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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今年3月，神舟十四号返回舱全国首次展出，就
“着陆”厦门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
分校第一时间组织学生来“仰望星空”——参观神舟十
四号返回舱、降落伞、航天服等航天实物，并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第一任大队长申行运面对面互
动。

这样移动的思政课，让大家走出课堂，身临其境感
受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壮丽诗篇。“很震撼、很激动，将
来我也想当一名航天员，去探索太空。”该校五年(5)班
的航天少年张辰铄热血沸腾。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蔡小见老师说，学校重
视航天科技特色教育，依托诚毅科技探索中心在航天
科技、航天创客研学方面的优势，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发
展性和多样性的航天科技校本课程，定期组织学生到
科技馆实践研学，为学生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
学教育和思政教育“第二课堂”。

在集美区看来，实践教学是“思政小课堂”融入“社
会大课堂”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有效
衔接的重要载体。为推动本区思政教师走进“社会大
课堂”，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员张明灯多次组
织思政教师到集美区人民法院参加法庭审判旁听，到
陈嘉庚纪念馆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学校“打破围墙”，
盘活周边博物馆、科技馆、劳动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的
思政价值，通过研学、参观、职业体验等方式，丰富学习
方式，增强学生体验，上好“行走的思政课”。据悉，总投
资1.87亿元的集美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已完成工
程验收，将成为集美区学生社会实践的新基地。

研学vlog、情景剧、书法作品、PPT演讲……7月4
日，“行见八闽”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建设第四次联席
会议暨厦门市集美区大思政课现场观摩活动在陈嘉庚
纪念馆举行，会前播放了杏南中学陈芷涵老师所在的
思政团队开展“行见嘉庚故里 赓续嘉庚精神”大思政
课项目式研学活动纪实视频，集美实验学校初中政治
组陈亚兰老师面向厦门大学、厦门市集美区、同安区、
翔安区和泉州市南安市前来参加会议的专家、老师，开
设了一节以“印象·嘉庚”为题的思政研学课。这一堂
课有别于传统的思政课堂，是该校师生充分利用周边
资源，到陈嘉庚纪念馆研学后，模拟张艺谋“印象”系列
作品而探索出的汇报课，扩大了思政研学的“朋友圈”。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
共同努力。集美区积极发挥家庭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
作用，通过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家庭亲子互动活动，引
导家长科学育人，推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融通，构
建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横向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新格
局。

去年5月，集美学村“家长学校”正式开办，通过开
展“向上向善”的移动式家长课堂，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完善自身教育方式。而在去年1月，集
美“家校社”协同实践育人综合实验区在集美研学总部
正式揭牌，在全区遴选了11所中小学校作为开展“家校
社”协同实践育人综合活动的实验校。11所实验校以

“集美研学”活动项目为载体，与社区、家长融合开展“向
上向善”家长课堂等活动，融教育于积极向上有趣的活
动中，共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小学思政教师林剑文、中学思政教师
黄阿珊参加第三届厦门市青年思政课教师
理论微宣讲比赛，分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在2022年厦门市青年教师五项基本
功比赛中，后溪中学颜慧琼获得初中道德与
法治一等奖，灌口中学刘杰获得高中思想政
治一等奖。

●小学思政教师曾丽、中学思政教师方
婷婷、张欣三位老师被厦门市推荐参加2023
年福建省“讲好中国故事 上好思政课程”大
中小学思政课金课评选。曾丽还是厦门市
第五届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特等奖获得者。

●小学思政教师牛伟芳老师执教的小
学思政课《我们这里的民间艺术》一课2022
年获评福建省第四批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
课示范课。

●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员廖光华主
持的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批判性
思维培育的小学道德与法治两难问题教学研
究》2022年顺利结题，并被评为优秀等级。

