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禹跃昆 编辑：郑亚博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2023年5月15日 星期一 03新闻·地方

“有位朋友请我帮他去教训别人，
我能不能去？”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六
峰镇武家湾九年制学校法治副校长牛换
虎的讲座刚结束，该校学生蒋贺祺就向
他请教问题，经过牛警官的一番讲解，
蒋贺祺心中的疑惑顿时“云开雾散”。

和武家湾九年制学校一样，法治讲
座已成为天水市教育系统法治教育的新
常态。近年来，天水市教育局始终把法
治宣传教育摆在重要位置，积极探索聘
任法治副校长等学校法治教育的新路
径，促进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构建教育管理“网”
筑牢学校法治教育之基

天水市有各级各类学校1979所，
在校学生 58.5 万人，教职工 5.14 万
人，教育布局农村学校偏多、规模小、
布局分散，给学校法治教育增加了难
度。

“市上统筹整合各部门青少年法治

教育资源和力量，在全省率先建立统一领
导、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学校法治教育
新体系，使学校和社会法治教育有机结合
起来，从而提升了法治教育的水平。”天
水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杨瑞峰表示。

据了解，为了强化学校法治教育，天
水市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
市教育局等13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天
水市中小学法治教育领导小组，组建了5
个工作专责组；在学校层面，团委、少先
队、法治副校长、思政课教师、班主任同
向发力，将学校普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家庭法治宣传等工作有效整合起来，
构建起“五位一体”学校法治教育和学
校、家庭、社会共育共管的“三全育人”
新格局。

在天水市中小学，学校法治副校长已
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市委政法委按照
不低于本辖区学校总数150%的目标，统
筹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按
照学校需求选优选强法治副校长，为全市

1790 所各级各类学校重新统一配备了
1824名法治副校长，配备率达到100%，
深度参与学校法治建设工作，并强化管理
考核，推动学校法治副校长机制实质性运
转。

开好学校法治教育课程
护航学子青春路

天水市各级各类学校探索出了开好
法治课、讲好开学第一课、组织好宪法教
育主题教育课、上好法治教育特色课等4
门课程，引领学校法治教育走深走实。

各学校充分结合重大节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组织开展主题演讲、知识竞赛、模
拟法庭、情景剧展演等竞赛活动，普及宪
法等相关法律知识。

为了讲好开学第一课，市教育局还组
建了4个法治教育开学第一课专班，为各
学段学生打造“法治教育开学第一课”视
频课程，开学第一天全市60余万名师生
同上法治教育第一课。

武山县城关初中是全县最大的初中
学校，学校建立了法治教育基地，每周
组织两个班师生进入法治教育基地，思
政课教师结合道德与法治课内容确定教
育主题，让学生在参观过程中学习法律
条文。

找准法治教育创新点
增强学生体验感

在开展学校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天水
市教育系统不断挖掘教育资源，创新教育
载体。全市各学校调度社团活动资源，让
学生设计编排小品、相声、舞蹈、情景剧
等，让法治教育净化学生心灵。

天水市逸夫实验中学思政课教研组选
取了一个校园伤害的真实案例，在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法官全程指导下对法庭进行模
拟，此后，又带学生到市中级人民法院旁
听庭审，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庭审过
程中。

天水市麦积区检察院建成了集普法宣
传教育、预防违法犯罪、心理健康辅导、
警示教育、法律咨询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近5年内组织全
区6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中小学生走进基
地接受法治教育。

“通过法治教育活动，让学生深刻了
解法律知识，营造了人人学法、处处用
法、时时守法的良好氛围，也推进了文明
校园建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天水市教育局局长沈建玲表示学校
开展普法活动意义重大。

甘肃天水学校法治教育入心入脑护航青春路——

拔 节 孕 穗 正 当 时
特约通讯员 闫锁田

“跳皮筋，我第一，马兰花开
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
九三十一……”近日，山东省烟台
市福山区兜余幼儿园的孩子们伴随
着欢快的童谣跳皮筋、跳轮胎、翻
单杠等，玩得专注而开心。

兜余幼儿园园长孙景莲告诉记
者，该园自2020年以来，科学设置
了“走、跑、跳、投、滚翻、攀爬、平衡、
穿越”等幼儿体育游戏，每天上午和
下午各开展一小时户外活动，促进
了幼儿身体素质的提升。

兜余幼儿园的幼儿体育游戏，
是在烟台市“健康体育、科学体
育、全员体育”的区域学校体育发
展理念引领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典型
代表。

烟台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

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郝慎
强告诉记者，烟台自2012年进行
学校体育竞赛改革以来，基于“科
研引领，行政推动，以点带面，全
面推进”的总体思路，持续推进学
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2022
年，烟台市又进一步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全面推进

“五位一体”的学校体育与健康教
育工作，即校内外一体化体育与健
康教育课程、小初高相衔接体育特
长学生培养输送、教体结合市县校
学校体育竞赛、“体能+技能”市
县校三级评价、科学坚实保障等五
个方面一体化推进的体育与健康教
育工作，通过课程保本、科研引领
和家校协同等，推动了体育与健康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山东烟台系统化构建体育课程，建立科研引领、家校联动机制——

