，还在分角色
排演中增强了团队意识，我
很有成就感。”

数学老师王晓勤是二
年级“创意简笔画”社团的
老师。她利用暑假报名参
加了区中小学教师研修中
心开展的社团师资美术培
训课，掌握了简笔画的造型
规律和基础技法。“孩子们
在一笔一画中感受线条和
图形的魅力，培养对艺术的
兴趣”。

“学校目前有32名教师，

基本上都是‘双师型’教师。”
国强小学副校长朱玉瑜介
绍，学校开设了15个班级社
团和9个校级社团。

证大小学校长徐锋介绍
说，学校十分重视跨学科“双
师型”教师培养。目前，已形
成“学校发现教师，教师引领
学生”的良好态势。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
解教师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打造在学科教学外能够发挥
自身才艺开设社团课程的

‘双师型’教师队伍。”海门区
教体局基教科副科长王敏介
绍，寒暑假还会组织线上线
下集中培训，提升教师的实
践教学能力。

因地制宜 涌现出一批独具特色的社团

发挥专长 培养跨学科“双师型”教师

课程设计 从兴趣出发点燃实践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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