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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浸润，形成“三位一
体”体验式情怀涵养教学新模式

一顶红军帽、一支红军枪、一盏
煤油灯⋯⋯学校学生艺术作品展厅里
正在举办“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红色文化主题作品展。活动吸引
了学校 400 余名美术师范生参加，成
为学校培养美育师范生的重要体验式
教学模式的又一载体。学校长期以来
深耕地域文化、挖掘红色资源，重视
教学改革实践，在体验中生情怀、在
践行中促内化，形成了“文化浸润—
课程涵养—实践历练”构成体验式情
怀涵养教学新模式。开发了“江西苏
区艺术”“赣南采茶戏”“赣南民俗艺
术与田野采风”“客家民间美术”“客
家方言与文化”等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课程融入美育师范生课程体系，学
生从课程学习中体验与感知地域文化
之美。近年来，学校依托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深度融合培育了一批批优秀
教学研究成果。其中，在美育方面获
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等在内的省
部级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20 余项，获评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3
项。

相濡共生，打造“三台联
动”闭环式实践教学新样态

2021 年 6 月 25 日晚，入选国家
2021 年“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
计划”、由赣南师范大学师生编创的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人民共和国从这
里走来》 在上海科技大学精彩上演。

这是学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社会
实践等教学环节有机融合培养乡村美
育教师的重要成果之一。经过多年的
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形成了讲台练教
法、舞台强技能、平台促教研“三台
联动”的闭环式实践教学新样态。通
过课堂内外“练、强、促”无缝对
接，有效促进了师生教学相长，提高
了美育师范生对乡村文化美的理解能
力和乡村建设能力。学生先后获中国
戏 剧 “ 梅 花 奖 ”、 中 国 舞 蹈 “ 荷 花
奖”、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本科
学生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等。其中，美
术专业在历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中
有 13 件作品荣获一等奖，位列全国高
校之首。此外，学校音乐与舞蹈学学
科名列全国高校学科水平排名第 42
位，进入排名 TOP5%，是江西省仅有

的进入此序列的高校。

资源整合，构建“U（高
校）—G （政府部门）—RS
（乡村学校）”交互式乡村教
师培养协同新机制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一阵阵悠扬的歌声从江西省
定南县岭北镇中心学校传来，赣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支教学生邓鲜艳正在
给一年级的学生上音乐课。支教是学
校创新性构建“U （高校） —G （政府
部门） —RS （乡村学校） ”交互式乡
村教师培养协同新机制的重要一环。
长期以来，学校通过与地方教育部
门、乡村学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
建“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
区”；建设地域优秀文化开发平台、

田野考察基地、实习实践基地；开展
音体美师范生实习支教、乡村学校校
本研修、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地域特
色艺术作品编创编排及节 （剧） 目巡
演等活动，着力解决乡村美育教师培
养中普遍存在的高校、地方政府部门
和乡村学校无法共同发力的问题，让
学生在不断实践中感受乡村美育教师
实际工作生活，涵养学生扎根乡村教
育工作的乡村情怀。近年来，学校共
派 出 604 名 音 体 美 师 范 生 到 乡 村 支
教，有效缓解了地方乡村中小学美育
师资紧缺的困境。

在广大农村，学校培养的一批批
美育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
好 ”， 在 岗 位 上 辛 勤 工 作 、 默 默 奉
献。他们兢兢业业，扎根基层，开阔
了乡村学生的视野，滋润着乡村教育
的沃土，乡村的文明之光在他们的坚
守和传承中越发闪亮。正如校长朱小
理教授所言：“学校将充分利用地域
文化优势，扎根红土地办学，在解锁
乡村美育教师培养‘新模式’中赋能
乡村振兴发展‘新动力’，在加强和
改进乡村学校美育中贡献‘赣师力
量’，在服务地方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担当培养乡村美育教师的‘赣师责
任’！” （钟国芳 李喆）

赣南师范大学

培养乡村美育教师 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在聂耳剧场，一群充满活力

的青年大学生正在紧张有序地排练
庆祝建团 100 周年汇演节目⋯⋯”
自 2011 年以来，赣南师范大学连
续 12 年受邀参加“五月的鲜花”
全国大学生文艺汇演，是仅有的一
所连续受邀参演的地方本科高校。
这是学校长期以来坚持“立足红土
地办学、用苏区精神育人、为苏区
振兴服务、做苏区精神传人”的办
学育人成果，也是赋能乡村振兴、
培养“教育情怀深厚、专业基础扎
实、善于综合育人、具有乡村文化
建设能力”的美育教师的重要“舞
台”。近年来，学校探索形成了

