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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入职初期，她排除一切干扰，齐头

并进实施“三学计划”。向书本学，她
一本接一本地读与思政课相关的书
籍，补齐“知识储备差”“学科背景
差”。向同事们学，无论是老教授还是
新教师，她都虚心求教，听了教研室所
有教师的课，请遍了教研室的所有教
师听她试讲。向实践学，她把从书本
和课堂学到的知识、经验，反复揣摩，
内化于心；把对理论的阐释、事实的叙
述、情感的表达、语言的运用、姿态的
展现逐一练习，直到有神有形。

大连艺术学院教授刘国辉说：“芳
芳不放过任何一个请教学习的机会，
不懈怠不自满，我俩是探讨教学问题
的忘年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学校
新任教师鉴定性试讲中，专家教授充
分肯定她具有当一名优秀教师的潜
质，是难得的好苗子。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怎样上好思政课？邹芳芳
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一直秉承
的人师理念，把“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
一堂课，真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作为始
终坚守的人师准则，立志当能够“传播
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思政课教师。

她把老课当新课讲，每期授课都
要充实新理论、新观点、新内容、新案
例。开新课时，她都要反复打磨，“磨
深”“磨透”“磨圆”“磨熟”后才上讲
台。晚上她常在办公室关着灯“自
述”，走着路也“心念耳闻”，甚至做家
务时还听自己的讲课录音找瑕疵。

她还跳过三级直接申报了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那段时间，她
没日没夜地学，还自费到校外参加辅
导。在没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也没有
相应知识积淀的情况下，硬是靠着“不
怕累死”的拼劲，通过了严格考试，拿到
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成为学校
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为的就是把
心理学专业知识引入思政课教学中，更
准确地理解学生、引导学生。

学生喜欢上她的课，把她的课作为
一席思想的“盛宴”。学生们说：“邹老
师的课视野开阔，有政治高度、理论深
度，让我们极有兴趣。”“她对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真切感受和准确
认知，蕴含着她的理想追求，更是她对

我们的期望和引领。”“她把晦涩难懂的
知识点融进一个个小案例，让我们在轻
松和谐的氛围中消化理解。”“她每次上
课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等着同学们；
下课后，又耐心解答同学们的问题，直
到最后才离开教室，有这样的老师，我
们心里很踏实。”

“盛夏一长养，秋实俱与成。”辛勤
的耕耘，结出累累果实。邹芳芳多次被
学校、大连市、辽宁省评为“优秀教师”

“青年教师成才标兵”“优秀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在“思政课教学大赛”

“‘三精彩’教学活动”“多媒体课件制作
评比”等教学活动中获得10余个奖项。

课堂教学越深入，她越是感悟到，
要搞好教学，离不开科研的支撑引领；
要当好人师，两手都要硬。

大连艺术学院申请到了第一个国
家级科研课题后，邹芳芳承担第一章
《民办院校大学生思想现状的调查与
研究》。她有灵气、很勤奋、肯吃苦，做
了多方位的精细化调研，用大量的数
据、翔实的材料、精辟的分析拿出了高
质量的成果。

大连艺术学院副校长宋延军这样
评价她：“邹芳芳搞科研着了迷，不管
是哪一级的课题，只要与教学有关、与
人才培养有关她都申报，真有点‘只问
耕耘不问收获’的劲头。”

“芳芳是离学生最近
的老师，她了解学生，学生
也信任她。”

生命如火，放光释热。奉爱心
善行，最能昭示一个人生命的温
度。为人师，尊德尚义，不断践行。

邹芳芳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
母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一个姐姐早
年患有白血病，全家靠种农田和饲
养点家禽维持生计。一年的收入，
维持生活都很紧巴，还得挤出一部
分给姐姐治病。在这样的家庭里长
大，邹芳芳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坚韧、
节俭、勤奋、自强的种子，养成了忠善
仁爱、重信守义、舍己助人、追求上进
的优秀品质。

