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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在远足拉练行师生在远足拉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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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澈 通讯员 李晖

“五一”前夕，一场跨越半个中国
的研学之旅让北京市海淀区枫丹实验
小学的学生们内心久久激荡。在这场

“大国重器智领新未来 饮水思源慧聚
新征程”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中，他们
饮水思源、以水为缘，跟着一杯水走
遍南水北调东、中线，在行走中对话
山河，感受文化魅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起点丹江口水
库水天相接，绿洲点点。第一次站在
碧波浩荡的水库大坝上，枫丹实验小学
学生孙昊博难掩内心激动。7个小时前，
他从家里出发前特地接上一瓶自来水。

在三年级的课本上，他第一次知道，北京
的饮用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里。此刻，
带着一瓶水回家，更是一场感恩之旅。

“南北往返3000余公里，这是一段
多么波澜壮阔的旅程！”同样感慨的还
有六年级学生张沛阳，他的毕业课题

“探寻丹江口大坝”马上就要答辩。此
刻站在坝顶，他的内心无比澎湃。

“丹江口大坝由挡水泄洪主坝体、电
站建筑物、升船机系统、引水渠道等部分
组成，坝体总长3442米；坝顶高程176.6
米，正常蓄水位170米，正常蓄水位库容
290.5亿立方米⋯⋯”带队辅导员刘立璞
的讲解，让很多学生惊叹不已。

“绿水青山是最好的教材！研学的

本质就是让学生对话山河。”枫丹实验
小学校长亓刚说，“学校坚持‘学生影
响学生，心灵触碰心灵’的理念，结
合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开展项目式学
习设计，通过参观走访、实地考察、
调查研究、完成报告等方式，引导学
生在山河画卷中了解国情、开阔眼
界、增长科学知识。”

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水网的主骨
架和大动脉，中、东线一期工程沟通
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
北调的南水保障受水区群众的饮水安
全，促进受水区产业结构调整，支撑
沿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了利用好这幅壮阔的山河画

卷，此次研学活动以水为媒，串联起
北京、湖北、江苏 3 个省市近 20 个节
点，学校联合丹江口市蒿坪镇九年一
贯制学校，设计了科技筑梦、古今对
话、运河漫游等10余个主题。

今年是南水北调工程东、中线一期
工程全面通水10周年，也是中国大运
河申遗成功10周年。位于长江与大运
河交汇处的江都水利枢纽，是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的起点，也是此次研学活动的
终点。在结营仪式上，来自北京、湖北
和江苏三地的学生，分别将三地采取的
水样汇聚在一起，完成三水融汇。

“这是跨越空间的三水融合，更是
中华文明的血脉融合。”作为指导教
师，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
刘怀玉见证了这场仪式。在他看来，

“三水”分别取自南水北调北端点北
京、中线南端点丹江口，以及东线源头
江都，“这种山河呼应代表着中华民族
血脉相连的文明联结，必将根植在学生
内心深处”。

北京海淀区枫丹实验小学跨越3000公里开展南水北调主题实践

在山河画卷中知国情开眼界

本报记者 周洪松 通讯员 张桐

15岁徒步百公里拉百斤煤，16岁
参军勤补文化知识，18 岁野营拉练负
伤前进拿到第一名，25 岁赴唐山地震
灾区一天打两口水井创纪录⋯⋯河北
省邢台市临西县玉兰小学大礼堂内，
全国劳动模范、东留善固村关工委主
任吕廷祥向学生讲述个人成长经历。

近年来，玉兰小学充分利用本地
资源，通过邀请劳模作报告、走进吕

玉兰纪念馆参观和春季远足研学等活
动，学习吕玉兰爱家乡、建设家乡的
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在吕玉兰纪念馆前，玉兰小学组
织五、六年级师生开展了学校第七届

“春游·故乡·理想”远足研学实践活
动。出发前，学生肃穆列队，向吕玉
兰塑像敬礼献花、庄严宣誓，国旗下
齐唱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队伍出发，穿过玉林新生态林、
参观过中共临西县委党校后，学生们

