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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政治课教学，大多理论

性较强、与学生的生活有一定距离，

针对性不够，教学中缺乏交流与互

动，有些还停留在“听到”，没有落实

到“做到”，也无法让学生“得到”的层

面……有些课堂仅以讲台为中心的

“问答式教学模式”只注重知识的单

向传授，而在情感的流露，内心世界

的表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身教缺

乏感染力，言教缺乏说服力。我校始

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八个相统

一”思想为指导开展思政课改革创新

工作，不断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影

响力，使思政达到“激发、唤醒、鼓舞”

的效果，真正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

温润心灵的育人作用。

一、向“自省三问”要动力
为了引领思政课始终做到思想

上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

得上表，在行为上与培养社会主义合

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跟得上

趟，我们发起了理念三问：我的岗位，

唱响了立德树人的主旋律了吗？我的

工作，奏响了四个自信的主题曲了

吗？我的课堂，吹响了改革创新的集

结号了吗？通过理念三问，实验滨海

学校教师认识到使思政课必须做到

三个“SHI”合一。即讲理论要言之凿

凿，做到眼中有“是”，讲思想要语之

润润，做到心里有“事”；讲政治要情

之切切，做到手上有“势”，结合党的

创立、发展和领导核心作用，使学生

明白“红旗为什么这样红”，结合祖国

的巨大成就，使学生明白“红旗就是

这样红”，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学生明白“红旗

永远这样红”。

为了始终绷紧师德这根弦，引领

思政教师铸师魂、练师功、磨师艺、树

师表，我们倡议了师德三问：“作为思

政人，我是国家的赤子吗？作为教育

者，我是学校的才子吗？作为好党员，

我是社会的骄子吗？”经过反思，老师

们认识到：思政教育，不是空洞的说

教，也不是片面的管教，而是贴心的

身教。

为了激发教师在觉悟提高上做

加法，在职业倦怠上做减法，在工作

效果上做乘法，在学习负担上做除

法，我们提出了备课三问：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理论，我有知识空白吗？对

全面推进课程改革，我有能力弱项

吗？对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我有经

验盲区吗？

日日三省吾身，已经成为我们学

校思政教师人人具备的修养、人人遵

循的准则、人人养成的习惯，成为了

我们学校的文化基因、价值导向和学

校风尚，扪心三问，问出了忧患，问出

了差距。思政教师的站位更高了、视

野更宽了、眼光更远了。

二、向“心灵互动”要活力
多年来，在不断的实践、比较、验

证中，实验中学滨海学校发现了一个

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心灵互动

式教学方式。教师变单向输出为双向

交流，由情入理，情理交融，实现心与

心的契合、情与情的悦纳，形成师生

的情感合力。情感渗透、艺术引导、情

境体验、躬身力行“四位一体”是心灵

互动教学行之有效的途径。创设氛围

让学生自己体验、探索和顿悟，尊重

学生的内心体验，满足学生的精神追

求，做到让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

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用自己的方式研

究，实现师生间的思想共享和情感共

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不但理解

了别人，发现了自己，还在思维碰撞

中形成了共识，在交流沟通中消除了

偏见，形成了教师“你情”与学生“我

愿”相结合、“教育频道”与“需求频

道”相结合、“抓眼球”与“开脑洞”相

结合、“讲下去”与“听进去”相结合、

认真教的标配与用心教的高配相结

合、觉悟“高得上去”与身段“低得下

来”相结合、不但可以完成教学任务，

达成育人目标，而且进一步增强了青

年学生的“四个自信”，思政教师纷纷

表示“总书记关心的就是我们尽心

的”“党中央在意的就是我们注意

的”、“国家期望的就是我们守望的”。

三、向“多彩活动”要潜力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

其心。”立德树人的工作实效，大都起

源于情感，加深于理解，巩固于反思，

落实于行动。我校经过一系列论证，

确定了思政课活动的六部曲：即活动

规划要长计划、短安排、细准备；活动

准备事前论证会、事中协调会、事后

评估会；活动组织突出有主题、列专

题、立课题；活动体验突出到实地、

看实景、察实情；活动访谈突出访真

人、聊真事、涌真情；活动效果突出

感动一阵子、激励一下子、铭记一辈

子。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多项社会考

察活动：既有赴蓟县贫困山区慰问

的农村体验之旅，又有赴空客A320、

天津纺织博物馆、达仁堂药业考察

的工业考察之旅，还有赴北京参观

红军长征精神教育展的红色学习之

