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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荷苒·马汗报道：12
月 8 日，“国培计划（2024）”——农村
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县级紧缺领域

（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学科育人能
力提升研修班在昌吉州第一中学开
班，研修班为期 11 天，来自全疆各地
的 48 位基层一线心理健康教育骨干

教师参与培训。
此次研修班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

昌吉学院承办，昌吉州第一中学和昌吉
州白旭名师工作室协办。据了解，这是
昌吉州中学和高校首次在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培训领域开展合作，研修班邀请
业内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经验丰富的一

线教师，采用专题讲座、教案设计、示范
课展示、实地观摩、模拟演练等方式，围
绕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专
业素养和能力提升、个人和团体心理辅
导技巧等方面进行授课与交流，以满足
自治区农村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需求。

据介绍，昌吉州教育系统在心理健

康教育领域日常教学、课程开发以及学
生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危机干预等方
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昌吉州首个
心理健康教育个人名师工作室“昌吉州
白旭名师工作室”为载体，整合资源培
育中青年骨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校本
课程研发，举办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走在了
全疆前列。

研修班学员、玛纳斯县第二中学心
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柴莲说：“我希望
能通过此次研修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奉献自己的力量。”

面对不同学龄、学段的学生，上好思
政课、弹好协奏曲，才能更好引导他们认
识国情、理解国策，坚定理想信念、强化
责任担当

青山披薄雾，飞鸟掠层林，一幅水墨
风景画在大屏幕上呈现；从北宋名画《千
里江山图》说起，讲到和美乡村建设的今
昔变迁、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发展……
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举行的一场思政公开
课上，当地大中小学几名老师轮番上台，
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展开教
学，可谓别开生面。

同一主题，不同学段，该咋讲？梳理
村民身边变化，小学老师宋怡主讲生态
保护和农民共富；以宁海县前童古镇的
旅游经济为例，初中老师杨婷婷解析保
护与发展如何协同并进；运用理论思维
与实践智慧，大学老师韩东奥讲述安吉
县余村背后的发展密码。活用案例、打通
学段、富有特色，让参与观摩的专家连连
称赞。这样的尝试，为开展思政课“同题
异构”提供了有益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
调，“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从思政课改革
创新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协同育人，从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到“大思政课”
建设，思政教育创新发展近年来取得新
成效。着眼未来，面对不同学龄、学段的
学生，上好思政课、弹好协奏曲，才能更
好引导他们认识国情、理解国策，坚定理
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弹好协奏曲，首先应统筹好同和异
的关系。既要在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教育
理念、队伍建设、考核评价等方面，推动
实现“一体化”的“同”，也要充分考虑和
尊重不同学段的现实差异和特点。比如，
依托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杭州临安区成立“天目少
年思政学院”，由大学讲师担任顾问，指
导中小学开展思政教育课程。用好共同
资源、搭建共通渠道、发挥共研优势，坚
持求同存异、因材施教，才能让不同年龄
段的孩子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其次应立足效果，统筹好大和小的
关系。大课堂，需要小视角。“大思政课”
的建设，离不开“小切入口”的引入。东华
大学、宁海县知恩中学等大中小学的思
政课教师开展联合说课，把“共富小院”
深甽镇南溪村南溪楠小院“搬进”了课
堂，通过讲述可知可感的小故事，让道理
更好懂、学理有支撑。坚持以小见大、小
大结合，不仅是一种教学策略，更有利于
激发课堂活力。

还应打开视野，统筹好内与外的关
系。从课堂内走向课堂外、走入实践中，
思政课方能拥有更强生命力。近年来，全
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先后向社会
公布并开放，各地也因地制宜设置了相
关实践教学基地。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整
合校内外资源，发挥道德模范、行业楷模
等榜样作用，打造协同育人共同体。做到
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打造好校内有
形课堂与校外无形课堂，有助于推进形
式创新与内容创新有机统一。

如今在杭州临平区，不同学段的思
政课教师一起研发课程、研讨教学、分享
教学科研资源，已是常态。以合作凝聚合
力，着力强化课程支撑、资源整合和机制
保障，定能不断扩展协同育人的空间，在
立德树人上持续收获成效。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讯 实习生刘欣、木尼热·阿不
都拉报道：12月9日，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会议中心内歌声嘹亮，激情四溢，昌吉职
业技术学院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89
周年合唱比赛在这里举行，这是该校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合唱比赛以“青春咏志·和声
昌职”为主题，吸引了该校8个二级学院
的652名师生积极参与，全校师生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收看比赛。比赛分为“颂
党恩”“祖国心”“中华情”“正青春”四个
篇章，各学院合唱团以饱满的热情、嘹
亮的歌声，演绎了《歌唱祖国》《大中国》

《龙的传人》《祖国颂》等多首经典爱国
曲目，展示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
风采和青春活力。

