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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日，市实验幼儿园邀请市妇幼保健院护士张文兮走进校园，以“守护健康的小天使”为主
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健康教育课。 彭 钰 摄

② 4月11日，许慎小学组织五年级学生到许慎文化园开展春季研学活动。图为学生在学习中国传
统礼仪。 董威远 摄

③ 4月10日，漯河实验高中第四十届春季运动会在该校西操场拉开帷幕。图为运动会比赛现场。
张路洋 摄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近
年来，漯河二中充分利用校园宝
贵历史文化资源，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的育人功能，全力打造
学校“大思政课”育人新高地，
不断推动学校“大思政课”体系
建设。

漯河二中有东西两个校区。
西校区建在抗战胜利时日军投降
仪式举行原址、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成立大会及
渡江战役誓师大会召开原址上。
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该
校思政课建设提供了丰富而生动
的素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

学校结合自身实际，组建了
以校党总支书记吴金涛为组长、
校长梁旭跃为副组长的思政教育
领导小组，多次召开思政专题会

议，安排部署有关思政建设和教
学相关工作。该校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严格按国家
课程标准开齐开足“道德与法
治”课程，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特
点设计课程，及时更新教学内
容，增强学生的志气、骨气、底
气。

重视思政教师队伍建设，
打造一支高素质思政教师队
伍。学校以“教职工学习日”
为依托，建立了思政课教师培
训体系。积极建设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资源库，通过集体备
课、团队协作、教学研讨，制
作精品课件、精品教案、一手
文献资料、音像资料、经典图
片等数字化教学资料，实现优
质思政课教学资源的共享。多
名教师在各级教学技能竞赛、
优质课评选等活动中取得优异

成绩。教师们积极参与课题研
究，撰写教学论文，教学能力
和科研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
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
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的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

“思政课堂”是思政教育的
核心阵地。思政老师们始终聚焦
内容深耕与形式创新。在内容
上，深挖教材精髓，将抽象理论
融入生活点滴，比如讲“社会公
平正义”，引入校园评优案例，
引导学生直观感知公平内涵。形
式创新上，打破“满堂灌”，开
展“新闻时政播报+点评”，学生
化身“小主播”分享时事，在分
析中深化理解；组织“红色剧本
杀”，沉浸式体验先辈奋斗历
程，激发情感共鸣，让思政课堂
有料且有趣，夯实育人根基。

树立全校“一盘棋”思想，

统筹上好“大思政课”。老师们将
思政课与各学科深度融合，和历
史学科共研文明传承脉络，彰显
文化自信；与物理学科共同剖析
科技突破背后的创新精神，使思
政“润物无声”渗进知识讲授；
携手班主任，将思政融入班级日
常管理，“每周一星”树榜样展品
德风采，推动“全员思政”落
地，让每名教育者皆成思政“播
种者”。

该校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将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日
常生活。开办“红色讲堂”“红
色广播站”，传唱红色歌曲，观
看红色电影，挖掘红色革命文
化资源，引导广大学生增强文
化自信，赓续红色血脉。学校
充分利用自身的红色历史资
源，从新生入学开始，开展校
史校情教育，传承学校红色基

因，厚植家校情怀；利用重要
节庆、借助时事热点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如国庆期间举
办“盛世中华”展览，让思政
教育与时代发展同频；举办校
园红色文化讲解员选拔大赛，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讲解漯河二
中的红色故事，学校爱国主教
育基地每年接待校内外中小学
生、各社会团体50多次，讲解
员利用课余时间向我市中小学
生宣讲红色文化，培养青少年
的爱国情怀，让红色文化深深
扎根于漯河这片沃土。

此外，该校还积极组织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走进敬老
院、社区服务中心、烈士陵园、
博物馆以及到竹沟、南街村、许
昌、开封等地开展研学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增强社
会责任感。

漯河二中

善用红色资源 上好“大思政课”

■朱建人
近段时间以来，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纷纷出台旨在增加学
生闲暇时间的相关规定。从延
长中小学课间，到落实高中生
双 休 ， 再 到 倡 导 学 校 放 春 秋
假，政策出台频率之高、要求
之明确、目标之一致是前所未
有的。这一连串的举措均指向
学生学习时间的解放，指向对
学生主体发展的积极引领，以
期让学生在自由、自主条件下
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这是顺
应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教育改
革的必然需要，也是教育在应
对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
世界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然而据笔者观察，在现实中
这样积极的政策导向偏偏很难在
教育的实际操作中落地——家长
对此持反对意见者不在少数，学

校持观望态度者比比皆是。更有
一些博主怀揣各种心思，通过制
造焦虑，将民众的认知带入沟
里。比如，某个有着大批拥趸的
网络大咖在自媒体上疯狂叫喊

“高中只要双休，全完蛋”。依照
这个博主的逻辑，学生一旦放松
下来，再想要重新回到那种高度
紧张的学习状态，就会变得异常
艰难。此外，有一些专家的观点
虽没有那么极端，但也认为学生
不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担心