父母回忆，邹芳芳小时候没有要
过零花钱，也没有买过零食吃，穿的衣
服都是最便宜或是大人的旧衣服改
的。她懂得体谅父母，不跟别人家孩
子攀比，还帮父母干农活，照顾生病的
姐姐。

上高中期间，邹芳芳一日三餐在
学校食堂帮工换餐券，把生活费降到
最低，硬撑着度过了三年时光。考上
大学后，她带着舅舅家给的3000元入
学，大学四年中再没有用过家里的
钱。除享受学校困难生助学金，她还
坚持勤工俭学，中午帮食堂给学生打
饭，假期还在校内或校外兼职。

到大连艺术学院任教后，姐姐去
世，父母年事已高，家是她放不下的牵
挂。暑假带孩子回家，白天换上衣服、
戴上草帽头巾下地干活，俨然就是个
地地道道的农民；晚上侍奉老人，照顾
孩子，老人和孩子睡下后又拿起书本
备课。假期，她在尽着女儿、母亲和教
师的三重职责。“十一”长假，也是农家
最忙的收获时节。她每年都回去忙上
几天，返回时带上自家地里产的花生、
地瓜、玉米等分享给同事们。

丈夫跟她是小学、初中、高中同
学，在外地承揽工程，在市外购置了几
套住房，她不工作也衣食无忧。有孩
子后，家庭负担加重，为了方便工作，
她在大连开发区买了一套70平方米
的小房子，离学校不到10分钟车程。
得病后，丈夫多次劝她辞职，可她总是
说：“喜欢上课的感觉，愿意当老师，愿
意跟学生在一起。”丈夫爱她，更尊重
她的选择。

她心中时时装着集体。
2019年学校秋季运动会，学院女

子组4×100米接力少一个人，她主动
报名参加。她奋力奔跑到终点，脸色
苍白，蹲在地上很久没能起来。这时，
距离她发现患病只有一个月。

学院领导回忆，10多年里她没有
一次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集体活动。
2021年12月24日晚，学校组织观看
反映师生抗疫先进事迹的原创舞台剧
《拥抱·青春》。她在微信里得知这个
消息，从家里打车到开发区大剧院全
程观看了演出。她看到年逾古稀的学

校党委书记王贤俊没有进食，靠打吊
瓶撑着病体指挥全校抗疫的感人事迹
时，被深深打动，泣不成声。此时，她
是癌症晚期的危重病人。

正值孕期的教师董娇出现流产先
兆，她开上自家车，主动负责接送；教
师宋鹤患上失眠症，她寻医问药，热心
送上中医药方；她把自己的教案、资
料、授课技巧、管理经验一股脑地倒给
新教师刘宴铭，送他一步步走上讲台；
她抱病陪教师申婷第一次去社区宣
讲，给她当听众，让她找感觉；她视同
事为亲人，在疫情封控时把年轻教师
请到家里做客；她乐此不疲地拖地、
打水、浇花、倒垃圾，快乐地承担着教
研室几乎所有的勤务；她呵护着自己
的家，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在病重时还
带儿子去爬山锻炼，在病床上还投入
身心精力给儿子作辅导；就连在昏迷
后第一次醒来时，还让父亲帮她打
卡，让领导和同事们放心她没有感染
新冠……

课上是老师，课下做朋友。
大连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原

党总支书记、院长陈长东说：“芳芳是
离学生最近的老师，她了解学生，学生
也信任她。”她在下课时和微信中常
说的一句话是“欢迎同学们跟我探讨
问题”。她的宿舍是给学生释疑解惑
的第二课堂，是为学生疏导症结的心
理咨询室，是听学生倾诉喜乐忧伤的
家……

芳芳老师的离去，受伤害最大的
是她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

今年3月8日妇女节，老师让每个
学生都给妈妈写封信，她的儿子没有
写。放学回到家后，孩子给妈妈写了
一封短信，信中这样写道：“尊敬的妈
咪：如果上天给我一个愿望，哪怕只是
一秒，哪怕只能和我一起读一会儿英
语，那也是无比珍贵的，下一世我还是
您儿。”她的儿子还在白纸上画了一个
信封，用黑笔圈了边。信封上边的正
中间写了一个大“奠”字，用黑框围着，
黑框下方竖着画了一个破折号，破折
号下面写着“致绝世好妈咪”。

