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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话思政，处处是课堂
■本报记者 阿妮尔

我省扎实推进中小学思政育人工作，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努力成为堪当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放心吧，先烈！在前进的道路
上，不管是惊涛骇浪还是羊肠九曲，
不管是狂风骤雨还是悬崖峭壁，我们
都将披荆斩棘、坚定不移。”清明时
节，嘹亮的朗诵声在南京大学鼓楼校
区回响。在“传承英烈精神，立志报
效祖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行动”主题活动中，南京大学附
属中学和南京市琅琊路小学的学生
代表齐诵《又是一年清明时——致先
烈》，追忆为保护中国人民而牺牲的
英雄先烈。

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全省教育
系统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
魂育人，中小学阶段思政教育持续创
新发展，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
显著的育人成果。不久前，南京大学
附属中学等 65所学校获评全省 2023
年中小学思政育人特色学校。各校
注重结合办学实际发掘思政教育特
色，不断提升思政课质量，让思政教
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定培养拥
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薪火相传，培根铸魂

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位于南通
海安市城中心，珍藏数百件革命文物

史料，是苏中战役和粟裕研究的重要
基地。这里活跃着一群来自海安市
城南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不
久前，小讲解员们受邀参加“红色馆
群里的思政课”活动，慷慨激昂、声情
并茂地讲述先辈奋勇杀敌的英雄事
迹，得到了现场听众的一致好评。每
学期，该校都组织学生到海安本地的
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

江苏红色资源丰富多样，是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意义重大。长期以来，各地各校将
思政教育与红色资源充分结合，向青
少年讲好发生在江苏大地的红色故
事，引导孩子们从中汲取精神滋养，
厚植报国理想。

与此并行的是学校对校史、地方
史的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迸发出
的魅力流淌在教育教学的脉络之中，
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让
思政教育焕发别样的生机。

始创于 1914年的常州市荆川小
学，校名来源于当地抗倭名将唐荆
川。学校传承百年积淀，以“崇文尚
武，自觉担当”为育人目标，培养学生
的担当精神。结合学校的历史和地
理位置，荆川小学以“报国”为主题，

在学校附近的荆川公园开展“行走的
思政课”。2021年底，作为牵头校，
荆川小学还与其他 7所学校共同组
建钟楼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联
盟，扎实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教学研究改革创新。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
大学的校训，以此为引，“养正”成为苏
州大学高邮实验学校的文化核心。“三
月春风暖人心 雷锋精神伴我行”“童
心向党迎冬奥 强身健体筑未来”“‘育’
见劳动之美 点亮成长底色”……该
校学生在研学活动中涵养正气，学会自
由思考、自在表达、自信表现。

立足课堂，提升质效

语文课上指导学生自主阅读课文
《七律·长征》《十六年前的回忆》，音乐
课上学习歌曲《高举队旗跟党走》，美
术课分小组完成“童心向党”手抄报，
班队会上围绕“我理解的红船精神”进
行演讲……这是徐州市太行路小学五
年级学生全体参与的学科融通思政教
育模式。通过主题学习，联系多门学
科，思政课教学自然入脑入心。

课堂教学是学校开展思政教育
的主渠道、主阵地。近年来，我省各
地各校在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开

齐开足思政课、带领学生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生读本》的基础上，将思政元素融入
各门课程教材，为思政教育营造良好
氛围。思政课建设情况成为考核评
价区域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量和学
生发展质量的重要内容。

在江苏省盱眙中学，思政教育是
大家一起做的事——学校成立由校
长任组长，分管教学和分管德育工
作的副校长等为成员的课程思政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推动教务处、德育
处、教科室、党办、团委、各级部、各
学科组联动开展教师思想政治教育
技能培养，确保课程思政教学研究
与推进落到实处。

2023年4月，省教育厅、省委宣传
部联合印发《江苏省全面推进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共同体、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
体化改革等重点任务，全省中小学思
政育人工作与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

设计对话课堂的评价量表，通
过数据分析测评思政教学实效，这
是近期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与南
京师范大学合作提升思政课堂质量
的举措。

4月7日，无锡市义务教育阶段首个建在校内的安全
教育类体验馆——无锡经济开发区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体验馆正式启用。馆内包含教学体验区、培训区、5D影
院 3个区域，还设有烟雾通道逃生、溺水预防和救助、触
电及救助、地震体验小屋、汽车盲区、应急救护等模块，为
广大青少年提供了生命安全教育、情境模拟和应急救护
等各项沉浸式学习体验。 陈思洋 高月鹏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邓振）
近日，宿迁市教育局、江苏
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
院、宿迁市公安局、宿迁市
司法局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全市中小学（含职业学
校）法治教育宣传月活动
的通知》。自今年 4月起，
该市集中开展“六个一”防
范校园欺凌专项行动。

