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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深化馆校合作策略探究

野双减冶政策袁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袁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遥 这一政策的实
施袁旨在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袁回归学校教育的本
质袁提升教育质量遥 在此背景下袁深化馆校合作袁利
用社会资源辅助学校教育袁是符合政策导向的重要
途径遥

一尧馆校合作的意义
（一）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构建教育生态新

平衡
野双减冶政策的实施袁要求学校在教育教学中更

加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袁这就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提出
了更高要求袁馆校合作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
径之一遥 通过合作袁学校能够充分利用野馆冶内丰富
的教育资源袁如展览品尧文献资料尧专业讲解员等袁
为学生提供生动尧直观的学习体验袁弥补学校教育
资源在某些方面的不足遥 同时袁野馆冶也能借助学校
的资源开展面向公众的教育活动尧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袁实现自身功能的拓展与提升遥 这种资源共享
与优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打破传统教育资源的界
限袁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袁构建起
一个更加平衡尧和谐的教育生态系统遥
（二）深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
馆校合作不仅仅是资源的简单叠加袁更是对课

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深度革新遥 在合作过程中袁双
方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尧认知规律和学习兴趣
共同开发设计具有针对性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教育

项目和课程遥 例如袁结合博物馆的藏品资源设计历
史尧文化尧艺术等跨学科的学习主题曰利用科技馆的
互动展品开展科学探究尧技术实践等体验式学习活
动遥 这些课程和项目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视
野袁还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袁培养他
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遥 同时袁馆校合作还促进
了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袁使学习过程更加主动尧深入
和有效遥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

野双减冶 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与个性化成长袁馆校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
有力支撑遥 在合作中袁学生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学习
到基础知识和技能袁还能在野馆冶中接触到更多元化
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遥 这种跨领域尧跨学科的学
习体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遥 同
时袁馆校合作还注重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兴趣爱
好袁 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方案和指导服务袁帮
助他们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袁实现个性化
成长遥

二尧深化馆校合作的策略
（一）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持续合作

学校与各类场馆应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袁明确合
作目标尧内容尧方式及评估机制袁确保双方权益得到
充分保障遥 同时袁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或工作小组
负责定期沟通尧策划活动尧监督执行及反馈调整袁确

保合作项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遥 此外袁还可以通过
举办合作成果展示会尧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增强双方
的合作意识和归属感袁为持续合作奠定坚实基础遥
（二）创新合作模式

传统馆校合作模式需不断创新以满足新时代

学生的多样化需求遥 学校可以邀请场馆专家进校
园袁开展专题讲座尧工作坊等活动袁将场馆资源直接
引入课堂曰同时袁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场馆的志
愿服务尧策展实践等袁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尧提
升能力遥 此外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互动学习平台袁让学生在家中也能享受到丰
富的场馆资源遥
（三）强化师资培训，提升教学质量

学校应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袁组织教师参观
学习各类场馆袁了解场馆资源及其教育价值曰邀请
场馆专家为教师授课袁传授如何利用场馆资源进行
教学的技巧和方法曰鼓励教师自主开发与场馆资源
相结合的教学课程和项目袁 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遥
同时袁建立教师激励机制袁对在馆校合作中表现突
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袁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遥
（四）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学习体验

在深化馆校合作的进程中我们应将目光放远袁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合作框架袁而是积极拓宽合作的
边界袁实现教育资源与学习机会的深度融合遥 这要

求我们构建一个开放尧包容的合作体系袁将各类场
馆视为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伙伴遥 要致力于将合
作的触角延伸至各个领域袁无论是自然科学尧社会
科学还是人文艺术袁都将成为学生探索未知尧拓宽
视野的宝贵资源遥 通过设计跨学科尧跨领域的综合
性学习项目袁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袁走进各类场馆袁亲
身体验知识的魅力与力量遥 在此过程中袁要注重活
动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袁力求为每一位学生提供符合
其兴趣和发展需求的学习机会遥 无论是动手实践尧
互动体验袁还是理论探讨尧创意表达袁都力图将各种
形式的活动变成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驱动力遥
同时袁也要促进场馆与学校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
系袁共同研发特色课程袁共享教育资源袁实现教育效
益的最大化遥 全面拓宽合作疆域袁不仅是为了满足
野双减冶政策下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袁更是为了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袁为他们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三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深化馆校合作袁推动野双减冶政策袁不

仅能够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袁同时也节约了校外培训
负担袁 现阶段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遥
这一政策的实施袁旨在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袁回归
学校教育的本质袁提升教育质量遥 需要政府尧学校和
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袁共同推动学校教育的发
展袁并为之持续注入新的活力遥

姻湛江科技学院 王鹤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高校开展心理疏导的路径分析

引言
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袁高校心理疏导

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遥 本文立足于积极心理学理
论袁探索更符合时代需求尧更具成效的心理疏导路
径遥 提出袁应将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融入高校心
理疏导实践袁构建预防与促进并重的服务模式遥 包
括院开展积极心理品质培养课程袁提升学生的积极
情感与应对能力曰建立多元化的咨询服务袁满足学
生个性化的心理需求曰以及推动校园文化的积极转
变袁营造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环境遥 通过以上路径袁高
校心理疏导不仅能有效解决学生心理问题袁更能引
导他们发掘自身的力量袁实现全面尧积极的成长遥