“三位一体+三台联动+三方协同”
的新时代乡村美育教师培养体系。

南京市河西中学位于南京江北新
区，作为南京市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坚持把特色发展与新区的战略定位对
接，秉承“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
情怀”的国防教育理念，以培养有健
康体魄、有严明纪律、有坚强意志、
有家国情怀的“四有”新时代河西学
子为国防教育目标，以“打造红色校
园文化，磨炼钢铁少年风骨”为国防
教育行动口号，将国防教育与德智体
美劳“五育”融合，提高青少年国防
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紧扣红色地标，发挥区域
优势，打造红色文化物态环境

南京市河西中学东临长江，紧邻
浦口码头。1949 年发生在这里的“三
浦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南京
段的开端。学校因地制宜，深入挖掘

红色资源，开设国防教育课程，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为有效保障国防教育落地生根，
学校开辟了红色空间，建设“一馆两
廊三场”。2018 年建成的国防教育展
馆是江北新区首所校园国防教育主题
展馆，馆内设有国防概况、国防实
力、逐梦强军、大国重器、军服变迁
等板块，引领学生触摸红色岁月的
温度；国防教育文化长廊，包含血
沃中华、英模人物、历届阅兵和校
园国防掠影四大主题；楼道长廊分
别介绍了我国海军、陆军和火箭军
的发展历程；2021 年又新建了国防教
育射击场，共有 6 个电子靶位，分为
步枪射击、手枪射击两种类型；国防
剧场是开展国防大讲堂、展演舞台
剧、国防影视欣赏的主要阵地，校外
辅导员——参加过渡江战役的李剑锋
经常在此与学生分享革命故事；国防

广场是学生集会、操练、赛军歌的场
所。国防场馆自建成就对外开放，积
极发挥辐射效应，先后有 3000 多名师
生来校参观。

创新特色渠道，聘请驻校
军官，开展常态半军事化训练

学 校 开 展 国 防 教 育 依 托 两 大 阵
地：一是国旗班，二是国防班。

2016 年 秋 ， 学 校 新 设 军 事 特 色
社团——国旗班，聘请优秀退役战
士作为驻校教官，从初一新生中选
拔队员，利用每周的社团课进行体
能与技巧训练。从理论到实操，从
基础动作到队列方阵，从执旗到持
枪，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练习，直到
规 范 为 止 。 国 旗 下 ， 他 们 一 身 戎
装，迈着坚定的步伐、做出标准的
动 作 、 闪 烁 刚 毅 的 眼 神 ， 朝 气 蓬

勃、英姿飒爽，让青春在汗水中融
化为浓浓爱国情。

为扎实推进国防教育的广度，实
现体系化育人，2020 年秋，学校将初
一新生编制为一个国防连、九个国防
班。国防班结合军队培养模式，每班
配备一名退役军人作为指导员，学生
在校着作训服或常服，突出国防特
色，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旨在培养学
生纪律严明、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
军人气质。学校制定完备的国防教育
实施方案和国防教育课程计划，分年
段开设基础队列与战术、应急救护、
红色教育、军事思想、国家安全形势
等课程；每天坚持上午、下午各半小
时的体能训练，包括跑步、站军姿、
军体拳、俯卧撑、引体向上等，逐步
实现国防班学生思想品德好、身体素
质好、行为习惯好、心理品质好、学
习成绩、未来素养好的“六好”目标。

丰富育人路径，覆盖全校
学生，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学校围绕国防教育主题，立足丰
富多彩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积极探
索多种融合与有效延伸。

1.国防教育与“五育”融合。一
是德育融合。开设国防教育系列班会
课，连续三年参加区级主题班会课展
示活动。举行“三个一”宣传活动：
每周一升旗仪式弘扬一种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每周三广播站宣传一名英
雄的故事，每月河西大讲堂开展一次
国防知识专题讲座。二是智育融合。
在各科教学中挖掘国防元素，如数学
课的火箭追击问题、英语课的“二
战”历史、物理课的武器制作压力与
压强、化学课的火药制作等。三是体
育融合。在体育训练中加入军事训练

的内容与目标，培养学生的健身意
识、纪律意识和坚韧的意志。四是美
育融合。教室走廊的文化墙由班级
组 织 手 绘 国 防 画 报 ， 以 爱 国 为 主
题 ， 艺 术 化 表 达 ， 给 人 以 美 的 享
受、灵魂的洗礼。五是劳动教育融
合 。 组 织 国 防 班 学 生 到 江 滩 植 树 、
进小区拾垃圾、到干休所帮助老人
打扫卫生，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中体
现拥军爱军情。