“六个一”具体包括：
发放告家长一封信。通过
发放《防校园欺凌告家长
的一封信》，面向学生、家
长普及基本法律常识，强
化法治意识和防范意识，
进一步形成学校教育打基
础、家庭教育作补充、社会
教育创环境的“三位一体”
普法教育格局。举行一次
主题升旗仪式。通过国旗
下讲话等形式对学生进行
教育，引导学生建立融洽
的同学关系，不对他人实
施欺凌，受到欺凌时能够
正确应对，见到欺凌情况
及时报告。开好一期主题
班会。以校园欺凌为主
题，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告
知学生学校防校园欺凌应

急预案及联动处置机制，
引导学生针对校园欺凌事
件学会妥善应对和处置，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
护能力。

“六个一”还包括：上
好一堂“法治课”。邀请

“法治副校长”进校园，集
中开好一堂以校园欺凌为
主题的课程、讲座，让学生
充分了解校园欺凌及其危
害，了解实施校园欺凌需
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展一
次警示专题教育。梳理近
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校园欺凌）案件资料，形
成警示教育专题片及资料
展，巡回展出。各学校利
用班会课、课后服务时间
组织集中收看、讲解，让学
生直观感受到法律的严肃
和威严，达到震撼心灵、催
人警醒的效果。走进一次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有
条件的县区和学校，主动
对接公安、检察院、法院、
司法行政等部门，组织学
生参观看守所（监狱），现
场接受警示警醒。参观法
治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
体验活动，提升法治素养。

宿迁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项行动

南通大力普及校园足球运动，充分发挥校园足球的综合育人功能——

足球小乾坤，脚下大天地
■本报记者 王艳芳 通讯员 李波

绿茵飞扬，“足”够精彩。4月 1
日上午的如皋市奥体中心足球场，哨
声、指挥声、呐喊声此起彼伏，2024
年如皋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
赛火热开赛，28所中小学足球队精
彩亮相，为冠军而战。

这是如皋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事，
也是南通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该市积极推进“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建设，全面推
进校园足球教学、训练、竞赛体系落
地落实落细，在全省率先建成“特色
学校+‘满天星’训练营+高水平足球
运动队+试点县（区）+改革试验区”
的校园足球普及模式。近日，记者走
进南通，探寻其校园足球发展的

“秘诀”。

系统培养，
立足实际构建“3+N”发展模式

“我们立足区域实际，构建了
‘3+N’模式。”南通市教育局体卫艺
处处长华卜泉告诉记者，南通设置
了 3个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基
地，分别是如皋市青少年足球基地、
海门区青少年足球基地、崇川区（女
子）和南通二中（男子）基地，承担全
国、省、市安排的训练、竞赛任务。
同时，布点若干个校园足球“满天
星”训练营“营点校”，以 54所南通市

足球后备人才示范（基地）学校为基
础，开展足球教学、训练、竞赛，选拔
组建南通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精英
梯队。

根据“幼儿园抓游戏、义务教育
抓普及、高中抓选修”的工作思路，
南通推进每周一节足球课常态化建
设。幼儿园每周不少于 1次以足球
为主要内容的大课间活动，不少于 3
次足球游戏活动；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每周不少于 1课时的足球教学内
容；高中开展足球选修课程，每学年
安排不少于 1个模块的足球项目
教学。

师资队伍是发展校园足球的关
键。为此，南通选聘了一批高水平总
教练，统筹精英梯队运动队的训练。
截至目前，该市有国外留学教练员 7
人，江苏足协E、D、C和B级教练员分
别为 260人、150人、35人和 5人，有
国家二级裁判员 150人、一级裁判员
20人、国家级裁判员 3人。

“我们每所足球特色学校都至少
有 1名接受过专业系列培训的教练
员、裁判员。”启东市海工小学足球教
练员盛锦浩告诉记者，在培育优秀足
球苗子的同时，他也成就了更好的自
己，先后获评省校园足球工作先进教
练员、南通市优秀教练员、南通市骨
干教师等。

以球育人，
培养全面发展的“足球小子”