旅，参与学生总计可达 500 人次。组

织学生在学校周边地区义务献爱

心，慰问老教师、老一辈革命者，坚

持多年到老年公寓劳动。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学

校的思政课教学面貌发生了较大的

改变。课堂“变样了”、评价“变式了”、

考试“变脸了”，学生们在思维碰撞中

形成了共识，在交流沟通中消除了偏

见，形成了学生乐学、易学、活学、会

学的面貌，老师们从教改中也体验到

了幸福。

宜宾市叙州区建国实验小学集团下

辖一校三区，党委下辖 4 个党支部，党员

116人。近年来，集团积极探索“党建+”模

式，促进办学水平不断提升，被评为“宜宾

市党建示范校”“四川省新时代爱国主义

教育实践基地”。

一、“党建+红色教育”打造红韵校园
建国小学创建于1945年，是地下共产

党员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为

目标而创办的。学校赓续红色基因，凝炼

出“红色魂 书香人”的办学理念，铸就“红

韵映书香”党建品牌、“红韵书香”文化品

牌。教学楼前陈列着首任校长陈尚芳和韩

秉炀的塑像，校门处汉白玉石上镌刻“红

韵书香”四个大字，打造“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为主题的红韵长廊。学校

处处洋溢着以“红”育人，以“文”化人的氛

围，引领师生争做“红教师”“红少年”。

二、“党建+组织建设”筑牢红色堡垒
学校构建“党委——党支委——党小

组”三级党建工作链，13个党小组均建立

在学科组，党小组长兼任学科组长，构建

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管理体系。学校党

支部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党建+师资建设”铸就红韵队伍
一方面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党委

领导的集团总校长负责制，坚持党委会、

党政工联席会制度，实施校级领导“AB”岗

工作制，不断提高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8

个班子成员分别获市、区先进教育工作

者、优秀校长，其中四川省名师工作室宜

宾工作站领衔人一名、全国课改优秀校长

一名、区名校长一名。

另一方面抓好党员教师队伍。集团党

委积极探索讲、学、研、带、做“五步工作

法”，讲，即讲座。依托专家和党员两个主

体，利用“红韵大讲堂”定期开展专题讲

座。学，即学习。主要有集中学、自主学、创

新学三种形式。研，即研讨。以党支部为单

位，开展每月一主题研讨活动，结合时事、

工作实践等开展交流。带，即帮带。落实把

党员培养成教育教学管理骨干教师，把骨

干教师培养成党员的“双培养”机制；开展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工作，以优带新促

进青年教师成长。做，即行动。开展“四个

一”活动，即每周推出一节党员公开课、每

月推出一位身边的好党员、每月开展一次

主题党日活动、每人每学期参加一次党员

志愿服务。先后培养省市区骨干教师 57

人，有20余名教师在省内外作交流。

四、“党建+五育并举”构建课程体系
党建+德育一体化——构建“一仪一品

一活动”的“红韵”课程，“一仪”即“红韵十

礼”“成长三礼”，“一品”即“121”特色班级

文化建设课程，“五个一”活动即“每日一

诗”诵经典，“每周一剧”追“红”星，“每月一

比”塑“红”娃，“每期一评”育“红”班，“每年

一纪”传红志的“五个一”育人工程。让红色

文化入脑入心，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党建+智育一体化——构建“一课一读

一思辨”的“书韵”课程，积极探索“韵致课

堂”改革，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成效显著。

党建+体育一体化——构建“一团一

跑一比赛”的“勤韵”课程，积极开展“红韵

杯”运动会、“红星杯”篮球赛、红韵大课

间、社团等活动提升师生身体素质。

党建+美育一体化——构建“一展一

演一社团”的“雅韵”课程，以“尚芳杯”艺

术节、“秉炀杯”书画展、各类艺术社团等

陶怡师生艺术情操。

党建+劳育一体化——构建“一班一

园一实践”的“耕韵”课程，以“微智园”、班

级窗台小绿地、公区、家庭社区实践活动

为抓手，组织师生开发劳动实践课程，全

面发挥“以劳树德、以劳健体、以劳益美、

以劳创新”的育人功能。

五、党建+教育科研，探索研究路径
集团各校区将校本研修、课题、课程

融合，积极探索“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

在党员教师的引领下扎实开展校本研修。

《小学阶段非连续性文本群文阅读课程资

源建设的实践研究》等20余个省市区课题

结题，现有《基于学校校史的红色文化课

程构建实践研究》等9个省市区在研课题，

1课题成果获四川省一等奖。

六、“党建+学校文化”打造红韵品牌
校本部以“红韵文化”为核心，长江路

校区以“长江文化”为核心全方位打造优

质品牌，金沙江校区践行“上善若水 自强

不息”理念，着力培育“水”文化，以此促进

三校区错位发展、差异发展、形成集团“红

江水”品牌。

建于1945年的自贡市自流井区

塘坎上小学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立师

德、正师风，全面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5443”工作法。

一、“五学”强化思想引领，校准
“指南针”

