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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提质在行动

JIAO YU TI ZHI ZAI XING DONG ■热线电话：2128242

庆庆元元以以““育育人人三三会会””夯夯实实立立德德树树人人之之基基

“要学习陈立群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情怀，学习他勇于担当、专注事业的奋斗精神。 ”
“身为校长，有了直接学习的榜样，更加坚定了我教书育人的理想信念。 ”
……
日前，庆元县教育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暨“学榜样 践初心”向陈立群同

志学习汇报会。 会上，10名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代表谈心得、说做法，对标先进，见贤思齐。
今年 9 月，庆元县教育系统对照县委“发展三问、学思三悟、履职三争”主题教育工作要求，结合实际，

增加了“育人三会”内容，要求全县教职工会讲理想信念、会讲浙西南革命故事、会讲优秀传统文化，并将
“三会”融入到思政教育中去，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提质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以“六个下功夫”凝
练概括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
精神状态，把“在坚定理想信
念上下功夫”摆在首要位置。

如何帮助青少年儿童在
人生起步期就扣好理想信念
的“第一颗扣子”？ 庆元县各中
小学、幼儿园以形式多样的红
色教育为抓手，在知和行的浸
润中，让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
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的源泉
和底气，让他们自觉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红色课程里坚定报国之志

“国旗是用革命先辈们的
鲜血染红的，我触摸国旗时感
受到革命先辈的勇敢还有奉
献精神，我一定会把他们当作
榜样。 ”职高学生叶钰玲说。

11 月 29 日， 北京天安门
国旗传递活动在庆元职高举
行，庆元职高 2500多名师生满
怀深情向国旗告白，向伟大祖
国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在庆元县中小学和幼儿
园，升旗仪式是一门严肃的红
色课程， 课程设置了歌唱祖
国、国旗下演讲等固定环节。

“这些环节由学生当‘主
角’， 他们在国旗下唱响爱国

主义旋律、 传播爱国主义精
神，有助于从心底树立起‘发
奋图强、为国增光’的主人翁
意识。 ”教育局教育科负责人
说。

“红色廊桥” 桥模制作是
庆元县江滨小学校本课程。 走
进该校的“廊桥学院”，各式精

巧廊桥模型让人叹为观止，这
些廊桥都由学生们亲手制作。
庆元是廊桥之乡，学校将革命
战争时期发生在廊桥上的红
色故事与传统的木拱廊桥传
承技艺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制
作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传承红色文化和时代精
神，树牢“四个自信”。

红色研学中厚植爱国情怀

“看着橱窗里边的这些展
品， 听了讲解员阿姨的介绍，
我知道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
之不易， 我要记住这些英雄，
带着感恩的心好好学习！ ”参
观完石龙山革命烈士陵园纪
念馆后，实验小学学生李泽皓
在笔记本里写下这段话。

“孩子不只需要童话，还
需要英雄。 ”该县教育系统达
成了这样一项共识，开展理想
信念教育离不开课堂，践行理
想信念要走上社会，触手可及
的案例更有教育影响力。

庆元是红色革命老区，全
县 345个行政村有 199 个为老
区村，众多“红军桥”都蕴藏着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今年以来，该县中小学以
“校园文化红起来”“红色课程
编起来”等“九个红色”系列活
动，进一步学习宣传庆元本土
革命志士和革命先驱的典型
事迹，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

红色教育中
培养一代“红色传人”

重走“红军路”是庆元二中
红色生态节的一项传统活动。
每年 5月，全校初二 600多名学
生从学校出发， 沿着当年红军
走过的崎岖山路，爬高山，越沟
坎，往返跋涉用时近 7 个小时，
步行路程达 30多公里。 活动磨
练学生意志， 传承革命老根据
地的红色基因，深刻体会“红军
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的热血豪情。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 需要精心引
导和栽培。 ”县教研室负责人
说，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必须
改变“我说你听”这种封闭式
的单向灌输， 要通过各种载
体和手段，让理想信念“进校
园、 进课堂 、 进家庭 、 入头
脑”。

庆元县各学校充分利用广
播、 大屏幕、 宣传栏等进行宣
传，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校园中“活起
来”“亮起来”；让有信仰的人来
讲信仰， 邀请优秀的党员、教
师、家长和学生，从不同的视角
进行学习交流； 借助“家长学
校”和“小手拉大手”等平台，以
“学校 + 家庭” 的家校联手形
式，实现家庭与学校同步，家长
与孩子共学、共进。

传统文化教育“满园芬芳”

“双龙抢珠、 老鹞翻身、 秤锤落地
……” 课间操时间， 城东小学校园内
1500 多名师生在操场上做“香菇功夫
操”，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庆元是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
地，菇民在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绚丽多
彩的香菇文化。随着香菇种植技术的发
展，老一辈“蕈山客”的逝去，香菇功夫
的延续面临断层。

