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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的歌声、深情的朗诵、优美的舞姿、
精彩的演绎……2025年元旦前夕，丽水学院
松阳校区联合松阳县政协、文广旅体局成功
举办了“校地合作·携手奋进”民间艺术交流
活动。活动通过歌舞、舞台剧等多元形式，
以松阳故事为叙事主线，创新实现非物质文
化遗产、艺术表现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在艺术实践中深化立德树人的成效。

近年来，该校着力构建“大思政课”育人
体系，通过艺术、党建、社会实践与思政教育
深度融合，打造“理实一体”的特色课堂体
系，形成“课内课外贯通、线上线下联动”的
教学新样态，逐步构建起具有丽水山区特色
的“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新模式。

地方特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堂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近年来，丽水学院松阳校区在思政课
教学改革与创新上不断实践，探索出了一条
兼具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慕课实践之路。

为深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造具有示
范意义的思政育人新模式，丽水学院松阳校区

创新性整合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将国家级非遗
项目松阳高腔、茶道引入思政教学课堂。

2023 年，松阳高腔优秀青年演员、“90
后”代表性传承人胡爽娃走进校区，与音乐
教师、思政课教师一道，围绕“铸就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内容开展

“双师同堂”教学。通过戏曲妆造、扮经典角
色等环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松阳高腔这一

“戏曲界的活化石”，也让同学们对家乡的传
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立体的理解，在沉浸
式审美体验中深化了文化自信。

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激活了课堂活力，更
通过艺术实践让青年学子亲身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思政价值。这一教育理念的生动实
践，在丽水学院升本 20 周年晚会上得到了
完美印证。2024年 5月，松阳校区 20名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演绎的松阳高腔《率将士闯天
门》，将非遗剧目中蕴含的家国情怀转化为
震撼人心的舞台呈现，既是对地方传统艺术
的创造性转化，更是“行走的思政课”教学成
果的立体化展示。

松阳原创茶道等地方特色文化也先后
走进了校区的思政理论课堂。“茶道思政”特
色课程让千年种茶史中的文化精髓转化为
育人资源，使“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

这些实践和“行走的思政课”教学品牌
实现了有机整合，形成了“课堂讲授+非遗展
演+田野调查+数字呈现”的四维教学模式，
有效破解了传统思政课“抬头率低”的难题，
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鲜活的地
方样本。

研学交流活动彰显育人本质

“刚刚您说到传统村落的人烟气是很重
要的，但实际上很多村落只有老人小孩留
守，《丽水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对于留住人
才有什么措施呢？而对这些选择留下来的
人又有什么相应保障呢？”这是 2024 年 5 月
30日下午，在丽水学院松阳校区的 101报告
厅内，同学们在《丽水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讲座中发出的提问。

主讲人将理论与案例生动结合，带领同
学们走进了真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方位
了解《丽水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真切体会

《条例》实施的创新性、实践性与真实性。讲
座现场，同学们参与度极高，踊跃发言，具体
就古村落的评判标准、大学生如何参与立法
后评估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疑
问，主讲人一对一进行了细心解答。

随后的暑期，同学们组织实践团队，在
指导老师带领下，深入杨家堂等传统村落调
研了解古村落保护现状、村民们对《丽水市
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的了解以及传统古村落
旅游业发展等情况，最终形成书面报告。

实践中，团队积极为古村落消防安全提
建议，还参与了三乡人网络平台直播与网友
互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暑期实践
团队在活动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丽水市人
大、丽水市消防救援大队的高度认可，并发
来了感谢信。这既是对该实践团队辛勤付
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丽水传统村落保护事
业的有力推动。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大思政课堂背景
下，丽水学院松阳校区自觉担负主体责任，
持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丽水学
院松阳校区管委会主任鄢锋表示，“通过不
定期举办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参与恳谈会、
开展社会调研及志愿服务等多元化形式创
新思政课教学，引导学生深入基层、扎根田
野，真正将‘论文’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大思政课”要善用之，必须要跟现实结
合起来。丽水学院松阳校区（工程师学院）党
委书记池积善表示：“学校充分挖掘校内外各

方资源，创新打造特色实践育人课堂，实现学
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结合。”