来到了香城固伏击战烈士陵园。
“激战 8 小时，歼敌 250 余人，生

俘8人，烧毁汽车8辆，缴获四一式山
炮 1 门、九二式步炮 2 门、迫击炮 1
门、长短枪 100 余支⋯⋯”提起香城
固伏击战，吕廷祥如数家珍。

“香城固战役的精神是：忠诚使
命，敢于亮剑，善谋善为，勇于胜
利。”邱县作家协会主席潘永生讲解了
战役的详细经过，将红色信仰的种子
悄然埋进学生心底。

走出陵园，沿着老沙河北岸来到一片
树林，这便是当年香城固战役的主战场。
师生席地而坐开始吃午餐，虽然只有馒
头、咸菜和白开水，但坐在这片饱受战火
洗礼的土地上，遥想抗日英雄艰苦卓绝的
奋战历程，“忆苦饭”变得格外香甜。

回程途中，学生们来到无名烈士墓
前。“两位无名烈士抛头颅、洒热血，
牺牲在抗日前线，村民为纪念他们修建
了无名烈士墓。”玉兰小学少先队校外
辅导员冯占臣介绍后，学生们上前献花
鞠躬。

“此次活动加深了学生们对本地历
史英模的了解，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激发了爱国主义精神，懂得了感恩先
辈，充分认识到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
谋幸福的人，才是最可敬的人。”玉兰
小学校长乔培服说。

河北临西县玉兰小学利用当地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在 研 学 路 上 学 历 史 敬 英 模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余杏 邓东京

马上就要毕业了，长沙师范学院科学教
育专业大四学生韦妍妍对于找工作并不担
心：“我已在广东一所学校实习了一年，学
校对我的教学能力比较认可，毕业后我可以
直接去上班。”

2016年，长沙师范学院瞄准小学科学教
师短缺问题，开设科学教育专业。如今，招生
人数从当年的每年50人，增加到150人。

8 年来，学校多路径探索解决高素质科
学教育师范生培养难题，毕业生广受欢迎，
学生初次就业率达 92％，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总体满意度达 91％，目前已有 500 多名
科学教育专业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
各地讲坛，成为未来科学的“播种者”。

路径一：学科与学科融合，打
破科学素养瓶颈

高素质的科学教育师范生培养难在哪
里？长沙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刘
晓霞告诉记者，最关键的就是课程设置。

“科学教育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交
叉综合学科，要求教师具备广泛而深厚的科
学知识储备，能够跨学科进行教学，光具备
物理、化学、生物等单一学科知识还不行。”
刘晓霞说。

为解决这个难题，长沙师范学院先后引
进 3 名教授、9 名博士，涵盖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环境科学、人
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组建跨学科素养型专业
教师团队。

有了坚强的师资队伍作支撑，长沙师范
学院构建了多门融合性课程，比如“生活中
的科学”“小学科学实验研究”等。

以“小学科学实验研究”为例，教师们不
仅教科学实验基本知识，还将各学科融会贯
通，将课程内容与保护自然、爱护环境、大国
工匠精神、科技强国等方面内容有机融合。

“我们的考核方式不是做一张试卷，而
是要学生做一个教具，将整个课程中学到的
知识立体化呈现。”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李
文娟说。

路径二：学习与赛事融合，打破创新思维瓶颈

走进长沙师范学校初等教育学院教学楼，“科技感”扑面而
来，能歌善舞的机器人、一键“触发”的演示屏、3D打印机⋯⋯

近年来，学校先后投入 1000 万元，建设儿童科普与科技创新
实验中心、科学教育综合实验中心、智慧教学实训中心和师范生职
业技能实训中心，各类教学仪器设备增加至800多台套，办学条件
得到显著改善。

但是，要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有先进的装备还远远不够。如
何破题？

“近年来，我们学院将创新创业教育、学科竞赛、课程教学有
机融合，注重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这对未来的小学科学
教师来说非常重要。”长沙师范学院副教授、科学教研室主任周硕
林说。

学校建设大学生创客教育师资培育中心，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科
技创新活动。近年来，学生在省级及以上竞赛中获奖90余项。

大三学生谭甜甜在第十一届全国科学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
创新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她说：“通过这次比赛，我不仅夯实了专
业基础，更在磨砺中不断提升了自己的创新能力。”

路径三：学校与社会融合，打破实践能力瓶颈

“科学教育强调动手实践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教
师不仅要有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实验设计和操作的能力。”长沙
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院长郭子峰说。

