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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从“基础+
特色”“赛事+活动”“互派+流动”等
方面做好体教融合“加法”，让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根基，打造了
体教融合的玉溪样板。

开齐开足体育课

近日，在玉溪一小紫艺校区的操场
上，来自玉溪体育运动学校的6位专业
教练已等候在相应的运动场地。随着一
声哨声，全校256名一年级学生迅速进
入“组班模式”，不到10分钟，6个“临时
班”全部组队完毕，开始在篮球场上挥洒
汗水、在绿茵场上奔跑追逐……

据玉溪一小校长陈志坚介绍，近年
来，紫艺校区不断创新学生体育课程，
在开足开齐课程的基础上探索出“大、
中、小”结合的多种体育课教学方式。

“大”体育课由玉溪体校专业教练执
教，开展篮球、足球、网球等6个课
程；“中”为每周开展的常规体育专项
课；“小”为“双减”课后服务中，学
生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的课程。通过

“大、中、小”搭配，形成了班班有特
色、人人有特长的教体融合育人模式，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和玉溪一小紫艺校区一样，玉溪市
各中小学坚持全员普及、特色发展、竞
技提升，以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等为

载体，推广武术、陀螺、太极拳等中华传
统体育项目，开展竹竿打跳、烟盒舞等社
团活动。20余万名学生跑出教室，在各
运动场所动起来、跳起来、跑起来，校园
里充满朝气和活力，“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在学生身上得到了落实。

发挥赛事杠杆作用

广阔的绿茵场上，玉溪四小学生邓方
然一边擦汗一边说：“学校每年都会组织
我们参加不同的足球比赛，奔跑在赛场
上，我感到非常快乐，我的身体更加结实
了，上课的时候精神特别集中，学习的劲
头也更足了。”

玉溪四小体育老师和宝柱介绍说，学
校除每年举办一次年级足球赛和校园足球
赛，还会不定期参加校外俱乐部同级别队
员对抗赛，学区校队对抗赛和省、市、县
级相应校园足球联赛以及青少年后备力量
竞赛等比赛。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玉溪充分发挥中考“体育100分”引导作
用，将青少年和学生体育赛事进行全面融
合，逐步构建起具有玉溪特色、覆盖8―
22岁年龄段、小学至大学各个教育阶段
的“三赛一会”（“足篮排”三大球联赛
和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单项比
赛组成的运动会）赛事体系。

夯实体教融合基础保障

在元江二小，来自元江少体校的教练

员董红艳和段蓉，正在对学生进行专业跑
步训练。她们表示，双向交流政策，让更
多的学生接受专业训练，也让她们自身价
值得以体现。

据了解，近年来，玉溪市持续强化体
育师资队伍建设，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行
教练员、体育教师“互融互派、双向流
动”机制，逐步建立教练员联系校点、联
系项目、帮扶体育教师的日常工作制度。
加强在岗体育教师培训，推进城乡学校体
育教师均衡配置，整体提高队伍素质，有
效提升了当地体育教育教学水平。同时，
玉溪市还采用新建、改扩建，推行体育场
馆对外开放等方式，积极改善青少年学生
体育场地训练条件。

“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体育工作，不断健全体教融合育
人机制和青少年体育联动机制。全市
500余所学校配齐配强体育教师，体育
课程从‘一校一品’到‘一校多品’，校
园体育蓬勃发展。在云南省第十六届运
动会青少年组比赛中，玉溪市金牌总数
位居全省第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李卫东说。

李卫东表示，玉溪市将进一步发挥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玉溪精神，不
断总结完善体教融合经验，进一步强化
政策保障和改革创新，全面落实“五育
并举”，协同发展青少年体育与学校体
育，融合抓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整体提升和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为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作出玉溪教体贡
献。

云南玉溪全面落实“五育并举”——

体教融合做“加法”学生健康得“乘法”
特约通讯员 沈海亮 通讯员 郑竹君

“在‘学会与父母沟通’一课上，学
生模拟还原了与父母发生矛盾的真实情
景，并就‘我们如何与父母相处’这一
问题展开自由辩论，在相互交流中学会
了与父母换位思考；在‘模拟法庭’课
上，老师组织开展了‘我是法律小专
家’案例分析活动，学生运用所学法律
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提高了学生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能力。”近日，山
东寿光现代明德学校校长王永亮告诉记
者，该校在山东省寿光市思政教育一体
化建设工程引领下，改进思政育人模
式，收到了良好效果。

近年来，寿光市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着力构建基于“顶层设计、
课程打造、队伍培养、阵地建设”为主
的“四个一体化”工作体系，实施党建
统领下的思政铸魂育人工程，激活了学
校思政教育“一池春水”，有力提升了思
政教育质量和育人水平。

2021年，寿光市成立了思政课教学
指导委员会、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一体化
研究课题组，汇聚了大中小学思政课教