如今，许多思政课摆脱了晦涩枯燥的理
论说教的“刻板印象”，变成融入地域特色、
历史故事和新时代精神的鲜活、接地气“金
课”。双塔小学牛伟芳老师执教的思政课

“我们这里的民间艺术”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有两位神秘嘉宾来到我们课堂，

你们看看是谁？”随着 2022 冬奥会吉祥物
——陶瓷版冰墩墩和雪容融闪亮登场，“我
们这里的民间艺术”开讲。牛伟芳先是介绍
了两位“小嘉宾”的家乡——德化的精湛陶
瓷制作工艺，而后创设了一个场景——让它
们为“双塔小学民间艺术馆”揭牌，成功吸引
了学生们的注意。

为什么要上这一课？牛伟芳曾做过一次
摸底，班上仅有10%的学生来自闽南本土家
庭。“要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厦门，就要让他们
了解当地文化。我这堂课的使命，就是通过本
土民间艺术，让学生感受闽南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归属感，同时树立文化自信，筑牢家国情
怀。”

牛伟芳来自河北，不会闽南话，所以要上
好这堂课，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为此，牛伟芳在课前做足了功课，还布
置学生们跟家人一起调研周边的民间艺
术。在课堂上，学生作为小小讲解员，向大
家推介拍胸舞、歌仔戏、闽南童谣、木偶戏、
答嘴鼓等形式各样的本土艺术。牛伟芳还
邀请学校歌仔戏社团和答嘴鼓社团的孩子
们现场带来精彩展示，把舞台交给学生，充
分调动起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有亲和力的思政课，必然是关注生活、
关注学生的。”牛伟芳说，上了这堂课后，学
生们对闽南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外
出游玩回来都会主动分享所看到的民间艺
术。去年，“我们这里的民间艺术”获评福建
省第四批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示范课。

整合教育资源 锻造思政“金课”
集美区深入挖掘嘉庚精神内涵，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本版文/本报记者 林桂桢
通讯员 杨跃强
集美幼儿园墙壁上装饰有“陈嘉

庚爷爷的故事”“图说嘉庚精神”绘
图；乐安小学深入挖掘陈嘉庚优秀的
家风家训，设立《家的传承》主题浮
雕；福建教育学院附属集美实验学校
将“嘉庚语录”雕刻在文化墙上……
在集美区，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嘉庚元
素形成了独具集美特色的教育风景。

集美是陈嘉庚的故乡，以“忠公、
诚毅、勤俭、创新”为核心的嘉庚精神
是集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宝
库，不仅融进了校园的文化环境，更
渗透到思政课堂、教材体系、学科建
设、实践活动中。

集美区立足百年学村的区位优
势，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内涵及其在
培根铸魂、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价值，将
其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逐步推
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提
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努力打
造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金
课”。

5月31日，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之“嘉庚精神融入思政课堂”
主题研讨活动在集美中学举行 ，来
自厦门大学、集美大学、集美中学、集
美小学的五位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
师围绕“嘉庚精神融入思政课堂”主
题，分别进行了教学设计和教学片段
展示。

这堂“热气腾腾”的思政课，四所
“嘉庚系”学校齐聚一堂，让大中小学
教师同上一堂思政课，将嘉庚精神有
机融入课堂，通过鲜活生动的嘉庚故
事，点燃在场师生的爱国爱乡热情。

学段间课程内容过度重复、衔接
性不高，大中小学教师“各管一段”，
严重制约了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
如何做好不同学段之间，尤其是中小
学思政课与高校思政课的衔接贯
通？这成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的难点。

集美区依托嘉庚精神这一得天
独厚的人文资源，利用厦门大学、集
美大学等高校丰富的嘉庚精神研究
和思政课教研资源，帮助中小学思政
课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协同作
战”做好教学接力，打通各学段思政
课的“任督二脉”。

2020年11月，集美区聘请厦门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肖斌，为
集美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班作

“透视中国之治——基于十九届四中
全会和五中全会精神的理论解读”主
题讲学。2021年，该区委托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举办中学思政教师暨教
育管理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研修
班，85位中学思政教师和德育管理
干部参与。今年5月，“集美区‘行见
八闽’大思政课研学骨干教师研修
班”举行，派出113位中小学思政教
师前往闽南师范大学学习培训，为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搭建了互动交流
的平台，推动各学段合理构建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的思政课，努力为学生
成长夯实基础。