当学院书记拿出这封信时，在场
的人都泪流满面。

芳芳老师，你走时，校园樱花盛
开，那是你燃烧的生命；值今日，校园
繁花盛开，这是你化育的生机。

她把思政课上到人生终点

沙盘游戏、听音乐、借阅心理书
籍……走进安徽省滁州市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雪绒花”心晴驿
站，学生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宣泄情
绪、放松心情、疏解压力，感受心灵
的疗愈。

“这里就像一个‘心灵氧吧’，来
的时候不管是压力大、心情沮丧还是
有其他坏情绪，每次从这里出去的时
候心情都能变好。”学生对“雪绒花”心
晴驿站给出评价。近年来，滁州市依
托“雪绒花”心晴驿站，为全市未成年
人提供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心理咨询
辅导及家庭教育指导等服务。不仅如
此，滁州市还通过建强队伍、丰富形式
等，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保驾
护航。

阵地“强”起来——
整合资源优势，擦亮心育品牌

“老师，落叶画太有意思了，我好
喜欢我的作品，我能把我的作品拍下
来吗？”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学校是“主阵地”。在定远县第三
中学，有这样一项有趣的活动，该校结
合校内植物种类较多的特色，将生命
教育课程融入劳动实践活动中，引导
学生用落叶、落花、植物种子进行落叶
画的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让学生思
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在滁州中学，基于“发展核心素
养，实现立德树人”的生涯规划教育
理念，确立了学校、教师、学生三层
目标体系和高一、高二、高三年级三
层目标体系，目前，生涯课程采用主

题单元设计的原理来统筹内容，共分
为5个篇章、12个主题。

截至目前，滁州全市各中小学均
已完善心育专业服务、课程管理、主
题活动等体系，建设好、管理好、使用
好学校心理辅导中心，并通过心理社
团、宣传栏、校园广播、网络等媒介，面
向全体学生、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据统计，全市共开设心理讲座和
微课5000多节次，心理主题活动达
8000场次，受益师生逾40万人次。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课
堂”，滁州市教体局以共融、共建、
共进、共享为工作目标，形成了有地
方特色的常态化家庭教育公益品牌

“皖东父母大课堂”，邀请家庭教育专
家进学校、进社区开展线上线下家庭
教育公益讲座报告2600多场，惠及全
市200多个乡镇、学校和社区，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队伍“优”起来——
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守护成长

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在滁州
市琅琊区，有这样一名教师，通过引
导学生绘画，让其“画”解情绪。她
是滁州市第一小学的童老师，也是琅
琊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心
理志愿者。作为儿童画指导教师及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她主动抽出时间，
利用课后服务时段给孩子们进行绘画
心理疏导，根据学生的日常表现，定
好绘画主题，再通过问题引导学生自
我反思。

事实上，要想打开一扇“心
门”，每一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
力量都不容忽视。金老师是来安县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每年
金老师都会走进来安县的中小学开展
专题讲座，一方面倾听教师在辅导学
生方面遇到的难题和心声，另一方面
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专业技能和专业
知识指导。

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完善人才队伍培养是当务之急。
为此，滁州市教体局面向全市1325名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和部分班主
任进行分层分级的专业提升培训，开
展线上培训213场次，培训班主任和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1.4万多人次。专
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心理
咨询（辅导）室配备率均达到100%。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专业
素养要求较高，在配齐师资的同时，
还要确保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滁州市还通过整合卫生
和社会心理团体等行业优质心理健康
教育资源，于2018年成立了市本级

“525心灵使者”心理志愿者服务队和
各县（市、区）心理志愿者服务队，
现有心理志愿者861人。累计接待学
生和家长咨询1.45万人次，处理网络
咨询1000多个。