“双休”可能变成“放羊”。
从上述种种观点来看，撇开

相关制度举措尚待完善等问题不
谈，若从文化因素加以考察，时
下学生难以真正获得应有的自由
支配时间的基本缘由，就是学校
与家长习惯了对学生的“不放
手”与“不放心”。究其根本，
正是对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

展的忽视。当下教育改革已经触
碰到有关人的发展问题的敏感区
——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
我们是否还在热衷于让人越来越
像机器的教育？教育的责任是依
然通过无休止延长学生的刷题时
间，以拼出考场上的赢家，还是
积极去改变教育内卷的现状，让
学生在未来真正立足于社会，做
自己生活的主人？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
在 1921 年的 《中学教育实验之
必要》 一文中提出：“要想审查
现今中学的成绩，必须先将我
们 希 望 于 中 学 教 育 的 分 析 出
来，然后方有立论的标准。我
觉得中学生毕业之后，若不升
学，应有下列之要素：一、应
付 社 会 环 境 所 必 需 之 人 格 。
二、制裁天然环境所必需之知
识技能。三、生利所必需之知

识技能。四、消闲所必需之知
识技能。”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
读：在陶行知先生看来，站在
基础教育的出口处，中学毕业
生应该是能够融入社会、具有
生存技能和科学常识、可以自
食其力、有着良好生活趣味的
人。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当下
学校教育的实际效用，恐怕并
未过时。

那么要让学生真正具备上述
能力和素养，拥有自由支配的时
间便是前提条件——学生身心的
健康成长需要借由此来调适，学
生的人格发展需要借由此去演
进，学生生存所需的生活技能需
要借由此去培养，学生的探究精
神需要借由此去激发，学生的个
性特长需要借由此去习得，学生
的创造禀赋需要借由此去孕育，
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行动能力需要

借由此去获得，而学生良好的休
闲习惯只有在自由支配的时间中
才能养成……诚如陶行知先生所
指出的那样：“把儿童全部时间
占据，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
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
人时，即使有时间，也不知道怎
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
由此可见，学生拥有多少自由支
配的时间，恰恰是观察当下基础
教育改革实际效能的一个风向
标。那种主张把学生封闭在学校
中加以全方位管控的言论，完全
是背离时代潮流的谬论。每一名
教育者都应当以舍我其谁的强烈
责任感与使命感，去勇敢自觉地
做教育改革的开路先锋，大胆实
施陶行知提出的“六大解放”，
真正让每一个学生在自由、自主
的环境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发展。

据《浙江教育报》

让学生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付吉娜
新接了一个班的数学课，学

生们成绩都挺不错，他们也都挺
好学。因此，开学第一周我就和
学生们打趣说：“你们有希望成
为我在这个学校教得最好的一个
班。”

学生们因我这句话倍感振
奋，学习数学的热情高涨。在这
良好的氛围中，我继续说：“你
们毕业后，要记得经常回来看看
老师。”

学生们兴奋地回应着。我却
听见一个男生悠悠且很严肃地
说：“我才不回来看老师呢。”

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个虎头
虎脑的学生Z。我虽然只带了他们
一周，但是这名同学给我的印象挺
深的。他开朗乐观，特别喜欢踢足
球，偶尔还会跟我开开玩笑。

“那是为什么呢？你不是对
我们挺好的吗？”

Z紧紧抿着嘴，过了几秒，
像是做好了准备才开口：“这个
学校的老师我不喜欢。”

虽然他出言不逊，但是我相
信一个人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一定
是有原因的。喜好如旷野里的一
朵小花，有它独自开放的自由。

又过了一周，课堂上Z主动

要求发言，我当然不想错过这个
机会，请他回答。然而，Z答错
了，只听到一片嘲笑声。

“你们为什么要笑他？答错
很正常。”

“老师，他数学很差的，你
还不如不叫他。”

“我不觉得他差。”
“我数学是很差的。”Z不以

为意地解嘲着，轻松的样子让我
觉得特别心酸。

我心底涌起一股怒火，严肃
地对学生们说：“我不准你们说
自己差。”

课堂瞬间安静下来，学生们

的神色变得凝重，听得也分外认
真。我的语气缓和下来：“如果
你们说自己数学学得差，那不就
是否定我的能力吗？所以只有我
可以评判你们差不差。如果我没
说谁差，那谁都不能说自己差。
大家听明白了吗？”

说完我看着Z，他眼里竟闪
出一丝泪光。那一刻我知道，哪
怕是长在冬天旷野里的野花，只
要有一缕阳光，也一定会感受到
温暖，长得更为茁壮。

第一次数学单元测试，Z考
了80多分。当学生们听到这个分
数的时候，不禁给他鼓起掌来，

他竟然害羞地看看周遭，用微笑
表示谢意。然后，他站到我身边
说，他的理想是考上北京体育大
学。

我为他加油。
期末数学模拟考他得了 89

分，他和足球队的小伙伴、和同
桌、和我说：“再多1分，我就
90分了。”