一尧积极心理学理论基础
积极心理学袁 作为心理学领域的一股新兴力

量袁 由马丁窑塞利格曼和克里斯托弗窑彼得森在 20
世纪 90年代提出袁 它与传统心理学的疾病模型形
成了鲜明对比遥 积极心理学并不只是关注个体的心
理问题和弱点袁它更关注个体的积极特质尧优势和
成长潜力袁以及如何促使个体实现幸福生活遥 它主
张心理学不仅要治疗心理疾病袁更重要的是提升人
类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袁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遥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念包含四个方面院 首先袁
积极情绪袁指的是个体体验到的快乐尧满足尧爱和宁
静等正面情绪袁这些情绪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

满意度有显著影响遥 其次袁积极体验袁涉及诸如人生
意义尧高峰体验和参与社区活动等丰富多样的生活
经验袁这些经验有助于个体建立自我认同和人生目
标遥 再次袁积极性格特质袁是指个体内在的尧相对稳
定的品质袁如乐观尧感恩尧勇气尧同情心和自律袁这些
特质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应对生活挑战遥 最后袁积极
机构袁 是指能够滋养个体积极发展的环境和系统袁
包括家庭尧学校尧社区和工作场所袁这些机构通过提
供支持尧鼓励和机会袁促进个体积极特质的培养与
发展遥
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下袁个体的心理健康不再

仅仅是症状的缺失袁 而是包含个体内在资源的发
掘尧优势的培养以及生活满足感的提升遥 积极心理
学的理论基础涵盖了诸如幸福感理论尧乐观主义理
论尧性格优势理论尧心理资本理论等多个层面袁这些
理论共同构成了积极心理学的丰富内涵袁为高校心
理疏导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实施策略遥 通过积极
心理学的实践袁高校心理疏导可以由单纯的问题解
决转向促进个体潜能的开发袁从而真正实现心理健
康教育的全面发展遥
二尧积极心理学在心理疏导中的应用
积极心理品质培养课程的实施遥 积极情绪培养

是积极心理干预的核心策略之一遥 通过开设积极心
理品质培养课程袁如正念冥想尧情绪智能尧感恩日

记尧积极心理训练营尧自我接纳等袁学生能够学习到
如何培养积极情绪袁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珍惜积极
的瞬间袁从而提升应对压力的能力袁增强自我认知袁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遥 这些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构建
积极的生活态度袁提高他们对生活满意度袁从而达
到预防心理问题的目的遥
个性化心理咨询服务的提供遥 积极心理学强调

个体的独特性袁认为每个学生都有其特殊的需求和
优势遥 因此袁心理咨询服务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袁
提供差异化的支持遥 这可能包括一对一咨询尧小组
讨论尧在线辅导等形式袁以满足不同学生的情感尧认
知和行为需求遥 此外袁也可以通过心理测评工具袁如
性格评估尧幸福感量表袁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
势和潜在问题袁从而制定更为精准的辅导方案遥
校园文化的积极转变遥 积极心理学认为袁个体

的发展受其所处环境影响袁因此袁校园文化对于学
生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遥 高校应推广积极心理学的
理念袁提倡心理健康的正面宣传袁减少对心理问题
的污名化遥 同时袁通过组织各种活动袁如心理剧表
演尧心理健康讲座尧志愿者服务等袁来营造一个积
极尧包容和鼓励探索的氛围遥
三尧总结与展望
积极心理学为高校心理疏导提供了新的理论

框架袁强调发掘学生的内在资源和优势潜能袁以及

从积极角度看待个体的心理状态遥 通过实施积极心
理品质培养课程尧 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咨询服务袁以
及推动校园文化的积极转变袁高校心理疏导不仅能
够有效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袁更能引导他们实现全
面尧积极的成长遥
然而袁也必须认识到袁实施积极心理学视角下

的心理疏导仍面临诸多挑战袁如师资力量的专业性
不足尧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践性不强以及学生对
心理健康的认知局限遥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校尧教
师尧学生和社区的共同努力袁包括提升心理咨询师
的专业素养尧优化课程设置尧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宣
传袁以及营造一个积极尧支持的心理健康环境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践袁高校心
理疏导将更好地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袁为
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提供更全面尧 有力的支
持遥 这将对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袁以及社会整体的
进步产生深远影响遥 一个健康尧积极的个体袁是推动
社会繁荣的关键遥 因此袁高校心理疏导的积极心理
学化不仅是教育的革新袁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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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英语与绘本阅读的融合教学路径

在当今多元化尧信息化的教育环境中袁小学英
语教学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本和黑板袁而是更加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遥 绘本阅读作为一
种生动尧有趣的教学方式袁正逐渐与小学英语课程
相融合袁为学生带来更加丰富尧立体的学习体验遥 本
文就小学英语与绘本阅读的融合教学路径进行了
深入探究袁以供参考遥