形式“活”起来——
涵养美好心灵，培养时代新人

前不久，滁州市琅琊实验学校的

何老师围绕“寻找身边的TA”上了
一堂特殊的课，引导学生学会彼此滋
养，做一个温暖的人；滁州市凤阳县
西华路小学组织六年级全体学生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户外素质拓展活动，通
过“动力绳圈”“陆地龙舟”等大型
游戏活动，让孩子们释放压力，增强
自信，开发自我潜能；滁州市实验小
学600余名师生参加了主题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通过“异掌同声”“筑心
搭桥”“竞走毛毛虫”等游戏活动，
帮助学生学会团队合作……市教体局
积极指导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 通
过主题性、创新性、实践性强的各
类活动，促进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
成长。

截至目前，滁州市共开展主题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700多场，40多
万名学生参与；开展“525心理活动
月”说心语、传心愿、暖心抱、敞心
扉、谈心得、成人礼、毕业典礼等主
题活动1120场次，43万名中小学生
（幼儿）参加。

如何把工作做到未成年人的心坎
上？

滁州市遵循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
成长规律，坚持内容鲜活、方法灵
活、载体用活，开展“阳光成长进校
园”240 次，受益学生 15.6 万多人
次；开展“家庭教育进学校”554场
次，受益家长10.6万多人次。

和风抚心扉，细雨润无声。特
色活动争奇斗艳、教育宣传亮点频
现……一个多彩的健康成长乐园正在
滁州形成，众多未成年人正沐浴在和
煦的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安徽滁州汇聚多方力量开展丰富的心理健康活动——

从“心”启航 向阳而生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通讯员 于晓曼 王标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就要把握义
务教育的价值走向，“更优质”将是它
的新目标。只有使我们的教育更加公
平、更加优质，才能更真切缓解广大家
长在教育上的“焦虑”，才能使人民更
拥护、更相信、更支持我们的教育改
革。因此，那种“没有公平的优质”或

“没有优质的公平”都不是高质量发展
目标下的教育内涵。义务教育要实现优
质发展，要解决纵横两方面问题，横向
要解决办好每一所学校问题，纵向要解
决教好每一个学生问题。

一是创新机制赋能“小”学校优质
发展。这里的“小”是指规模小、资源
少、底子薄的学校。尽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为“小”学校创造了新资源均衡分
配的机会，但是发展实力还是满足不了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盼。这样的学
校，城区有，乡村也有。因此，在学区
制和集团化办学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创
新机制，探索师资、课程等优质教育资
源能量转化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问题。

去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了涉及
13所小学和6所中学的“小而美”“小
而精”项目工程，以干部教师轮岗交流
为契机，赋能这些学校新的发展。北京
小学创新了组团式输入方式，一年多的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体现了文化引领、
团队赋能、精准轮岗的作用，使“小”
学校实现了内涵式发展，受到教师、家
长的充分肯定。

二是提升价值再塑学校教育品质。
对于学校来说，优质教育的聚焦点就是
最大限度实现每一个学生全面、健康而
富有个性的发展，这是一种教育价值的
提升，也是一种教育品质的再塑。学校
应该如何再塑教育品质呢？

首先，以新质量评价观深化育人方
式改革。要建设“更公平更优质”的教
育，就必须树立正确的质量评价观。评
价学校教育应该重视四个质量观：第一
是全体观，是不是面向人人，走出面向
部分；第二是全面观，是不是发展全
面，走出片面发展；第三是素养观，是
不是培育了核心素养，走出低效教学；
第四是个性观，是不是体现因材施教，走出整齐划一。我们应该以新
的质量评价促进育人方式从知识本位走向素养本位、从教为中心走向
学为中心、从学科割裂走向学科统整、从理解记忆走向知行合一。