丰富多彩的活动理论与实际一体、课内
与课外相连、线上线下结合，相映成趣，相辅
相成，不断拓展了“大思政课”的育人渠道和
空间。

党建赋能引领学生成长

“党建引领 立德树人”既是教育使命，
更是时代命题。丽水学院松阳校区依托浙
西南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资源，构建“党建+
红色教育”育人体系，以红色资源铸魂育
人。校区党委组织师生党员走进丽水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等地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重走红军路”“红色党课”等
形式，让师生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革命精
神。例如，将红色教育融入思政课程，通过
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同时，校区党委与松阳县政府、乡镇党
组织建立“党建共同体”，推动校地资源互
通、人才共育。例如，师生参加松阳县人大
代表联系站的全市首个县级“大思政”实践
教学基地揭牌仪式；与松阳县人大常委会
联合举行“12·4”国家宪法日系列宣传活

动，学生受聘全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大学生
讲解员，参与以“大思政”为主题的青年宣
讲活动，参加以“青年向上松阳向前”的青
创圆桌会议；依托松阳“中国传统村落”优
势，工程师学院学生党支部还组织学生党
员参与“古村落活化设计”项目，将课堂搬
到田间，师生党员带领团队为平田村、陈家
铺村设计文创产品、改造民宿空间，助力乡
村振兴。

党员教师是立德树人的关键力量。校
区注重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
教师“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以党性修养带
动育人理念渗透；通过理论学习、典型示范，
筑牢党员理想信念，让“党建引领、立德树
人”深入人心。实践中，始终平衡学术与德
育评价，提升教师队伍的素质，推动党建与
育人深度融合。

从政治引领到基层创新，从思政融合
到队伍建设，丽水学院松阳校区始终以党
建引领为抓手，将红色基因、地方特色与
育人实践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以党
建赋能基层教育、以文化浸润学生成长”
的特色路径，为新时代立德树人提供了鲜
活样本。

立德树人 思政引领
聚焦丽水学院松阳校区（工程师学院）“大思政课”建设

本报记者 吕恺 通讯员 王慧雅

“各位同学，我们去年丰收的大米年
前被杭州的叔叔阿姨称赞不已，这学期我
们要继续发扬劳动精神，深入劳动教育基
地，争取更大的收成……”新学期，在青田
县阜山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学校专职副书
记李杰和师生们分享了自己和两位学生
前往杭州参加“财赋启行”青少年金融财
经素养教育共建交流会的故事。

今年 1月，李杰和两位学生带着学校
自产的大米来到杭州，参加由蚂蚁集团投
资者教育基地、蚂蚁基金主办的“财赋启
行”青少年金融财经素养教育共建交流
会。作为受邀学校之一，他们在会场上摆
起了别具一格的卖米摊位。

“叔叔阿姨，你们好，这是我和同学
们自己插秧、管理、收割、晒谷、筛谷、

碾米、包装而成的大米，全流程都
是我们自己负责的，你们可以来
看看……”在摊位前，学生胡伟峰
向参会的嘉宾介绍着他们的大
米。与会嘉宾纷纷驻足聆听，对大
米品质赞不绝口，还自掏腰包购买

了大米。学校准备的 60袋大米（1
斤装）以每斤 6.8元的价格出售，被

“一抢而空”，不少嘉宾还留下了联系
方式，期待今后能再次购买。

据了解，阜山中学于 2019 年建立了
2400平方米的校内劳动实践基地，并通过
开设相应的劳动课程，将传统文化与素质
教育相交融，让文化传承迸发新活力，打
造乡村特色学校。同年被认定为浙江省
中小学劳动实践教育项目试点学校，学生
们参与了从水稻种植到碾米包装的全过
程，并通过参与市场调研、成本核算、定价
策略、销售推广等环节，全方位体验了商
业运营的全过程。此次带到杭州的大米，
是同学们去年 9月在学校第三届水稻丰收
节中收获的 204斤稻谷加工而成的。

“我们从 2022年开始在学校的劳动教
育基地带领学生种植水稻，产量也从最初
的 76斤逐年增产到 204斤，我这次在交流
会上分享了《财赋探秘，助力学生全面发
展》，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学校的‘三色
育才币’评价体系，把金融财经知识融入
日常教学与校园实践活动，激发了学生主
动学习和参与实践的积极性。”李杰说，学
校还入选了金融财经素养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此次杭州行更是锻炼了同学们的实
践能力，让他们深刻体会了金融财经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以此来培养他
们的理财意识、创业精神和经济思维能
力。