一尧 小学英语与绘本阅读的内在联系
绘本以其丰富的画面尧生动的情节和简洁的文

字袁深受小学生的喜爱遥 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接触
和学习英语的机会袁 更通过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袁激
发了他们对英语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遥 绘本阅读可
以帮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英语基础
知识袁如词汇尧句型和语法袁同时培养他们的阅读理
解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遥 此外袁绘本阅读还能引
导学生们展开想象的翅膀袁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批
判性思维袁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二尧 小学英语与绘本阅读的融合教学策略
（一）绘本选择与教材内容的无缝对接
为了实现绘本阅读与小学英语教学的有机融

合袁教师在选择绘本时应注重其与教材内容的无缝
对接遥 这意味着绘本的主题尧词汇和句型应与教材
相呼应袁形成互补遥 通过精心挑选的绘本袁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深化对教材知识的理解袁同时拓

宽他们的视野袁培养跨文化意识遥 以外研版三年级
起点渊六三制冤小学英语叶Unit 2 It's at the station.曳
一课为例袁教师可以精心挑选与本课主题野位置和
方向冶紧密相关的绘本袁如描述物品在不同地点或
人物在不同场景下的故事遥 这样袁绘本内容不仅与
教材中的词汇尧句型相呼应袁还能为学生提供更多
真实尧生动的语境袁帮助他们在阅读绘本的同时袁深
化对野It's at/in/on/under...冶等介词用法的理解遥 学
生可以在享受阅读乐趣的同时袁有效巩固和拓展教
材知识袁实现英语学习的高效提升遥
（二）创新绘本阅读教学方法，提升参与度
在绘本阅读的教学过程中袁教师应注重创新教

学方法袁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遥 例如袁可以采用预测
情节尧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袁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理解绘本内容袁并锻炼他们的英语口语和表
达能力遥 此外袁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为绘本
阅读增添趣味性和生动性袁如通过动画尧音频等形
式展示绘本内容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遥 以
外研版三年级起点渊六三制冤小学英语叶Unit 1 We
fly kites in spring.曳一课为例袁教师可以结合本课的
知识点袁 如 野spring冶渊春天冤尧野kite冶渊风筝冤尧野fly冶渊放
飞冤等词汇袁以及描述春天活动和感受的句型袁选择
或自制一本与春天和放风筝主题相关的英文绘本遥
在课堂上袁通过多媒体展示绘本内容袁配以生动的

图片和音效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遥 同时袁组织学生进
行角色扮演袁让他们分别扮演绘本中的角色袁用英
语进行对话和表演袁从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
忆遥 此外袁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互动环节袁如让学生
根据绘本内容制作风筝尧绘制春天景色等袁让他们
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学习的乐趣遥
（三）绘本阅读后的深度思考与讨论
绘本阅读不应仅停留在表面袁教师应引导学生

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遥 在阅读完绘本后袁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全班分享袁引导他们思考绘
本中的主题尧情节尧人物等遥 通过深度思考与讨论袁
加深学生对绘本内容的理解和记忆遥 以外研版三年
级起点 渊六三制冤 小学英语 叶Unit 1 We have a big
family dinner.曳一课为例袁教师在引导学生完成绘本
阅读后袁可以组织他们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讨论遥 教
师可以提出一系列与绘本内容相关的问题袁如野在
绘本中袁大家庭聚餐时有哪些传统习俗冶野你觉得这
些习俗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意义冶等袁引导学生思考
并分享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袁以此加深其对课文内容
的理解袁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袁培养批判性思
维能力遥 同时袁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将绘本中的内
容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相联系袁分享自己家庭聚餐时
的趣事或传统袁 从而增强学习的实践性和趣味性袁
更好的理解和感受家庭文化的魅力遥

（四）绘本创作与英语实践的有机结合

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创新能力袁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尝试自己创作绘本遥 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想象力编写故事尧绘制插图袁并用
英语进行表述遥 通过绘本创作活动袁学生可以将所
学的英语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袁锻炼他们的写作能
力和创新思维遥 以外研版三年级起点渊六三制冤小学
英语 叶Unit 1 We're going to visit Hainan.曳 一课为
例袁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学习了关于海南旅行的词
汇和句型后袁 鼓励他们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绘本创
作遥 学生可以分组合作袁共同构思故事情节袁描绘海
南的美丽风光和特色文化袁并在绘本中穿插使用新
学的英语词汇和句型遥 同时袁在创作中巩固和运用
新知识袁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思维遥 完成绘本
创作后袁 学生还可以在班级内进行展示和分享袁用
英语讲述自己的绘本故事袁从而进一步提升英语口
语表达能力和自信心遥

总而言之袁小学英语与绘本阅读的融合教学具
有诸多优势遥 通过无缝对接的绘本选择尧创新的教
学方法尧深度思考与讨论袁可以为小学生的英语学
习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袁让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全面提升英语素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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