其次，以服务学生发展为根本改革课程教学。“服务学生发展”
包括既促进全面发展，又满足个性化需求。学校应该以新课程供给与
新教学文化实现学生新发展。学校课程供给的概念就要从课内育人体
系建构转变到课内课后育人体系一体化建构上来。要立足需求看供
给。其中，表内课程要补齐短板，使课程既体现面向全体，又体现全
面发展；而表外课程，则要整合资源，挖掘潜力，使课程供给体现面
向人人，自主选择，满足个性化成长。课堂教学质量是优质教育的焦
点。要创造优质的课堂教学，就要形成新的教学文化，这种教学文化
以21世纪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导向，以学习方式变革为中心。
新教学文化中应该突出以下几点：一要凸显核心素养中创新能力、科
学精神的培养，这些素养是人才培养中的关键。二要创建以学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敢想、敢问、敢争论、敢创造。教师要教在兴趣
动机、教在学习方法、教在思维品质；学生要追求爱学乐学、能学会
学、活学善学。三要探索数字化转型下的未来教学，让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技术赋能教育，有效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

三是以提高师德师能为重点打造优良的教师团队。一个好教师就
是一种好教育，更加优质的教育一定离不开更加优质的教师队伍。为
此，学校要着力教师队伍建设，以深化职业认知为视角提高师德水
平，以机制创新为手段激发教师成长的主体性，以提高新时代教师专
业化水平为目标赋能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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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建设·大家谈谈视线新新

近日，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小学学生在操场上跳绳。近期，该校组
织学生练习双摇等花样跳绳，以增强学生体质，丰富校园生活。 于文丽 摄

本报讯（记者 任朝霞）7月3日，由
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教委共同牵头，
上海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办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上海市民心工程”2023年
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正式开班，爱
心暑托班开班第一课“今天做祖国的好
儿童 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在全市16
个区579个办班点共同开讲。

如何在少年儿童的心中种下希望
和梦想的种子？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生理论宣讲团为2023年上海
市爱心暑托班设计开发了开班第一
课，用鲜活、灵动、易懂的方式带领暑
托班的孩子们从小坚定理想信念、树
立远大理想，勤奋努力学习，争当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

从雷锋叔叔的文章《我学会开拖
拉机了》到新安旅行团中儿童们的故
事，再到入队、入团、入党“人生三部
曲”的憧憬展望，开班第一课充分结合

了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学习特点以及
接受意趣，利用图片、视频等多种形
式，巧妙地将对少年儿童们“有志向、
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
善，敢创新、敢奋斗”的要求融入具体
的学习交流和生活情境之中。

“课程的设计和开发对我来说也
是非常宝贵的学习过程，雷锋同志的
英雄事迹和新安旅行团的红色故事让
我深受感动与激励。作为一名师范
生，教学准备过程的资料查询和课件
教案的细致打磨也为我未来从事教师
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上海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思想政治
教育专业学生胡尔姝表示。

今年暑假，3000余名上海师大学
子将发挥师范专业优势，继续开办线上
线下217所爱心学校，作为爱心暑托班
的支持和补充，助力解决双职工家庭看
护难的问题。

上海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开班
覆盖16个区579个办班点

本报讯（记者 高毅哲）暑期将
至，为巩固校外培训治理工作成果，
切实减轻学生假期负担，保障广大中
小学生度过平安、愉快、有意义的假
期，7月3日，教育部召开2023年暑
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调度会，对做好
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会同“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成
员单位结合形势，深入调研，周密
制定暑期工作方案，明确各项任务
措施，做到细化分工、压实责任、

全面覆盖。要及时向各地党委、政
府汇报重要工作情况，做到高位推
动、整体联动、协同治理，不断巩
固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果，同步加强非
学科类培训治理。

会议指出，要切实防范违规培训
侵害家长、学生利益事件发生。保持

高压态势，开展专项排查，持续加大
联合执法力度，对学科类隐形变异违
规培训问题线索快速响应、迅速核
查、联动处置。要维护家长预交培训
费用安全，用好数字化监管手段、做
好价格与资金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退
费纠纷。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维护学生的
身心健康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
底线思维，压实培训机构安全管理主
体责任，落实消防安全要求，管好培
训材料和从业人员，妥善处理各类突
发问题，坚决防范安全责任事故。

教育部召开2023年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调度会

切实减轻学生假期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