思政课改革，关键在教师和课
堂。集美区勤练内功，努力提升思政
课教师教学水平和课堂效果。每学
期，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政治学科都
会组织6至12场学科教研活动，为
各年段教师搭建交流和研讨的平台，
包括同题异构，两位老师同台赛课；
五级双带教，资深老师为青年教师示
范教学；开展专题课程培训，聘请名
师专家传播新理念等。同时，推进思
政课教学改革，每学年中小学至少召
开20场次的各类型专题研讨会议，
开设公开课、研讨课、示范课近40
节，探索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法，提
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此外，
不断加强思政教育一体化的理论研
究，目前全区道德与法治学科在研或
已结题的省级课题有5项、市级课题
有8项、区级课题有10项。

“没想到我们的孩子这么会演戏！”戏剧展演是康
城小学坚持多年的老牌活动，几乎每一年都有家长为
学生的精彩表现而惊呼——“小戏骨”上台飙戏，小英
雄雨来、王二小、愚公、白雪公主等“古今中外人物”齐
聚舞台，塑造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经典角色。

据了解，康城小学以读书节为契机，连续多年举办
戏剧展演活动，并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一百周
年等主题结合，引导学生把课本上的红色经典搬上舞
台。孩子们都不是专业演员，人生阅历也有限，如何快
速“入戏”？相关老师介绍，在准备期间，老师就会引导
学生阅读大量红色书籍，加深对革命历史事件的理解，
增强爱国情怀。

“戏剧表演是语文、美术、音乐、舞蹈等多学科的融
合。”康小校长郭琳琳说，学校大胆创新课堂教学，将游
戏体验、角色扮演、即兴表演、情绪塑造等戏剧活动有
机融入各科教学，这样“沉浸式体验”思政教育更鲜活
生动，也让学生更有参与感。

近年来，集美区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建设逐步跨过
思政课的“一亩三分地”，在不同学科间构建横向“大思
政”体系，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各校积
极挖掘音乐、体育、美术、语文等其他学科的德育功能，
通过选修课、校本课程、社团活动、兴趣小组等形式，发
挥智育、体育、美育、劳育与思政课协同育人的效应，

“五育”融合形成思政教育整体合力，避免思政教育“碎
片化”问题。

思政工作体系要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也
要贯通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形成一体化育人格
局。集美区将陈嘉庚关于德育、体育教育、美育、劳
动教育、家庭教育融入学校特色办学项目的研究内
容，组织策划编写富有集美特色的地方教材。目
前，《有一种精神叫诚毅》《有一个伟人叫嘉庚》两
本教材已出版，《有一个学村叫集美》正在编印中。
三本教材将供全区小学使用，深入推进嘉庚精神入
校园、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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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组织思政教师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培训。图为学员在杭州参观国家
宪法纪念馆。（集美区教育局 供图）

光荣榜

康城小学以读书节为契机开
展戏剧展演，把书本上的经典故事
搬上舞台。图为《花木兰》戏剧表
演。（康城小学 供图）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师生进行航天科
技实验。（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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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堂思政课让外来娃
爱上闽南民间艺术

“我们这里的民间艺术”课堂气氛活跃。（牛伟芳 供图）

借力高校资源
打通各学段
“任督二脉”

集 美 区 利 用 厦 门 大
学、集美大学等高校丰富
的嘉庚精神研究和思政课
教研资源，帮助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
平，“协同作战”做好教学
接力。

越来越多的学校“打破围墙”，盘活周边博物馆、科技馆、劳动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
的思政价值，通过研学、参观、职业体验等方式，丰富学习方式，增强学生体验，上好“行
走的思政课”。

集美区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建设逐步跨过思政课的“一亩三分地”，在不同学科间构建
横向“大思政”体系，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集美实验学校初中政治组陈
亚兰老师面向来自厦门大学、集美
区、同安区、翔安区和泉州市南安
市的专家、老师，开设了一节以“印
象·嘉庚”为题的思政研学课。（集
美区教育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