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协同密织网生态育人向未来

国防教育砺壮志社会实践炼真知

在郑州市第九中学的校园里，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思政教
育正在展开，它们不仅打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更以生动鲜活
的形式，将思政的种子深植于每一位学子的心田。

以“五史和时事政策解读课”“海航特色思政课”“青年大
团课”为载体的立体化书记课程体系，点亮了学生们心中的思
政灯塔。“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专题课，用生动的党
史军史案例，点燃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四个认同”。

党员教师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带头上好思政引领课，将思
政教育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实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
政”的华丽转身。青年党员教师张睿谦在《学堂乐歌》示范课
中，引导学生理解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如何在
文化层面进行“自救”，增强了学生的家国意识与民族认同感。

政治学科组更是不断创新，他们立足新时代思政教育要
求，秉持“精研理论深耕课堂，价值引领直抵心灵”的理念，以专
业厚度、理论深度与情感温度，探索“理论浸润—实践淬炼—价
值引领”三维育人体系，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转化为教学
设计的“四梁八柱”，以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激活课堂生命力，用
党的创新理论铸就青春精神底色，在润物无声中构建学生认
知坐标系，让思政教育既有真理的深度，又有生活的温度，更
有成长的效度。

该校还积极拓展思政新空间，依托河南省海军青少年航
空学校，创新打造国防特色“大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学生们
通过模拟体验、专题教学、实践养成等递进式培养路径，实现
了国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同时，学校还组织

学生参观河南博物院、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河
南省科技馆等场所，形成特色社会实践体系，让学生在沉浸体
验中激发思政新活力。

该校的思政教育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更延伸到了校园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学校打造的“校园马拉松”活动，将体育
竞技与思政教育巧妙融合，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育人风景
线。学生们在奔跑中感受运动的美好，在重大纪念日或传统
节日的讲解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一场场生动的教育实践，更是一次次心灵的洗礼。该校
通过思政课的精心开展、课程思政的深度建设以及“行走的思
政课”的创新实践，成功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大思政”格局，
生动讲好大思政故事。

党建引领强根基五育融合启新程

在二七区实验中学，一场以“大思政课”为核心的教
育变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更
是思想的熔炉，学生们在这里不仅学习知识，更在这里
锤炼思想、塑造灵魂。

该校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
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思政课”体系。学校定
期邀请专家走进校园，为师生带来生动的思政课堂。上
下联动、全员参与的机制，激发了全校师生对思政教育
的热情与共识，让党的声音在校园内掷地有声。

在“大思政课”的课程体系中，该校不仅注重国家课
程的规范实施，更将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融入其中，形
成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教师们积极探索创新教学
方法，构建了体验式思政课教学模式。在“模拟法庭”
上，学生们化身法官、律师，体验法律的威严与公正；在

“辩论赛”中，他们唇枪舌剑，探讨社会热点，锻炼思维能
力。这些生动有趣的课堂，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思政理论，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该校充分发挥各学科的思政育人功能，将思政元素

深度融入学科教学。历史课上，教师整合河南本土优秀
历史文化资源，帮助学生建立地域文化情感链接，培养
学生文化自信；语文课上，教师将历史、地理知识与革命
类文化作品深入融合，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提升学
生核心素养……学校的每一堂课都能启迪学生思想，真
正实现“课程思政化，思政课程化”。此外，学校还打破

“小课堂”的边界，将思政课堂延伸至社会“大课堂”，邀
请社会楷模、各界专家等走进校园，为学生带来感人至
深的思政报告。同时，学生们也走出校园，走进二七红
色教育基地、科技馆、博物馆等，通过实地参观、亲身体
验，感受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民族精神。

为了凝聚“大思政课”育人合力，该校不仅配齐配强
了思政课教师队伍，还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等担任“校外思政导师”，形成了专兼结合的师资队
伍。这些教师们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为学生们提供了高质量的思政教育。在他们的引导下，
学生们逐渐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
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二七区实验中学举行弘扬科学家精神演讲比赛