让学生从深度和广度上享受体育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禹跃昆 特约通讯员 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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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玉）辽
宁省本溪市教育局日前制发
《本溪市教育行业失信教师惩
处细则》（以 下 简 称 《细
则》），秉持监管有力、惩处
有效、教育有方的工作原则，
推动全市教育行业信用体系建
设，夯实师德师风建设。

《细则》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本溪市中小
学教师违规从教行为处理暂行
办法》《本溪市教师个人信用
建设工作实施意见》等制定。

《细则》适用于本溪市各
级各类中小学校 （含民办学
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
教研机构等）、校外培训等机
构中违反本溪市教师信用体系
相关要求的工作人员。

失信教师的人员名单全系
统公告。失信教师将被停止不
少于一年的教学工作。若发生
违规组织参与学生补课或校外

培训 （自习） 行为的，将被
停止两年以上教学工作。因
严重失信被撤销教师资格或
开除公职的人员，将被纳入
本溪市教育系统不允许录用
人员名单。

被惩处教师在惩处期内，
失信处理意见纳入个人档案；
不得参与全市各级各类招生
考试工作，不得参与各类评
优评先、岗位竞聘的选举推
荐；学校每年要对其进行一
次综合考核，考核不达标延
长惩处期限，延长期限不少
于半年等。

若失信教师被纳入 《细
则》但拒不执行，将受到从重
追加党纪政务处分。对落实
《细则》不力的学校（单位），
按发生违规从教行为处理，根
据《本溪市中小学校教师违规
从教行为处理暂行办法》追究
学校（单位）相关责任。

辽宁本溪

发布失信教师惩处细则

广西南宁市宾阳县陈平镇中
心学校数学教师林丽容，已有
34年教龄，每个月除了基本工
资外，还有边远乡镇工作补贴
650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300
元，一年多拿1.1万元左右。林
丽容说：“我从2014年就获得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现在还有班主
任补贴、乡镇工作补贴，这些补
助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待遇和社会
地位，使我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
得到提升，同时也解决了我生活
上的后顾之忧，让我安心从教、
热心从教、舒心从教。”

近年来，宾阳县落实乡村教
师工资待遇，实行差别化补助，
对教学点及边远学校教师每人每
月按450元、500元、550元 3
个档次标准进行补助；对义务教
育学校及幼儿园教师按每人每月
200 元、250 元、300 元、350
元 4个档次标准进行补助。同
时，宾阳县创新办法，向在县级
以下学校任教的高校毕业生发放
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补偿金，对
引进回来的全日制高校本科以上
毕业生给予安家费补贴等措施，
增强乡村教师岗位吸引力。

宾阳县新桥镇第三幼儿园教
师陆倩琳便是其中一名返回当地
担任教师的代表。陆倩琳此前在
外地工作，之后又继续深造，考
取了广西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
业，并获得教师资格证，2021
年通过宾阳县招聘选择回到自己
的家乡新桥镇，一到学校她就享
受到宾阳县非义务教育阶段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陆倩琳说：“我一到幼儿园就拿到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大
大提高了我的幸福指数，现在除了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和绩效工
资以外，每个月还有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以及乡镇工作补贴，让我
可以安心回到家乡，更加幸福地陪伴在父母身边工作和生活。”

宾阳县教育局副局长罗建明介绍，2020年，宾阳县将乡村
教师生活补助扩大到镇政府所在地的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并
且根据学校距离、教师工作生活艰苦程度等实行差别化补助，特
岗教师、聘用教师控制数人员与本校在编教师享受同等补助。

2022年，共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资金1588.895万元，补
助学校总数（含教学点）305个，享受教职工总人数5017人。
宾阳县自主扩面补助教职工336人，发放补助资金108.135万
元，通过这些政策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

宾阳县按时足额落实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依法为乡村教师缴
纳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定期安排乡村教师免费体
检，体检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同时，落实乡村教师住房保
障，目前已建成教师周转宿舍1236套，2021至2025年规划新
建周转房90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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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中小学生举办了田径运动会。近
年来，乐亭县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助力青少年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阳光成长。 刘强 摄

河北乐亭：体育竞技展英姿

特别关注

今年刚满9岁的烟台潇翔小学
学生王海霖，在网球场上已是一名
颇为专业的小勇士。3年前，刚上
一年级的他，在学校社团课程上接
触到了网球。

“第一次拿起球拍，他就展示
出不同寻常的协调性和良好的球
感，并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网球运
动。”潇翔小学校长曹瑞敏告诉记
者，“此后，打网球成了王海霖最
幸福的时刻，也让他从一个时常调
皮、纪律要求不太强的孩子，逐渐
成长为一个自我管理能力强、全面
发展的孩子。”如今，王海霖已拿
到多个市级网球冠军。

王海霖的健康成长，得益于潇
翔小学结构化、系统化的体育课
程。该校打破传统学校体育运动的
局限，建立了“课内体育+课间体
育”必修序列体育课程，以及“社
团体育+课后服务体育”选修课，
确保了必修体育课程的刚性化落实
和课外体育活动的课程化实施。