如东县岔河小学是一所乡村学
校，校园里，主题雕塑、足球地绘、杏足
园、杏梦场等足球元素随处可见，足球
精神已深深镌刻在校园文化之中。“我
们坚持人手一球，将足球列入学校体
育课程的必学内容。”岔河小学校长娄
丛荣表示，学校为每名运动员建立成
长档案，跟踪考察个人竞技水平，选拔
苗子充实校队，并不断向上输送优秀
队员，保证球队的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岔河小学输送的优秀足
球人才已在各大赛事崭露头角，1人
入选国青集训队，2人参加全国 U15
比赛（即 15周岁以下运动员才有资
格参加的比赛，以下类同）获第三名，
2人参加 U14比赛获第五名，1人代
表南通参加女子 U13 比赛获得第
六名。

“从 2017年开始，我们连续多年
开展校园足球联赛，现已成功举办
400多场比赛，形成了班班有球队、
全员共参与的良好氛围，每一个孩子
都通过足球这项运动找到了自己的
位置。”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
校园足球主任徐杰表示，孩子们用文
字书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画
笔设计班级球队的队旗和队徽，用音

乐与舞蹈展示足球的艺术魅力，用图
片摄影记录真实的赛场动态，在与足
球结缘的过程中，实现各学科的大融
合，逐渐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足球小子”。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足球训
练，从竹行小学到越江中学再到南通
二中，现在我还获得了江苏省女子足
球队的集训征召。”就读于南通市第
二中学的高二年级学生项籽娇说，

“足球让我更坚强，更有集体荣誉感，
这是一项技术和勇气相结合的运
动。”开展足球的最终目的是育人，足
球与育人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实现

“德体共生”，早已成为南通校园足球
改革的一大亮点。

成绩斐然，
校园足球“南通力量”接连闪耀

今年 1月底，出生于 2006年、现
就读于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的
高三学生谢龚博加入U19国家男子
足球队集训，与队友一起备战U20亚
洲杯预选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作为南通校园足球改革成果的
代表球员之一，谢龚博已多次入选国
家少年男子足球队集训名单，并于
2022年 10月作为中国国家少年男子
足球队主力门将参加了U17亚洲杯
预选赛。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4月 10
日，省政府副省长赵岩到中国药科大
学调研。他强调，希望学校一体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特别是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要求江苏“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发挥特色优势，在科研攻
关、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展现
更大作为。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江涌，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
记金能明、校长郝海平等陪同调研。

走进中国药科大学校史馆，赵岩
系统了解中国药科大学发展历程、教
学科研等情况，了解学校代表性科研
成果及其落地应用情况。他表示，作
为我国较早开展药学教育的高等学
府，中国药科大学的药学学科群建设
始终保持国内领先水平，为江苏乃至
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学校要传承光荣历史，保
持积极奋发的干劲，在建设“健康中
国”和“健康江苏”的生动实践中创造
新的业绩。

在本草印象雕版印刷艺术传承
与活化工作坊和孟目的书院，赵岩观
看本草印象雕版印刷技艺展示，深入
一站式学生社区与师生面对面交流，
了解学校培育全方位发展药学人才
和拔尖创新人才的特色做法。他指
出，学校要把立德树人贯穿办学治校
全程，紧紧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来到多靶标天然药物全国重点
实验室，赵岩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
新药研发进展、产教融合等情况，深
入实验室了解先进仪器设备测试服务及技术支持
等。他强调，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与健康强国建设
息息相关，也对相关产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学校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生命线，充分发挥行业领
军优势和科技创新支撑作用，加强科教融汇、产教
融合，做强优势特色专业，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培育
一批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

赵岩对中国药科大学近年来办学治校各方面
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强调，中国药科大学要紧
紧围绕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办学育人，紧扣“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始终站在药学
发展最前沿，培养造就更多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
新团队，主动融入区域技术转移试点工作，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需求，
不断增强和相关产业的互动，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从
品种到技术的创新发展，助力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
业高质量发展。

调研中，赵岩在学生宿舍区、电动车停放区、实
验室等重点场所，随机检查学校消防安全、实验室
安全工作的开展情况，询问紧急事件处置流程、实
验室危化品使用程序和注意事项等。他强调，要建
立常态化校园安全监管体系，紧盯重点领域，高度
重视实验室安全保障设施、仪器设备管理、危化品
管理等，确保实验室安全有序运行。要时刻关注校
园消防安全设施器材管理、消防安全疏散条件、日
常防火检查巡查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
好校园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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