“歌声将个人梦想与家国情怀紧密
相连，让我更加了解自己肩上的责任。
作为参赛的一员，我深感荣幸。这不仅
是一场比赛，还是一次成长。”昌吉职业
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旅游学院的学生
努尔比亚·买买吐逊激动地说。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李盼
盼说：“我们通过合唱、朗诵、舞蹈等艺
术形式，将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融入其中，深情礼赞伟大的党、伟大
的祖国。这不仅表达了我校师生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更展现
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全体教职工‘技能
报国，强国有我’的良好精神风貌。”

本报讯 记者付小芳报道：为纪
念“一二·九”爱国运动89周年，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12月9日，昌吉州团委
在昌吉州第二中学举行“红色旗帜·
代代相传”千名团员集中入团仪式。

当日下午，入团仪式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拉开帷幕。仪式上宣读了 236
名新团员名单，随后，昌吉州第二中
学的老团员为新团员颁发团员证、佩
戴团徽。在团旗下，新老团员举起右
拳，面向团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
誓言在会场回荡，彰显着团员坚定的
理想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决心。

“今天能加入中国共青团，成为
一名共青团员，我感到非常荣幸。今
后，我会继续坚定信念，崇德向善，努
力学习，将来为建设家乡贡献一份力
量。”昌吉州第二中学学生马子雅说。

昌吉州团委书记刘国伟介绍，近
年来，昌吉州团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
的职责使命，把“红色旗帜·代代相
传”入团仪式作为加强团员和青年政
治引领的重要仪式教育载体，通过组
织广大青年排演历史情景剧等方式，
引领新老团员追忆峥嵘岁月，传承革
命精神。“今年以来，昌吉州团委共发
展团员6320名。后续，我们将继续聚
焦为党育人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团员
发展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刘国伟说。

仪式前，昌吉州第二中学学生表
演了情景剧《信仰·青春》，感人的革
命历史故事和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
让团员们深受触动，进一步激发了大

家的爱国热情。
活动最后，刘国伟以“百年复兴伟

业 青春勇于担当”为主题，为团员们上
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团课，激励广大团

员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国培计划（2024）”——县级紧缺领域（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学科育人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昌开班

架起“连心桥”当好师生心理健康“守护人”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举办合唱比赛

昌吉市第十小学

红色故事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杨雯雯报道：12月

10 日，昌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军
号”宣讲团走进昌吉市第十小学，开展

“红色故事进校园 革命薪火代代传”主
题宣讲活动。

宣讲中，宣讲员汪映雪以《抗战老
兵许英奇：忠心堪比天山月一身功名属
人民》为题，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
感，讲述了昌吉市抗战老兵许英奇在解
放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中的战斗故
事，台下师生聚精会神聆听，眼里满是
崇敬与钦佩。

少先队员代表夏天说：“我们生在
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要秉承先辈遗志，
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将热血青春献给
国家，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千载荣光。”
随后，少先队员代表表演了诗歌朗诵

《彩色的中国》、独唱《半生雪》等节目。
昌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 革命薪
火代代传”主题宣讲活动，旨在教育引
导青少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爱国
意识和爱国情感，激发他们争做“强国
有我”新时代好少年。

奇台县老奇台镇中心学校

航空研学乐趣多
本报讯 通讯员安涛、何龙、董丽娟

报道：近日，奇台县老奇台镇中心学校开
展了“童心向太空 共筑航天梦”空中研
学活动，组织14名小学生登上了华夏航
空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往返富蕴可可托海
机场的航班，体验60分钟翱翔蓝天。

活动当天，家长们早早地就把孩子
们送到了集合点。“孩子们能坐上飞机从
空中俯瞰自己的家乡，领略祖国的大好
河山，我特别开心。”学生家长杨建玲说。

乘坐飞机研学，体验飞行的乐趣，
不仅开拓孩子眼界、增长孩子见识，更
让孩子们从中增加了自信。登机前，孩
子们查阅了与航空有关的书籍，还在心
愿卡上写下“当一名飞行员”“当一名航
天员”“飞遍祖国大好河山”等美好
心愿。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在热闹的候机大厅，孩子们唱
起了《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着对
祖国的热爱。随着飞机缓缓升起，孩子
们透过舷窗欣赏着窗外的美景，大家沉
醉在美景之中，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学
生周海雁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要坐
飞机去更远的地方，要去北京看天安
门，看升国旗。”

弹好思政育人协奏曲
□江南

教育时评

昌吉州举行千名团员集中入团仪式

12月9日，昌吉州第二中学，新老团员庄严宣誓。 □本报记者 何 龙摄

“个子小，能量大”这是李庆晖的同
事和学生对她最多的评价。小小的身躯
下蕴含了无限的教育热情和育人情怀，
是学生心目中的“巨人”，也是同事眼里
的“六边形战士”。