每个学期，学校都会组织一次全校性
的美食节、跳蚤市场、拍卖场、狂欢节等活

动，让同学们在各项活动中用育才币去购
买，收获快乐。“我非常喜欢学校的这些跳
蚤市场，能在交易中学会理财、学会沟通、
学会诚信，通过相互购买交换的图书和玩
具，体会到了创造价值的乐趣。”学生张佳
俊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在青田县阜山中学，劳动教
育伴随着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同学们在劳
动教育基地喜迎水稻、小麦、皇菊、蓝莓等
作物的丰收，大家一起搬砖共建“波特农
场”，在农场挖土、栽培、浇水、清理杂草，
在学校的“食育工坊”烹饪“阜中味道”，用
双手去创造果实，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新学期，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徐宗
伟手持铁锹，站在一片新开垦的土地前，
向学生们介绍土豆种植知识，同学们听得
津津有味，并动手翻土、挖坑、播种土豆。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们明
白，知识不仅存在于书本上，更存在于生
活中。劳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培养孩子们
的动手能力和实践精神。”徐宗伟说，未来
学校将继续携手各方，共同探索更多创新
教育模式，发挥劳动教育树德、增智、强
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真正让劳动教
育走深走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时代新人。

本报讯（记者 叶美 通讯员 叶艳景）“当家长尝试从孩
子的角度看待问题，就会更加理解孩子的感受和需求。”2月
14日，遂昌县金竹小学新学期的家长课堂与孩子们的新学期
同步开课，丽水市家庭教育讲师、遂昌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
中心讲师杨春红为全校家长带来了开学第一讲。

课上，家长们通过角色演绎和情景代入，站在孩子的角
度进行换位思考。讲师们引导家长不断更新家庭教育理念，
学习解决家庭小矛盾的“小妙招”及亲子沟通技巧，让家长们
对孩子的心理有了全新的认识。

近年来，遂昌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不断加
强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培育心理健康师资队伍，常态化开
展家庭家教家风系列活动，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的协同育人功能，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新学期初始，遂昌县家庭教育讲师们就忙开了。在县教育
局、县妇联、县关工委等部门的联合组织下，一堂堂为家长们定
制的“开学第一课”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在校园和社区两个场
域同步推进。讲师们统一主题，统一备课，统一行动，为家长们
送上了精心准备的《亲子如何有效沟通》等主题内容，从倾听、共
情、尊重、强化等几个方面分享了和孩子沟通的技巧。

“从前总把说教当沟通，今天才懂得沟通和说教是不一
样的,原来是我错了……”在金岸小学，遂昌县关工委宣讲团
成员、遂昌县家庭教育讲师陈杏生的同题讲座让该校四年级
家长深受启发。

遂昌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月娥表示，家长与孩子
同步开启“开学第一课”，可以更好地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意
识，有效缓解部分家长因为孩子教育问题产生焦虑现象，帮
助孩子顺利度过开学适应期，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健康、
快乐的成长环境。

遂昌家长的“开学第一课”

学会站在孩子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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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程立 郭林斌）日前，青田县
中山中学举行 2025年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教练聘请仪式，获得

“教练员证”的不是老师，而是通过选拔和考核的 61名学生。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章文荣介绍，聘请学生担任教练员旨

在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通过学生教练员工作加强学校体
育工作力量，提升学生体育锻炼的质量和水平，帮助学生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此次受聘的学生教练员通过学生自愿、体育教师选拔、
学校考核才能获得教练员证。聘请的学生教练员包括 28名

“班级综合教练员”与 33名“引体向上”专项教练员。由于引
体向上是男生最薄弱的项目，学校还根据水平分别聘任初级
教练员 20名、中级教练员 9名、高级教练员 4名。

接下去，学校将组织体育组教师对学生教练员进行系统
指导与培训，通过学生教练员引领，更好地激发同学们的身体
潜能，发挥体育运动的积极作用，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青田61名学生
被聘为体质健康教练员

学生到松阳三都乡等古村落调研旅游
业发展的情况。

实践团队的学生到杨家堂等古村落调研实践团队的学生到杨家堂等古村落调研。。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庆祝丽水学院
升本 20 周年暨办学 117 周年校庆晚会中演
绎松阳高腔《率将士闯天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