学校积极搭建科教融合平台，在全省遴选建设 24 个实习见习
教学基地，采取“见习、研习、实习、本科毕业论文”一体化的实
践培养体系；面向长沙县所有小学开放儿童科普与科技创新基地，
提供科普教育讲解服务；组建科学教育专业师生志愿服务团，开展

“三点半”科技课堂课后志愿实践活动 90 余场，服务人数 2400 余
人次⋯⋯

2022 年，长沙师范学院组建“知否科普社团”，开展幼小衔
接趣味启蒙科技活动，目前已开课近 30 期，深受小朋友和家长的
喜爱。

大三学生龙文迅是“知否科普社团”的一员，他说：“和学龄
前儿童打交道，不仅提升了我的专业能力，也无形中提升了我对课
堂的管理能力。”

长
沙
师
范
学
院
多
路
径
探
索
解
决
科
学
教
育
师
范
生
培
养
难
题—

—

培
育
高
素
质
的
未
来
科
学
﹃
播
种
者
﹄

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 近半年
来，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包
装工程系学生每天早出晚归，来到青浦
的工厂里津津有味地“造石窟”。

他们参与的是学校与上海印刷集团
合作的现代学徒制项目——复刻新疆克
孜尔石窟。参与项目后，学生们发现，平
日里觉得“挺普通”的专业技能，竟然能
在中华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发挥大作用。

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文化遗址，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
于世，与敦煌莫高窟同享中国“四大
石窟”之美誉，2014 年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同年，上海印刷集团与新疆
龟兹研究院联合开展克孜尔石窟的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

近年来，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积极开展校企共育，推动学生走进企
业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重在培养学生
的实际操作能力、职业素养和综合能

力。复刻克孜尔石窟项目是该校印刷包装
工程系承担的上海市第七批现代学徒制项
目，学生们跟随“上海工匠”学本领，通过实
践参与加深对印刷技术、艺术史和文化保
护的理解。

复刻壁画画面，将石窟“搬”来上
海青浦，就是利用 3D 打印与数字印刷融
合技术还原千年石窟。学生们运用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现代印刷技术，对
这些壁画进行高精度的复刻，形成数字

档案，不仅有助于保护原始艺术品免受
环境和时间的侵蚀，还能让复制品在不
影响原始艺术品的情况下进行展示，让
历史文物之美传播给更多人。

在师傅的指引下，学生们一丝不苟地
钻研数码印刷的复制工艺，用软件对壁画
的颜色和边缘形状进行细致调整，用大平
台扫描仪处理图像进行色彩管理，用多色
高保真喷墨打印机在特殊的绵纸上进行输
出，最后将打印好的壁画完美贴合到石窟
墙壁上，每一道工序都需要严谨细致。仅
一个裁纸工序，学生们练习了整整一个星
期才达到师傅的标准。

对于学生范浩岳而言，最大的收获是
对工匠精神有了切身的体会：“跟师傅们
学习了很多，尤其是工作的态度要像老工
匠一样，希望把工作做到极致。”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教学

跟着能工巧匠数字还原千年石窟

本报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顾涔

“大家好，我是江城老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请来了一位
嘉宾⋯⋯”前不久，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系摄影教师
江城制作了“图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第60期纪念五四运动特辑。

江城打造的“图说党史”思政“微课堂”深受学生喜爱，学生
们通过短视频学习，一边了解老照片背后的党史故事，一边提升课
内所学的摄影技术。

“通过摄影语言、摄影构图来解读这些老照片，可以真实地再
现照片所处时期的生活场景和历史感。”作为一名专任课教师，在
摄影课的案例教学中，江城发现学生非常喜欢拍摄，但是对于老照
片中的历史背景并不清楚。

“最初产生做‘图说党史’的想法是在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我发现可以通过口述历史，让老照片‘活’起
来，吸引更多的学生沉浸式地了解历史。”江城回忆道。

为了赢得年轻人的喜爱，他选择了短视频的传播方式。“一开
始摸不着门路。照片如何选择？史料如何收集？如何确保史料真实
性？”⋯⋯江城一点点从头做起，通过翻阅大量书籍查找图片、参
观博物馆了解史实、形成脚本、完成录制和剪辑，终于在 2023 年
6月23日制作完成了第一条“图说党史”视频。