1997 年，李庆晖大学毕业。没有一
丝犹豫，她选择了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并先后在玛纳斯县第一中学、玛纳斯县
第二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从教27年来，
她始终坚守教育教学第一线，捧着一颗
赤诚的初心，书写着自己的教育人生。

近日，玛纳斯县第二中学八年级
（1）班的课堂上，李庆晖在给学生上数
学活动课，她根据教学内容、上课时间
和听课对象的反馈，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式，或启发式、或合作研究、或自学、
或讲授，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
习热情。“我们很喜欢上李老师的数学
课，李老师的教学方式很新颖，喜欢与
我们互动，不仅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
趣，还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成绩。”学生

刘艾祥说。
李庆晖之所以受到学生的喜爱，是

因为她的每一节课都是“现场生成课”。
她不会按照教案和备课计划按部就班
教学，而是根据学生的临场表现，及时
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时时新、局
局变，让课堂充满生命力。“我备课从来
都只是拟定大的框架，具体的每一砖、
每一瓦等到了课堂上的时候再盖起
来。”李庆晖说。

“教育是爱的事业，没有爱，便没有
教育。”是李庆晖教书育人的准则。每接
手一个新的班级，李庆晖便会充分了解
班里的每一位学生，采取有效的方法教
育有个性的学生。同时尊重学生的隐私
和权利，给予学生爱和温暖。随着交往
的深入，渐渐地，学生们都把她当成知
心朋友。

李庆晖对学生的爱细致入微，学生
对李庆晖的爱也温暖如春，师生之间是
一场关于爱的双向奔赴。2015 年，李庆

晖的父亲由于突发疾病，情况危急。李
庆晖在得到消息后，第一个念头就是立
刻回家。但转念她想到自己不只是一个
女儿，还是两个高三毕业班的数学老
师，还有一个月，孩子们就将踏入考场，
在想到这些后，李庆晖擦了擦眼泪，选
择继续留下来，陪伴学生做最后的冲
刺。学生在得知李老师家中的情况后，
纷纷在小纸条上给李庆晖写下了祝福
和关爱的话语，学生的爱陪伴李老师度
过了最煎熬的时光。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李庆晖还积极
发挥传帮带作用，组织中青年教师开展
理论学习、教学研究、课程分析、专题培
训等活动，带出了一批教学能力强、教
研底子厚、专业素养高的中青年骨干
教师。

蒋春丽是玛纳斯县第二中学的一
名青年教师，作为李庆晖教学上的‘徒
弟’，她在专业知识、教学方法、课堂管
理等方面都得到了李庆晖很大的帮助。

“师傅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与学生相
处时的真心、对教研的用心都值得我学
习，她不仅是我的榜样，在我心中她是
一名真正的‘六边形战士’。”蒋春丽深
有感触地说。

李庆晖不仅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颇
有心得，对教研工作也是情有独钟。近
年来，她主持并结题自治区级课题1项、
州级课题3项，先后被评为昌吉州第五、
六届学科带头人。

“她能统筹谋划好学校的教研工
作，把推门听课、集体备课、青蓝工程抓
实抓细，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为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对于李庆晖，玛纳斯县第二中
学党总支书记刘霞这样评价。

李庆晖用“感谢”二字评价自己 27
年的教育教学生涯：“我要感谢这个伟
大的时代，让我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让我有机会在教育教学领域贡献自
己的力量。”

李庆晖：个子小能量大的“六边形战士”
□本报通讯员 胡伟杰

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

12月5日，昌吉市第八小学学生正在砚上画图。
□本报记者 廖冬云摄

本报讯 记者廖冬云报道：“砚，与
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你们知道
砚是怎么做出来的吗？”12月5日，昌吉
州图书馆工作人员来到昌吉市第八小
学开展“文韵传承，石砚冬语”研学活
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

在专业老师的讲解下，学生了解砚
的历史和发展，认识制作砚的步骤、材
质和工具等，亲手触摸砚石，感受其独
特的质感和纹理。打稿、画样、雕刻……
在制作砚环节，学生在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先用铅笔描绘自己喜欢的图案，然
后拿起刻刀亲身体验了砚的制作过程，
每个步骤都做得有板有眼，现场气氛热

闹非凡。学生们纷纷表示，这次活动让
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砚文化的魅力和制
作工艺的精湛，收获满满。

昌吉市第八小学六年级（7）班学
生刘乐斐说：“今天，我制作了一个属
于自己的砚台，还刻上了自己喜欢的
图案。我了解到，砚背后藏着古人的巧
思，今后我还想了解更多砚文化背后
的故事。”

昌吉州图书馆读者服务部主任刘
丽表示：“我们联合学校开展砚文化研
学活动，旨在激发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意识，希望以后为学生们提
供更多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机会。”

昌吉市第八小学

学生沉浸式体验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