“今天开心吗？”
“嗯。”
看他温柔回答我、不敢造次

的样子，我心里微笑着。“你数
学差吗？”我也报之以温柔。

他睁大了眼睛，仿佛在吃惊
我还记得当初他说自己数学差。

“不差。”他郑重地回答道。
“那毕业后会回来看我们

吗？”
“会的。”他的回答十分笃定。

不准说自己是“差生”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近
日，河南省第十八届青少年科学
素质大赛获奖名单公布，漯河四
高荣获优秀组织奖，7名参赛学
生荣获中学组竞赛三等奖。

河南省第十八届青少年科学
素质大赛由省科协、省文明办、

团省委主办，旨在推动全省广大
青少年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
能力，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使
青少年树立“学科学、爱科学、
讲科学、用科学”的理念。大赛
于2024年 4月 15日至 11月 10
日举办。

河南省第十八届青少年科学素质大赛获
奖名单公布

漯河四高获奖

尊敬的赵伊坪爷爷：
您好！
我是一名小学生，近日了解

了您的事迹，内心深受触动。借
此信，我想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
与感激。

您的一生，是砥砺奋斗、无
私奉献的一生。在宣教领域，您
潜心钻研，成果丰硕；在国家与
民族危难关头，您更是挺身而
出，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您让我
明白，个体的力量或许渺小，可
一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
连，便能汇聚成磅礴之势，迸发
出无尽能量。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您
用一生践行着这一伟大理念。不
仅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勇攀高
峰，更将所学付诸实践，不断探
索创新，为国家科技进步与社会
发展倾尽全力。从您身上，我深
刻领悟到，读书绝非只为个人成

长，更是为了国家繁荣、民族昌
盛。

在这里，我想真诚地向您道
一声：谢谢！感谢您为我们树立
了光辉榜样。您的事迹，将如灯
塔长明，激励着我们在求知路上
不断追求真理、勇于探索，为国
家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贡献力
量。

您虽已长眠，但您的精神如
璀璨星辰，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会永远闪烁在沙澧大地，您才是
我们应该追的星！我定当传承您
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懈奋斗！

再次向您致谢！
此致

敬礼

漯河市实验小学六 （2） 班
学生：关佳鑫

2025年4月4日
辅导老师：安香月

给赵伊坪爷爷的信

■市实验小学六 （1） 班
陈思安

推开洛阳博物馆厚重的玻璃
门，看见大厅穹顶上盘旋的青铜
飞鸟浮雕，仿佛能触摸到千年时
光的脉动。那一刻，我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还是一
扇通往古老文明的时空之门。

第一课：泥土里的星辰
在“河洛文明展”的展柜

前，我的双脚仿佛被地板吸住，
挪不开半步。仰韶文化的彩陶盆
上，褐红色的波浪纹像被远古的
风吹皱的湖面，那些五千年前的
手指印还留在陶土边缘。讲解员
说，这些图案可能是先民们观察
到的银河。我贴着玻璃数陶罐上
的星星点点，原来我们的祖先早
已将宇宙描绘在陶罐之上。

第二课：铜绿中的密码
转过一个拐角，三尊西周青

铜鼎拦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尊
内壁刻满锈迹斑斑的文字，这些
文字像一群被困的小蚂蚁。当看
清这些文字时，我几乎要惊叫出
声：那些歪歪扭扭的“子”

“月”“王”字，竟和语文课本上
的甲骨文插图一模一样。我仿佛

在青铜器冰凉的金属光泽里，看
到拿着刀的古人认真刻写着他们
的故事。

第三课：裂痕里的微笑
二楼的佛像展厅光线昏暗，

一尊北魏的菩萨像静立在角落，
石雕的衣褶像被风吹起的轻纱，
可她的脸庞却布满蛛网般的裂
痕。正当我替她难过时，忽然发
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抹慈悲
的微笑始终悬在她的唇边。破损
的右手指尖微微翘起，仿佛下一
秒就会继续完成那个中断千年的
拈花手势。原来有些美，连时光
都舍不得完全带走。

夕阳斜照，回望身后那座
巨大的方鼎形建筑，忽然觉得
它像一本立体的历史教科书：
陶片是散落的页码，青铜器是
烫金的标题，而那些残缺的佛
像大概就是被无数双手翻阅后
留下的折痕吧。这堂没有黑板
和课桌的历史课，让我读懂了
文明最动人的模样——它不是
玻璃柜里冷冰冰的展品，而是
我们踮起脚尖与时光对望时，
心头颤抖的共鸣。

指导老师：张亚黎

博物馆里的课堂

本报讯（记者 李文娇） 4
月 16日，河南省食育工程区域
发展共同体组长单位（漯河市实
验小学）引领交流活动启动仪式
在市实验小学举行。市教育局、
各县（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全省食育工程区域发展共同体成
员学校的负责人，市属各中小学
主要负责人等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上，市实验小学、
郾城区实验小学、郾城小学相关
负责人分享了各自学校食育教育
的实践经验。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加活
动人员参观了市实验小学、郾
城区实验小学和郾城小学的食
育教学成果。近年来，在省教
育厅的部署下，市教育局积极
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参与食育工
程区域发展共同体建设，不断
深化青少年儿童健康教育改
革，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打
基础。目前，以漯河市实验小
学为组长单位的食育工程区域
发展共同体涵盖19所小学，分
布在全省6个城市。

汇集食育智慧 推动区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