带着对教师职业和摄影专业的敬畏，江城将“摄影与图片处
理”课程建设成为省级一流课程，他也被评为 2020 年宁波市课程
思政优秀教师。“我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希望能够把教书育人的
工作做好，让课程思政盐水相融，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学生的道路自
信、文化自信。”江城说。

“图说党史”系列短视频饱含着江城对历史的热爱。“把思政元
素融入专业课程，首先自己要以身垂范，讲出真情实感，学生才能
认可、接受。”江城说。

浙江万里学院

教师打造“图说党史”思政“微课堂”

通讯员 黄钰璇 杨曼潮
本报记者 刘盾

“20 公里不算什么，相信我们一定
能够拿下！”在学生们的一声声加油打
气中，深圳市罗湖区教科院实验教育集
团“二十公里远足拉练”毕业纪念课程
拉开帷幕。一面面写有“万山无阻”“坚
毅勇敢”等字样的彩色队旗迎风飘扬，
格外亮眼。

日前，来自罗湖区水库小学、泰宁
小学、碧波小学、布心小学和淘金山小
学 5 所学校的 1432 名六年级毕业生和
518 名教师、家长义工组成远足队伍，
踏上 20 公里的远足之路，用脚步丈量
成长，完成毅力和体力的双重挑战。

“二十公里远足拉练”毕业纪念课
程是深圳市力推人才贯通培养、促进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这是一次
人生的远足，一次属于孩子们的人生课
程。”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发展学院

院长叶文梓说。
为确保安全，罗湖区教科院实验教

育集团制定了详细的课程实施方案，并
组织学校行政团队、校医和家长义工，
先后3次到现场提前踩点。

此次活动还分别在6公里、10公里、
15公里处设置打卡点，附近均设有补给
点和临时医疗站，配备充足的医护工作人
员、应急药物和仪器设备，保证沿途的特
殊医疗救护。全体师生和家长义工都参
加了安全自救互救演练，做好行进过程中
的安全防护。

前置课程在集团学校同步开展。
学校利用早操、体育课、体育大课间等
时段，进行系统性体能训练。通过开展
主题活动和综合课程，学校向学生讲述
深圳水库历史和深圳原生态绿道文化，
并传授远足注意事项、安全常识，提高
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毕业礼物，为我们
的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出发前，

学生们流露出对此次旅程的期待。他们
组建互助小组，查阅资料和准备所需物
资，忙得不亦乐乎。

“早在去年年底，我们集团就开始
筹备‘二十公里远足拉练’毕业纪念课
程，希望培养学生自信、互助与坚强的
品质，给他们留下终身美好回忆的同
时，为人生的远足奠基。”罗湖区教科院
实验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朱先
云说。

爬行的昆虫、掉落的种子、茂密的
植被⋯⋯漫步在绿道，沿途的自然环境
激发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拉近
了他们与大自然的距离。一次小小的
发现，足以让他们的疲惫一扫而空。学
生们俯身驻足，教师和家长义工们耐心
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潜移默化中
开启了生动的自然课堂。

“我们班厉害的同学已经收集了满
满一袋垃圾！”一路上，学生们主动担当
起“环保卫士”，他们提着垃圾袋清理自

己产生的垃圾，同时将沿途看到的垃圾
拾起并丢进垃圾桶，践行“走过不留痕”
的环保生活方式。

行走20公里对六年级孩子来说并
非易事。在多次短暂休整后，学生们自
发唱起歌曲、扬起队旗，鼓足干劲向下
一段路程行进。15 公里的行走后，学
生们领取到了一枚代表勇气与毅力的
勋章。

“这次远足是我小学六年来最难忘
的经历，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我体验到
了成功的喜悦。”第一个抵达终点的学
生旗手胡歆瑶感触颇深，“在行走的过
程中，我有时感觉坚持不下去，幸好有
互助小组组员的鼓励，才能共渡难关。”

“我的女儿一直非常期待今天的远
足，我也很支持她。”现场的家长义工代
表郑莹莹难掩欣喜地分享道，“我看到
了孩子的辛苦和付出，也看到了孩子在
挑战中的成长和收获，这些都是在教室
和书本上无法学到的宝贵经验。”

深圳千余名六年级小学生完成二十公里徒步拉练——

用脚步丈量成长 为人生远足奠基

本期主题：行走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