诗词对于孩子学习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风霜雨露，到草木鸟兽，从家国情深，到塞外战场，感化孩子对天地草木、人生聚散的关怀，诗
词能提升孩子的心灵品质，培养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感情、有文学修养的人。“为你读诗”栏目，邀请喜爱诗歌的老师，为孩子们读诗、品诗，解读诗词
的含义和创作背景，带孩子们走进诗词的世界，让他们真正爱上古诗词，并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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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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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前白鹭飞”：暮春时节，张志和踏船前往湖州拜访好
友，在西塞山前望见白鹭展翅飞翔。眼前青山如黛，白鹭高飞，一
青一白，一静一动，使这处鱼米之乡更显得生机盎然。

“桃花流水鳜鱼肥”：桃花盛开，江水猛涨，这时节鳜鱼长得正

肥美。阳春三月，天气正暖，两岸盛开了红艳艳的桃花；青草茂
盛，河水高涨，江南独有的鳜鱼接连跃出水面。词人徜徉于湖光
山色之间，醉心于这幅美妙的水乡春汛图中。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在这如诗如画的美
景中，渔人头戴青箬笠，身穿绿蓑衣，在斜风细雨中乐而忘
归。高处的青山衬白鹭，低处的鱼水伴桃花，渔人在这秀丽风
景中悠然垂钓，自得其乐，而诗人同样沐浴在迷蒙雨丝中，共
享这份愉悦。

《渔歌子》是唐代诗人张志和的词作，全诗着色明丽，用语活
泼，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期的场景，山光水色，渔翁在侧，是一
幅用诗作的山水画。张志和三岁能读书，六岁做文章，十六岁明

经及第，先后担任不少官职，但人生无常，在经历官场浮沉与亲人
离世后，弃官而去，浪迹江湖，寄情山水，过着隐逸生活。唐代宗
大历八年，张志和驾舟前往湖州拜谒好友颜真卿，此时正值暮春，
桃花水涨，鳜鱼水美，二人即兴唱和，作词五首，《渔歌子》便是其
中一首。此词一出，一时唱和者众多，远播海外，连后世的苏轼和
黄庭坚也对这首词颇为喜爱，多次改编、续作。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这首富有画意的词作中，感受到告
别世俗的渔隐者沉醉于春日山水中的自由、闲适之情，体会到作
者抛却世俗，与自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春日已到，风景正
好，人生纵有万般不如意，但总能在自然之中寻觅到自己的一处
安心所在。

品读诗篇：《渔歌子》

行走在二七纪念馆聆听
百年工运风云，驻足黄河文
化公园感悟民族精神密码，
深入科技园区触摸创新报国
脉搏……如今，我市各校的
思政课堂早已突破教室围
墙，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
焕发勃勃生机。近年来，全
市教育系统持续推动“大思
政课”走深走实，统筹整合历
史底蕴、红色资源、科技产业
等地域优势，构建多维度、立
体化的思政教育新样态，一
场场直抵心灵的思政教育实
践正润物无声地滋养着青少
年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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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堂链接大社会小课堂链接大社会
我市构建我市构建““大思政课大思政课””立体育人新格局立体育人新格局

本报记者 李 杨

在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的校园里，“大思政”之风正悄然
吹拂，它以独特的魅力浸润着每一寸土地，滋养着每一位学子
的心田。这里，思政教育不再是单一的课堂讲授，而是化作全
域、全程、全员的育人新生态，为孩子们打好精神底色，筑牢人
生根基。

该校构建了“三维联动”的大机制，确保思政教育的高效
运行。从组织保障到课程实施，再到协同育人，每一个环节都
紧密相连，形成了一张育人网络。特别是“思政育人地图”的
绘制，让家长宣讲团、行走的思政课等研学活动如火如荼，让
思政教育在行走中生根发芽。