“党课学习+”互动学。变单向交

流为双向互动交流，变满堂讲为讲练

结合，变枯燥沉闷的被动学习为生动

愉快的主动学习，将政治理论、党章

党纪等采取互动问答、有奖抢答、知

识竞赛、故事讲述、演示演讲、解析分

享等多种形式融入支部书记讲党课

中，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网络推送”灵活学。利用网络平

台推送学习内容，党员、教师灵活安

排，将学习体会感想提交网络平台，

学习工作两不误，提高学习效果。

“美文鉴赏”推荐学。鼓励党员向

总支推荐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党性

教育元素的美文，引导党员阅读。

“点赞模范”激励学。“晒一晒”，

教师“晒一晒”自己在工作、学习和生

活各个方面的好做法，相互勉励、共

同进步；“赞一赞”，把身边人的闪光

点生动地展现出来，用身边人说身边

事，更具可信度和感染力。

“师德展演”活泼学。每学期举办

“师德剧”展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教师自编、自导、自演，把师德教

育由领导讲变为众人演，由枯燥灌输

变为生动体验，让党员教师在体验式

学习的过程中，深刻反思、产生共鸣。

二、“四纵四横”强化制度建设，
立好“定盘星”

严格落实党总支书记和校长为

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

订《建立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的实施意见》《师德师风考核办法》等

制度，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提供坚强

的制度保障。

通过“四纵四横”工作模式，把学

校党建和师德师风建设深度融合。

“四纵”，即每名总支委员具体联系一

个处（室）、党小组、教研组和年级组，

使党建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植根于

学校工作各方面、各环节。“四横”，即

每名党员根据所任学科、所在年级等

实际情况，联系一个年级组、教研组、

班级和一名普通教师。每名党员既承

担党建责任，又承担联系班（组）、普

通教师任务，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三、“三大工程”聚焦能力提升，
涵养“硬功夫”

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崇高使命，

必须严守师德、身正为范，时时刻刻

做好表率，同时必须具备与推进教育

现代化相匹配的教书育人能力素质。

学校聚集专业能力提升，建立健全高

标准、多梯级、系列化的教师成长发

展体系，开展“三大工程”，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推动教师成为智慧课堂的

研究者、引领者、实践者。

一是名师领航工程。深入开展

“教育手拉手，成长心连心”教师结对

帮扶工作。依托现有的四川省卓越校

长工作室和市级、区级名师工作室，

积极开展各级教学研究和学习活

动。建立《教师成长档案》，对传帮带

过程进行记载记录，确保帮扶有目

标、有计划、有过程、有落实。通过专

家讲座、教学指导、课例研究、经验

分享、公开课展示等活动，以目标任

务的形式发挥青年教师工作的主动

性，带动党员和教师，特别是中青年

党员和教师迅速成为勤于学问、勇

于创新、不计名利、献身教育的骨干

力量，并以此辐射带领全校教师不

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助推学校高

质量发展。

二是课程引航工程。以“提高课

堂教学有效性”作为研究课题，不断

探索优化课堂、提高质效新路径，形

成了五大特色校本课程。通过现代

小学数学课程，拓展学生思维；通过

国学启蒙课程，感受国学经典；通过

书法课程，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通过群文阅读课程，提升学生综合

素养；通过访学研学课程，让学生感

受祖国山河，培养优良品格和实践

能力。

三是科研助航工程。立足学校和

教师实际，着眼长远规划，帮助教师

做好职业成长规划，搭建多元化教师

成长、展示平台，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积极搭建科研平台，成立多个课题小

组申报省、市、区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开展《“双减”背景下城区小学作业管

理与作业设计实践研究》《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与“五育融合”的研究》等省

级课题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9 月 22-23 日，在美丽的多彩贵

州，2023年新时代学校党建理论和实

践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乌蒙山腹地的

赫章县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教育

学会管理分会主办，主题为“学校党

建与学校师德师风建设”，500名来自

北京、天津、内蒙古、四川、贵州、浙

江、重庆等省（市、区）中小学、幼儿园

书记、校（园）长、党务工作者齐聚赫

章新纪元学校，就“师德师风与思政

一体化建设”“集团化办学与书记工

作室”等议题展开研讨。其中，我省学

校参会人员达120人。

专家报告聚焦党性和“自我革命”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原党委书

记、常务副校长罗建辉作题为“自觉

加强党性修炼，始终保持共产党员

的政治本色”的主题报告。“什么是

党性？”罗建辉从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毛泽东、陈云等人的论述，谈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性的重要论述。他