城东小学是庆元县较早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之一。 2008年以
来，该校就开始编创“香菇功夫操”，每周
还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教育课。 学校将
“香菇功夫”引入校园，让孩子们了解香
菇文化，人人会打香菇功夫，锻炼学生坚
持不懈的意志力、遇事勇敢面对及“特别
肯吃苦、特别善创新”的优良品质，更重
要的是要让孩子们铭记历史， 探寻祖先
的足迹，汲取香菇文化的精髓。

叶定平老师是最早参与“香菇功夫
操”的创编者之一。他说，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为教育工作
者，不仅要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更
要带领学生把自己成长的环境作为学
习场所，在探寻家乡民风民俗的同时激
发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孩子自练习香菇功夫后， 饭量涨
了，身体壮实不少，平时连感冒等小毛
小病都不见了踪影。 ” 506班吴欣琳的
妈妈感慨地说，孩子的老家就在庆元的
东部山区，祖上一直为菇农，现在搬迁
到城区，孩子对香菇了解甚少，自学校
开设了“香菇课程”，孩子回到家中，会
给大人们讲香菇鼻祖吴三公的故事，演
练香菇功夫中的“七步拳花”，还增长了
许多食用菌知识。

作为庆元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项
目， 在今年 11 月举办的第十一届庆元
香菇文化节的民俗文化踩街活动中，60

多名城东孩子的“香菇功夫”方阵成了
香菇文化节的一大亮点。

县实验小学的“菇民戏”传唱，江滨
小学的“廊桥搭建”也是非常具有地方
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龙头学校
的带领下，该县把传统文化教育与“养
成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青少年学生传
统文化素养，实现“德”“智”“行”全面发
展。同时，以乡村学校文化宫等为阵地，
开展古诗词、传统礼仪、棋艺、书法等课
程，并在全县青少年中开展“新时代好
少年”评比，涌现出一批“诚信守礼”“热
心公益”“自强自立”“勤学创新”“尊师
孝亲”的优秀少年儿童。

今年，该县又将启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工程，组织编写中小学、幼儿
园传统文化教材，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
生，开展传统经典诵读、传统文化知识
竞赛、行为习惯养成训练、高尚人格塑
造等活动。明年，还以中小学校为主体，
举办传统文化艺术节，展示传统国学经
典节目，掀起传统文化教育新高潮。

当前， 庆元教育系统努力把主题
教育同本学校本单位教育提质工作举
措结合起来， 同岗位职责和当前正在
做的事情结合起来， 同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结合起来，同培养“三会”
教师结合起来，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主题教育贵在持之以恒。 ”庆元
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芬表示，
庆元教育局将把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在主题教育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和奋
斗精神转化为教育提质担当作为的实
际行动，为达成“全力强化教育资源优
质均衡、全力提升教学质量、全力创新
教育提质机制、 全力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全力推动立德树人”目标任务凝聚
磅礴力量。

让理想信念的明灯在心中闪亮

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革命故事

“爷爷，请问您拿着两只碗是要去
哪呀？ ”

“我老了，该给它们找个家了！ ”
“家？ 给碗找家？ 这碗有什么特别

的呢，还要特意给它们找家呢？ ”
“你坐下来， 我慢慢说给你听，那

是 84年前了……”
在县中小学、幼儿园“育人三会”说

课总决赛的比赛现场， 城东小学潘彬
晓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述《两只红军碗》
———发生在庆元斋郎村的红军故事，
这场景是教学中的情景导入。 她将课
程分为“知背景”“悉目标”“理教法”“明
流程”四个环节，向评委和观众陈述如
何把革命传统故事中的红色基因传承
到点滴生活中去， 让孩子们从故事的
知晓者转变为故事的讲述者， 让浙西
南革命精神遍地开花，实现“红色基因
代代传，革命精神永不忘”的教学目标。

10月以来， 该县各中小学和幼儿
园 40 多名优秀教师代表参加了“育人

三会”说课比赛，把理想信念、红色教育
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思政课
堂的做法以展示和汇报的形式呈现给
评委和观众。

庆元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红色土地， 蕴藏着丰富的革命历史、革
命遗址、革命人物和革命故事的红色文
化资源。 斋郎战斗、竹口战斗等革命故
事成为全县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和
力量源泉，激励一代又一代庆元人坚定
信念、克难攻坚、奋勇前行。

为此，庆元县还开展了“一校一基
地一队伍”培育时代新人活动和少先队
“传承浙西南革命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少先队员
以通过寻找红色故事、 阅读红色故事、
创作红色故事、讲述红色故事、评论红
色故事、分享红色故事等方式，了解、认
识党的丰功伟绩和光荣传统，树立正确
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加深了
对党、祖国和家乡的朴素情感。

文/ 吴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