而在大课程的推动下，“大思政”更是守正创新，焕发勃勃
生机。思政课程重实践，孩子们在社区垃圾分类的调研中感悟

生态理念，在“环保卫士”志愿服务中践行绿色生活。课程思政
显特色，该校每一门学科都找到了与思政的结合点，语文课上
传承红色信仰，数学课上诠释科技强国，科学课上弘扬协作精
神……日常思政如春风化雨，晨会“微思政”、课间“微视频”、课
后“微剧场”，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政的熏陶。

知行合一，是该校“大思政”的又一亮点。课间“革命”中，
孩子们在体育活动中学会了规则与合作；项目学习中，他们在
探究实践中培育了生态意识与创新担当。以“大河粮仓”项目
为例，孩子们从观察黄河到守护黄河，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

在该校，每一位教师都是“大思政”的践行者。他们打破
学科界限，成立跨学科教研组，形成了“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
人人讲育人”的良好氛围。家校联动更是激发了共育能量，同

心圆家长学校、家庭思政能量站、家庭志愿服务日等活动，让
思政教育从校园延伸到了家庭，亲子共做社区清洁、共读红色
家书，每一幕都温馨而感人。

社会协同则为该校的“大思政”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整
合区域场馆资源，打造“红、黄、绿”三色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
行走中感受中国的魅力。行业榜样思政讲师团的成立，更是
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到了非遗传承人、科学家、工程师等行业
榜样，他们的故事如同火种，点燃了孩子们的理想之光。

该校的“大思政”活动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孩子们的心
田。在这里，思政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生动的实践、
感人的故事、有趣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中感悟，在感悟中
成长。

二七区陇西小学学生在二七纪念塔进行二七区陇西小学学生在二七纪念塔进行““大思政课大思政课””

郑
州
市
第
五
十
七
中
学
学
生
寻
访
退
伍
老
战
士
聆
听
红
色
故
事

红色传承润初心精神铸魂育新人

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二七区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创新的教育理念，书写新时代思政课的新篇章。
作为郑州的中心城区，二七区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
在新时代的教育征程上，以“大思政课”为引领，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走进二七区的校园，一股浓厚的思政教育氛围扑面
而来。在这里，思政课不再是枯燥的理论灌输，而是一场
场生动的历史再现、一次次深刻的思想洗礼。陇西小学
和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的创新实践尤为亮眼，他们将思
政教育融入全学科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各科知识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力量。

二七区的思政课之所以如此生动，离不开对本土资
源的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在这里，二七纪念塔、郑州烈
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了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通过沉浸式体验、红领巾寻访等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仿
佛穿越时空，与革命先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些实践活动不仅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革命精神，更激
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

铁路文化也是二七区思政课的一大亮点。郑州作为
一座由铁路唤醒的城市，其铁路文化源远流长。该区依
托这一独特资源，开发了铁路发展研学课程。孩子们在机
车陈列馆触摸历史，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高铁，铁轨上的
变迁成为最生动的思政教材。这样的课程不仅让孩子们学
到了知识，更让他们在实践中感悟到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二七区还积极融合科创理念，将现代科技教育
资源引入思政课堂。比亚迪在二七商圈打造的全国首个

“迪空间”成为学生们的科技乐园。在这里，孩子们可以
近距离观察汽车的诞生过程，感受科技的魅力。而国家
级重点科研院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
究所首席专家李翔主讲的“大国重器”主题教育课，更是
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科技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为确保思政课的实效性，二七区还从区域、学校、社
会三个层面建立“大思政课”推进机制。通过政府推动、
专业引领、多方联动的方式，实现育人链条的无缝衔接。
同时，该区还注重思政课教师的培养和提升，通过培训、
教研、科研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思政课教师
队伍。

如今，思政课已经成为二七区学生们心中的“金
课”。思政教育在课堂上、校园中、城市间流淌，形成多学
段衔接、多学科协同、校内外贯通的思政育人“大课堂”。

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禹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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