烟台市教育局党组成员、总督
学王先统告诉记者，烟台于2017
年出台了义务教育学校音体美课程
刚性化管理的通知要求，从根本上

保障了体育等课程按要求开齐开
足。2018年的全省民调显示，烟
台市音体美课程的开课率全省领
先，其经验被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全
国推广。

在牟平区第二实验小学，考虑
到场地不足、学生年龄和体质差异
等因素，学校错时、分层开展“五
彩大课间”体育锻炼活动，除了
500米跑步热身之外，该校还穿插
安排了花样跳绳、动感篮球等体育
活动，确保体育课刚性落实。“五
年级的学生曲英豪球感特别好，担
任动感篮球大课间小组长，当起了

‘小老师’，以前一说话就脸红的
他，现在变得开朗、活泼、自信
了。”副校长孔令环说。

“课外体育活动的课程化实
施，使体育活动有目标，教师有方
法，学生锻炼有动力，学校评价有
抓手。”烟台市教育局学校体育教
研员王青辉说。自2013年以来，
在烟台市教育局组织的6届中小学
阳光体育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中，每
届都有上百份优秀案例参加市级评
选，有效促进了课内外体育活动的
开展。

课程保本：体育课程“刚性化”，课外体育“课程化”

“通过科学的体育锻炼，以前不小心
摔倒就会哭的孩子，现在变得勇敢坚强
了，平时感冒发烧的孩子明显减少，95%
的家长认为体育游戏增强了孩子的体
质。”孙景莲说。

烟台的学校体育科研引领，既包括体
育教学领域的课题研究引领，也包括市、
县、校三级学校体育科学评价引导。

“全市建立了9个体育课题研究基地，
先后有115所学校参与省级重点规划课题
研究，2022年，又有113所学校立项市级‘十
四五’教育规划课题，带动全学段所有学校
参与不同层级的体育课题研究。”王青辉说。

同时，烟台构建起了以“体育学科课程、
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学校体育
竞赛、假期体育与健康教育”为主体的校内
外一体化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形成了
相应的市、县、校三级学校体育评价体系。

通过“体能+技能”的基本评价导
向，将学生的体质健康和运动技能状况，
作为评价学校和体育教师、班主任的重要
指标，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
康生活方式。

“其中，校级评价以‘达标+诊断’为主，
促进全员参与；县级评价以‘推动+鉴别’为
主，促进校际交流和教学质量提升；市级评
价以‘标准+导向’为主，面向全体规范学校
体育教学和活动开展。”王青辉说。

在此背景下，学校主动转变体育育人
方式，促进学校体育发展。作为国家级篮
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
招远市丽湖学校坚持“无规则不体育”的
理念，结合学生体质测试数据，给每个班
级的学生进行体质分类，并参考健身房中
私人教练的方式，通过“私人定制”式体
育课堂，由粗到精逐步让体育课走向私人
定制格局，细化运动项目，让每一个学生
都能拥有一项体育特长。

此外，烟台市还建起了小、初、高全
学段有序衔接、互相支撑的高水平体育特
长学生培养输送体系，体育项目特色高中
可在全市范围内招收相应项目的体育特长
学生，特色初中可在县域内跨学区招收相
应体育项目特长学生，并建立了 14所
省、市级体育专项特色高中，进一步拓宽
了体育特长学生的成才路径。

科研引领：课题研究带动全员参与，三级评价坚持科学导向

“在去年的活动中，全校学生每天坚
持与家长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四个一’，
即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一次身
体拉伸练习、一次柔韧操或体能操，很多
家庭还自主增加了专项运动，94.28%的
家庭积极参与其中，学生体质明显提
升。”烟台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校长宫海
燕说。

该校的家庭亲子体育活动，旨在通过
亲子运动带动全家人培养运动习惯、增强
体质、锤炼意志，让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家
庭中落地生根。此外，该校还引进社会体
育组织机构，开设社团课程和课后服务课
程，提高学生体育运动的专业性。

自2015年以来，烟台在全市全面实
施假期体育与健康作业，填补了家庭周
末、假期体育与健康教育的空白，初步建
立起了体育锻炼的家校联动机制。

“瞧，我爸爸一个华丽的转身完成了

上篮！”“看，跑在最前面的是我妈妈！”
在烟台开发区第九小学举办的家长和教师
专场体育比赛中，孩子们兴奋地关注着场
上父母比赛中的身影。该校把适合小空间
锻炼的亲子项目拍成辅导小视频，并鼓励
家长和孩子在班级群分享锻炼情况，争做

“体育锻炼小明星”。在运动会上，该校还
增加了“一班一品”亲子体育表演项目，
并组织家长、教师和学生方队参与全区体
育运动会特色方队展演，全面展示家校共
育和亲子运动成果。

“经过多年来刚性化保障体育课程开
齐开全，课外体育的课程化实施，学校体
育竞赛的全员参与以及家庭亲子运动的有
效推进，促进了学生体育健康素养的全面
提升。”郝慎强表示，“我们还将进一步加
大科研引领、课程保障和行政推动力度，
推动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家校协同：体育锻炼填补假期空白，亲子运动融入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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