2.国防教育向校外延伸。一身橄
榄绿，满园军营风。在全员参与的
常态化活动中，国防的种子已悄悄
地种进了学生的心田。学校利用社
会实践课把国防教育有机延伸到校
外 ， 每 年 组 织 参 观 雨 花 台 烈 士 陵
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国
防 园 等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基 地 ； 同 时 ，
学 校 主 动 牵 手 信 息 化 部 队 、 干 休
所、武警护桥部队和军事学院，深
入 开 展 军 校 共 建 ， 丰 富 育 人 路 径 ，
借力提升国防教育实效。

实践证明，国防教育培养了河西
学子雷厉风行的顽强作风，历练了他
们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让家国情
怀、崇军尚武、惕厉奋发等优秀品质
在他们身上发扬光大。

（陆海军 朱仕东 王庆梅）

江苏省南京市河西中学

打造国防教育特色 培育河西“四有”新人

近年来，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充
分关注高中生群体的思想实际和身心
发展特点，坚持党史学习教育与教育
教学中心工作相结合、与学校德育主
题活动相结合，基于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这一背景，切实厘清学习路
线，创新学习形式，推动学校党史学
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把握价值遵循
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
务，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
希望。正确把握和科学厘清普通高中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溯源，是提
升学校办学水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根本遵循。为此，如东高级中
学积极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帮助
学生明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中的历史主流，帮助他们在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日趋形成的重要阶
段，增强对党史、党情的学习与理
解，进而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中
国共产党的深厚情感。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
的艰辛历程，进而更加坚定对党的忠
诚和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更加认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了文化自
信，在感悟党史中自觉筑牢理想信念
的根基，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汲取智慧
的力量，牢固树立做好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强大信心。

古 人 说 ：“ 欲 知 大 道 ， 必 先 为
史。”如东高级中学紧扣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坚
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顶层设计教育方案，站稳培养人
的主阵地，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开展各类活

动，对“立什么德？树什么人？”这
一根本问题作出了校本化的解答。例
如，学校团委举行“明理增信、崇德
力行”主题升旗仪式，党委书记以

《学习党史、不忘初心，以优异的学
业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为题作
国旗下讲话，寄语全校师生，深入挖
掘党史的价值内涵，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党史观，涵育其爱党爱国的家国
情怀、知史明智的责任担当、以史鉴
今的进取精神。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学校还举办
了“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主题
团日活动，55 个团支部或集体研讨，
或外出寻访，或分享心得，将党史中
蕴含的伟大精神融入每一名学生的精
神血脉，切实打通党史学习教育“最
后一公里”；举办“永远跟党走”主
题书画展，围绕红色主线，面向全校
师生征集了 153 幅书画作品，从中遴
选 65 幅集中布展并有序组织各班学
生观展；先后举办了两场“学习百年
党史，争做时代新人”研究性学习成
果汇报会，聚焦百年党史和张謇精神
开展学习，组织各班级以学习小组为
单位，分工协作，从不同角度对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开研究学习和交

流展示。此外，学校还开展“学党
史，悟思想”主题征文比赛、举行

“党史百年天天学”主题黑板报设计
评选，在宣传电子屏开辟 《党史上的
今天》 专栏、在校园橱窗布置“辉煌
百年路”展览、在主楼大厅布置“学
史爱党，铸魂育人”展板，不断强化
党史学习教育。

学校以这些常态化、专题性的品
牌活动充分发挥党史的思政育人功
能，不断加大党史学习教育力度，持
续深化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
情怀、永葆革命精神、树立理想信念
的时代内涵，在全校上下形成了浓厚
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拓展学习路径
契合普通高中教育规律

为了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如东高级中学准确把握学生特点，贴
近学生需求，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他们听
党话、跟党走。对于党史学习教育，
把握好不同的学段特点和学科认知至

关重要。如果说大学生重在开展党史
理论学习，研究生重在开展党史探究
性学习，那么普通高中视域下的党史
学习教育，其重点应是多角度宣传和
认知教育，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培
养家国情怀、提升政治素养，将党史
学习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契合
高中生认知规律，挖掘红色元素，让
学习素材“活”起来，使党史学习教
育有趣、有料、有效，引导学生衷心
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
是如东高级中学在实施党史学习教育
过程中不断实践和探索的问题。