认为，党性在于自觉修炼，书记、校长

要自觉加强政治忠诚、思想理论、纪

律作风、道德品德和知识能力修炼。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博导于

洪生作题为“新时代基层党建的理论

与实践”主题报告。他从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于党的建设的新提法入手，提

出党建的关键在“自我革命”。针对学

校如何加强党建，根据上海市委党校

实施的“对‘90后’们讲讲马克思”项

目，于洪生说：“学校要对‘00后’们讲

讲马克思，而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让

学生知道马克思为何人，他一生怎么

度过的、有哪些理论。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前提是让学

生学习并理解。”于洪生通过大量基

层党建的事例，如上海市徐汇区长桥

街道的“无缝隙治理”理念促进区域

化党建，为学校一些问题带来解决思

路。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常务副总

裁王德平就“党建引领民办教育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进行了介绍。

师德师风与思政一体化建设
在“师德师风与思政一体化建

设”分论坛，来自天津市实验中学滨

海学校校长董彦旭等 14 位书记、校

长进行了分享。

广汉市金鱼第一小学校长曹建

波介绍了广汉市建立了“纵横交错”

的两轴工作机制，从中小学德育课

程、中小学思政课堂、中小学思政教

学研究、中小学贯通式培养机制等方

面，着力探索县域中小学思政课程一

体化建设。他提出了打造县域思政格

局、打通学段衔接、开展思政专题调

研、凸显思政课程作用、打造思政精

品课程、用活身边红色资源、壮大思

政课程教师队伍、开展课程建设督查

8大措施。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学校张剑霞

作了题为“有光大思政”的九年一贯

制学校大思政全景育人的实践探

索，从“大理念”“大场景”“大课程”

“大评价”“大平台”五个维度，汇报

了学校以“有光”大思政建设为抓

手，打造九年一贯制学校大思政全

景育人体系。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党办

副主任徐碧红作了题为“高质量党

建的‘四三’工作法”的报告。学校为

落实党组织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

导，首先做到“三问”：一问为谁培养

人，二问培养什么样的人，三问怎样

培养人；其次做到“三会”：党组织

会、校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高效

开；最后做到“三级”大联动：完善党

总支架构，把党支部建在学科上，把

党小组建在教研组上。

成都高新新华学校校长朱祥勇

以“传承天府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为

题介绍了该校“川剧走进儿童实践”。

他说：“学校以儿童川剧作为解决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先手棋’，以儿童

川剧作为传承天府文化的‘当头炮’，

以儿童川剧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盘星’，增

强了教师的文化自信、认同感，使师

生走进天府文化的历史深处。”

集团化办学与书记工作室
在“集团化办学与书记工作室”

分论坛，赫章新纪元学校书记、校长

杜明宝等 14 位书记、校（园）长进行

了交流和汇报。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副

校长崔旸就“推进师德师风一体化建

设实践”进行分享，该校从“党建引

领+教育宣传+名师引领+考核奖惩+

制度建设”五个维度着力构建师德师

风建设一体化长效机制，形成具有特

色的师德师风建设模式。

广西玉林市玉州区万秀小学教

育集团书记、总校长凌军霞介绍了学

校以“党建+乐动文化”为引领，短短

9年时间，打造“乐动教育”品牌，成为

广西有名小学。集团通过党建引领、

文化引领、教学引领、评价引领、五育

引领“五引领”，架构起新的运行机

制，创新集团办学模式，提升教育品

质，促进区域均衡优质发展。

成都市第十二幼儿园园长李岚

作了题为“‘1+X’工作法为书记工作

室发展蓄力赋能”的交流发言。2022

年，成都市成华区教育系统依托学校

教育联盟，创新打造“书记工作室”项

目，12幼作为第一批试点单位组建了

“李岚”书记工作室，充分发挥优秀书

记的传帮带作用。幼儿园确立了以

“同心圆一体化发展 + 双轮驱动”的

发展思路，以内圈引领、外圈聚焦的

双向发展模式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

合。

研讨会后，还进行党建带团建、

党建带队建的示范课展示，成都市武

侯区党校专职教师唐娅、成都市教科

院党建教研员贾巧枝针对“党课怎么

上”“党建教研如何搞”等实践话题，

作交流微报告。

党建论坛学校

坚持党建领航 推进师德师风建设
——2023年新时代学校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侧记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党建+”模式
赋能集团化办学
提质增效
■ 宜宾市叙州区建国实验小学党委书记

凌继端

追求心灵互动的思政课教学
■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 董彦旭

师德师风建设的“5443”工作法
■ 自贡市自流井区塘坎上小学党总支书记 尹萍

2023年新时代学校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现场。（图片由赫章新纪元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