育专家和骨干教师30余人，强化对全市
思政课教学的指导与研究。通过建立完
善顶层设计，寿光确保覆盖大中小学各
个学段的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
系、实践育人体系、师资建设体系、保
障体系等整体协同，坚定育人“大方
向”。

“通过顶层设计一体化，打破了学
段壁垒，统筹理顺思政德育目标一致和
内容梯度衔接的关系，有效解决了教育
目标制定脱节、教育内容交叉重复、不
同阶段的思政教育缺乏有效衔接等问
题，为思政铸魂育人工程注入了生机活
力。”寿光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刘福昌说。

同时，寿光通过跨学段协同联动的
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联盟建设，加强
了各联盟学校之间的协调“互动”，构建
了不同学段“协同作战”的思政课实施
体系。作为寿光域内唯一的本科院校，
潍坊科技学院与寿光现代中学等24所中
小学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
究基地，开展思政课教学研究，促进各
学段思政教育融通融合。

“联盟校共建为邻学段、同学段、跨
学段相互听课、集体备课、思政课‘堵
点’集体攻关及思政课教学资源共享搭
建了平台，让每个学段都有‘责任田’，

实现了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无障碍交
流。”寿光市教体局党建工作科负责人李
新刚介绍。

在日前寿光市大中小学一体化“同
城大课堂”专题研讨会上，来自全市各
学段300多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围绕

“传承红色基因”这一主题同备一堂课，
以家乡的红色元素为切入点，以不同年
龄段学生喜欢听、能听懂的方式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

在思政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培养中，
寿光坚持统筹融合，全力构建全市思政
课教师共同体，创新实施“一一二”工作
法，即成立一个市级教研团队，组织大中
小学开展联合教研；打造一个教学法，与

“教学评一致性”相融合，打造高效课堂；
定期组织全市各大中小学教师“同备一节
课”“同上一堂课”，将一体化建设的研究
成果转化为教师课堂教学的生动实践，培
养思政育人“生力军”。

同时，寿光加快大中小学思政课教
师专业发展一体化团队建设，遴选了6
个思政课教学示范团队，组建16个思政
课名师工作室，辐射引领全市1600多名
思政课教师实现专业化成长，并优化完
善思政课教师评价激励机制，调动教师
参与衔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寿光还大力推动思政育人阵
地建设一体化，形成合奏育人“主旋
律”。“我们的思政课不仅在课堂上，还
经常开设在各类实践基地，这种丰富多
彩的‘体验式’思政教育，学生更喜
欢、效果更好。”日前，正带领学生在寿
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上思政课的寿光
一中教师李舒说。

与这堂“出圈”的思政课一样，寿
光越来越多的思政课教师尝试用新的

“打开方式”，让思政课变得鲜活可感、
有料有趣。近年来，寿光遴选新时代精
神文明广场、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陈列
馆等30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实
践基地，联合开展“进企业、进社区、
进农村”等参观考察和主题实践活动，
让“行走的思政课”在学生心中留下了
印记。

目前，寿光市思政课阵地建设一体
化格局基本形成，育人效益不断提升，
实现了课内外无缝衔接、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我们将持续开好、上好一体化贯
穿各学段的思政课，以入耳入脑入心的
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为学生健康成长打好生命底色。”寿
光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峰这样
说。

山东寿光构建“四个一体化”思政教育工作体系——

合 奏 育 人“ 主 旋 律 ”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商荣宾 张伟峰

本报讯（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刘
騉 尚紫荆）牛肉丸烧土豆、四季豆炒
肉、蒸鸡蛋、酸辣粉条……近日，在湖
北省赤壁市车埠高级中学，2000余名
学生低价享用美味午餐后还每人领到一
个苹果。这是赤壁市教育系统扎实推进
中小学食堂专项整治工作的显著成果之
一。

据介绍，自2021年以来，赤壁市
教育系统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深化中小学校食堂
服务保障学生不到位问题专项整治，取
得阶段性成果。为找准问题“靶子”，
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赤壁市教育局
聚焦学校教职工在食堂就餐与学生同质
不同价、免费吃学生餐以及陪餐不交
费，挪用、截留学生伙食费，在食堂违
规开支、违规接待等几类问题进行了全
面梳理。

各地各学校严格对照重点整治内
容，采用自查、检查、督查、暗访、举
报、审计等方式推进整改。近期，该市
教育局成立了中小学校食堂服务保障学
生不到位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督查小组，
发现问题现场交办、督促整改。

为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赤壁市
教育局还制定了学校食堂监管制度11
个，指导学校制定学校食堂管理制度
29个，发放湖北省中小学校食堂专项
整治工作《指导手册》到全市后勤管理
人员手中，作为开展工作的指南。同时
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全市有食堂
的学校聘请食品安全副校长143人，保
证全部上岗，筑牢学校食品安全防线。

“从源头制度的建立、服务理念的
深化，到以督查促规范、以透明保质
量，我们要坚持办‘学生满意、家长放
心’的‘良心食堂’‘优质食堂’‘健康
食堂’目标不动摇，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打牢身体根基。”赤壁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朱翔说。