学校在完善“规定动作”的基础
上，不断拓展党史学习教育路径，增
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并将其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
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等主题，为学生
提供多方位、可选择的路径指引和内
容指导，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
展。充分发挥校外活动场所的实践
育人功能，组织学生到如东县革命
烈士陵园、马塘革命烈士纪念馆、
中共如东第一支部纪念馆等红色教
育基地现场深学党史，以革命先驱
吴亚鲁烈士“江河不洗古今憾，天
地能知忠烈心”的浩然正气感召莘
莘学子，用活用好如东本土红色文
化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凝心铸魂，激
起学生“争做有为青年”的青春力
量，鼓励学生勇担时代赋予的历史
使命；组织全体学生开展“沿着革
命先辈的足迹——寻访身边的老党
员”活动，走访如东革命老区的老
红军、老英雄，不仅让爱党、爱国
情 怀 根 植 学 生 心 中 ， 也 让 红 色 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1941 届校
友、共产党员叶邦瑾烈士，立志投
身革命，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
了年仅 21 岁的年轻生命，不仅用青
春和鲜血谱写了惊天动地的 《正气
歌》，也给学校 80 多年的办学史埋下
了一粒红色的种子。学校以叶邦瑾
烈士为原型，组织校朗诵队编创诗

朗诵 《一片红“叶”》，一举夺得南
通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朗诵比
赛冠军。举办“学百年党史，看家
乡巨变”社会实践活动，把党史课
堂搬到如东县掘港街道野营角村华
瑞农场，近千名学生听烈士故事，
观赏面塑、剪纸、风筝、竹刻等含
有党史文化元素的非遗作品，并从
展出的红色邮票中重温百年辉煌党
史。学校第 43 届“红五月”歌咏节
以 “ 赓 续 百 年 党 史 ， 致 敬 红 色 经
典”为主题，通过人人参与的合唱
比 赛 ， 在 催 人 奋 进 的 红 色 旋律中，
进一步深化了党史学习教育。

学生在第二课堂的良好气氛中
增长才干、汲取精神养分、感受中
国 力 量 、 激 发 爱 国 热 情 ， 在 沉 浸
式、体验式、互动式的活动中了解
党史、增进爱党之情，切实增强了
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性、实践
性和感染力。

融合多元载体
活化党史学习教育形式

学习党的百年奋斗史，可以让
学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新生
活，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使
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如东高级
中 学 教 师 不 是 让 学 生 生 硬 地 读 文
献，而是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守
正创新的现实举措，这对教育形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党委围绕
高中生的“使命意识感知，实际行
动着陆”，不断融合学习载体，打造
品牌特色，形成全周期、多角度和
内容上包容互济、方法上协同互通、
功能上同向同行的学习矩阵，掀起了
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

学校党委书记先后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上“大党课”，以“用
人类伟大史诗精神涵育新时代中学生

伟大品格”为题，录制校长“微党
课”，登上“学习强国”平台，带领
全校师生穿越百年沧桑巨变，回望长
征的苦难和辉煌，学习伟大的长征精
神，激励学生传承和弘扬这一伟大精
神，并用它涵育自身品格；以“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推动学校高质量发
展”“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争做新时代全面发展中学生”等
为题开设“大党课”，将党史学习教
育与学校发展、思政渗透、团队活
动、校园文化等相融合，拓展党史宣
讲内涵。学校党委、团委以党团共建
学党史的形式，组织党委委员、团委
委员、青年学生干部等，讲述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光辉灿烂的时刻，
录制“百年党史师生说”系列影音，
创新学习形式，汲取奋进力量，在全
校汇聚起知史爱党、学史爱国的强大
合力，截至目前，已经在“学习强
国”江苏平台上连续推出 9 期。学校
第 35 届艺术节以“凝聚道德力量，
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聚焦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以课本剧的样式集
中进行展演，表演了 《对话秋白》

《雨花台》《沂蒙颂》 等精彩剧目，扣
人心弦的情节、耐人寻味的台词、个
性鲜明的人物、惊心动魄的场景、意
蕴深厚的主题，在一板一眼的剧情演
绎中，新时代的高中生与瞿秋白、江
竹筠等革命先烈进行了一场穿越百年
征程的时空对话。

党史学习教育有特色才能有品
牌，有品牌才能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才能在青年学生群体中赓续红色基
因，真正让百年党史入脑入心。如东
高级中学将继续立足高中学段，创新
学习样态，助力学生形成独立的感悟
与思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有效
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
感认同，培育其适应终身发展与全面
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王继兵）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赓续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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