据悉，该市先后投入资金400余万
元，完成118所学校食堂明厨亮灶建
设，并接入省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
平台，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
率100%，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目
前，该市官塘驿镇中学食堂、茶庵岭镇
中学食堂等两家学校食堂荣获“湖北省
中小学校健康食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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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实践

近日，走进甘肃省张掖市民
乐县职教中心，操场上彩条飘
扬、人头攒动，顶碗舞、打夯
歌、面塑、树皮木塑画等“非
遗”技能项目令人目不暇接，吸
引众多师生驻足观看。

这是该校今年举办的县级中
职学生技能大赛上的一幕。“把

‘非遗’技能纳入市级技能大
赛，让匠心遇上传统文化，这是
一种双赢之举，既承载了中职学
生对技艺之美、匠心之美的再认
识，也让学生们感悟到了中华文
脉，增强了文化自信。”民乐县
职教中心副校长颜鹏说。

2010年以来，张掖市将地
方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引进
课堂、融入师生生活，并纳入中
职学生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
学促传，推进“非遗”文化进校
园活动常态化开展，有效增进广
大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情
感，促进了“非遗”项目保护、
传承和发展。

山丹培黎学校教师高云琴是
市级“非遗”传承人。近年来，
她通过多样的活态传承方式，大
胆创新烙画工艺，积极尝试纸烙
画创作，使其焕发新生。

2015年，高云琴主持成立
了“民间工艺传承与创新工作
室”。由她申报的纸烙画开发及
人才培训项目被列为张掖市重点
人才发展项目，仅工作室就培养
近1000名学生，不仅学习掌握
了剪纸和烙画技术，多人获得国
家、省、市级技能大赛奖项。

目前，张掖市的7所中职学
校均把“非遗”文化作为传承中
华文明、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遗”
项目融入专业课教学和多姿多彩的社团活动，通过常态化的技能大
赛等活动，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实践水平和传承能
力，助推乡村振兴。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的繁衍发展和
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习俗和传统文化，积淀了涵盖
语言、文学、历史、民俗、歌舞等诸多领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此，该县职教中心开设了以裕固族服饰配件、皮雕、刺绣等
为主的“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定期到校授课，并采取“工作室+项目+产品”的模式，充分发挥
民俗文化模块化教学优势，与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并肩同行，促进裕
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此外，县上还设有裕固族刺绣、婚俗、服饰、民歌和织褐子等
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通过定期举办各类民俗文化
节会、培养工艺传人、开发特色创意产品和“非遗”进校园常态化
等方式，唤醒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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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张老师的课是一种享
受，她既能给我们不一样的知
识，又能增长我们的见识，激发
我们探究自然奥秘的热情……”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县直
初中的一名学生说道。

绛县县直初中有一名“编
外教师”，孩子们喜欢称她“博
士老师”。她就是山西师范大学
研究生导师张美萍。张美萍博
士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留学
于美国，于2016年底挂职绛县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分
管产业事业部。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她还经常到绛县县直初
中与生物教师共同教研。2022
年初，张美萍在绛县县直初中
成立生物教学工作室。从此，
她既要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民
种植，还要走进校园与教师们
切磋交流，探讨科技育人的新
路子。

自成立工作室以来，张美
萍帮助教师明确知识结构、厘
清逻辑关系，并指导教师把严
谨的科学知识用形象生动的语

言讲给学生们听。学校的生物
实验开展不足，张美萍就指导
教师们用最简单、最日常的材
料开展生物实验课。不仅如
此，张美萍还带领着山西师范
大学的实习生走进课堂、走上
讲台，融入学校工作的方方面
面，为学校的教学工作注入了
生机与活力。

“站在三尺讲台上的张博
士，总是能从生活实际出发，
抛出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题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学校教务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学生在她的激励
下，在植物大观园里恣意遨
游，在动物王国里感知生命的
奥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让越
来越多学生爱上了科学。

“张博士的教学素养是教师
们学习的榜样，她循循善诱启
迪着孩子们的思维，她的课堂
闪烁着科学的光芒，这种光芒
点燃了孩子们探索科学世界的
梦想。”绛县县直初中校长李宝
山说。

张美萍：

孩子们身边的“博士老师”
通讯员 李宏伟 本报记者 赵岩

■■看基层看基层

■基层人物

图为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第二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踢足球。近年来，该园充分
发挥足球优势资源，通过聘请专业足球教练，教授幼儿足球知识和技艺，让孩子们享受足
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王树成 摄

校园足球 快乐成长

■
基
层
创
新

图为贵州省黔西市中坪镇中坪小学的学生在练习刺绣。近年
来，中坪小学积极推动优秀“非遗”文化进课堂，安排精通刺绣、蜡画、
蜡染、剪纸的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让山村小学的孩子们“零距离”接触

“非遗”技艺，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周训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