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滨州讯 （通讯员 纪梅 报
道）近日，滨州实验学校小狮子中队
走进滨州市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开
展研学实践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兴
致勃勃地参观了国防教育区的防空
重器。特别是歼 20 战机和 99 式坦
克所在的体验区引起大家的极大兴
趣。通过讲解员老师的介绍，同学

们更加深入了解了国防的重要性，
纷纷表示在成长过程中会关心国
防、支持国防，为建设国防、保卫国
防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讲解员为大家讲解了防御地震
灾害、火灾防范、化学品泄漏、溺水
自救、踩踏事故、交通安全等知识，
提高了同学们在意外来临时的自救
意识和自救能力。

少年强则国强  国防教育伴成长

本 报 邹 平 讯（通 讯 员 纪 永 征 
孙燕 报道） 今年以来，邹平市梁邹小
学通过“走出去”、“请进来”、“送到
家”等形式，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共
同发力，协同育人工作展现新局面。

“ 走 出 去 ”，催 化 校 社 联 手 实
效。学校坚持知识教育与实践探索
相结合，通过组织在县域内外开展
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了传统文化
魅力，培养了学生国家认同感、社会
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

“请进来”，更新家庭教育理念。
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及“家庭
教育讲师团”优势，开展法治教育、
家庭教育报告会，推进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深度融合，争创全国家校
共育示范校。

“ 送 到 家 ”，建 立 学 生 特 色 档
案。该校组织 229 名教师全员家
访，组建学生特色档案，指导家长
科 学 陪 伴 ，确 保 了 家 校 沟 通 顺 畅
有效。

家校社会齐发力 协同育人开新局

本报讯(通讯员 贾琦琦 报道)近
日,无棣县柳堡镇常家小学举行“青
蓝工程”师徒结对仪式。现场共有
13 组教师参与结对,学校领导分组
给师傅们颁发聘书。在学校领导的
见证下,结对师徒共同签订《师徒结
对协议》。

常 家 小 学 重 视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 通 过 开 展“ 指 向 素 养·点 亮 课
堂 ”听 评 课 活 动 , 师 徒 共 同 探 索
教 学 韵 味 , 在 相 互 学 习 中 彰 显 学
识 光 辉 、教 学 相 长 , 努 力 提 升 学
校 教 育 教 学 质 量 , 办 人 民 满 意 的
教育。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王忠祥 报
道）12 月 13 日上午，滨州市科协、民
建滨州市委直属四支部、五支部、高
新区支部和惠民县科协在惠民县魏
集镇中心小学联合组织举办了“科
普大蓬车”进校园活动。

本次“科普大蓬车”进校园活动
分为两大模块，分别为科普展品体
验和科普特效影院观影体验。在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依次有序地
对科普活动的两大模块进行了参
观和体验。手摇发电、弹簧摆、八
面来风、奇妙的运动、磁悬浮灯泡、
液晶显示器原理、勾股定理、应力
现象、虚拟现实体验等科技项目让
乡村校园的孩子们零距离地接触
科技，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科技梦
想。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丙华 王静 报
道)为深化家校合作,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近日，无棣县水湾镇中学启动

“家校同心圆”教育开放月活动。
本次活动以“携手共育,共筑梦

想”为主题,通过一系列创新互动环
节,旨在加强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学校特别安排了一系列互动

课堂,让家长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孩子
的学习表现和教师的教学方法。家长
们积极参与,通过填写反馈表,为学校
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意见。

通过这些活动,学校希望能够
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家校合作关系,
共同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学业进
步提供支持。

柳堡镇常家小学举行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活动

“科普大篷车”点燃乡村孩子科技梦想

水湾镇中学启动“家校同心圆”
教育开放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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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杜氏文化  助推文化“两创”
李慧丽 张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不断进行创造
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民族
的精神支柱。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
主阵地，要结合自身实际，不断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课堂教学助
推文化“两创”工作，赋予其新的时代
内涵，真正提升学生文化素养。笔者
通过深入解读杜氏文化，立足区域文
化优势，以学校课堂为依托，着力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

学校在利用课堂助推文化“两
创”工作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主体作用，向学生弘扬中
华民族精神。杜氏文化深受传统儒
家思想的影响，其核心是“正心”，心
正则人正，人正才能事正。只有正心
立德，才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智慧
源醇，能够承家报国的人。经过长期
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以“正心立德”
为核心，以“教育”为精髓的的文化理
念。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需要深
挖杜氏文化核心理念，与教学内容充
分结合起来，以文化人，充分发挥文
化的引导作用，真正实现文化的创造
式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笔者以杜氏
文化为例，就如何利用课堂助推文化

“两创”工作进行论述，从杜氏文化育

人体系、杜氏文化实践体系、杜氏文化
研究创新工作、杜氏文化服务能力等
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构建完善的杜氏文化育人体系
学校要结合党的育人方针，总结

教育规律，不断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挖掘
传统优秀文化育人资源，贯穿到育人
过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内化为精神，外化为行动。在日常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发挥课堂教学主阵
地作用，培养学生文化自立自强，厚
植爱国情怀，构建完善的杜氏文化育
人体系。第一，要重视校本课程的开
发，学校要整合杜氏文化资源，形成特
色课程，不断融入到日常教学中，不断
扩大学生的学习视野，提升教书育人
的效果。杜氏家族 700 余年长盛不
衰，其根源在于家族文化。第二，不断
丰富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诵读杜氏文
化经典内容，提升个人修养，真正实现
自我发展与提升。在《杜氏述训》中：

“自见之谓明，自听之谓聪，自胜之谓
强。”意思是自己能认识、体察自己的
缺点和不足才算得上明智，能听辨别
人的教诲才是真正聪明，能克制自
己、战胜自己才称得上为强者。

建立完善的杜氏文化实践体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实践能够坚定学生文化自
信，促进学生文化自强。为了真正让
学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学校要建
立完善的杜氏文化实践体系，引导和
鼓励学生多参与杜氏文化实践活动，
从中获得感悟，有所收获。第一，学

校要结合杜氏文化文化内涵和精神
内涵，打造多样性的杜氏文化传承基
地，形成“第二课堂”，比如定期举办
读书节、文化节等，激发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真
正把杜氏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让
学生知行合一，提升文化素养。第
二，学校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杜氏文化
实践活动，比如诵读经典活动、传承
优良家风、学习书法等活动，参观杜
氏祠堂、杜氏故居等，真正让学生参
与进来，形成特色品牌活动，激发学
生参与的积极主动性。杜氏家族具
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以期实现延
续家族“忠孝诗书之脉”的理想，通过
参观实践，获得深切感悟。学校要重
视杜氏文化实践研学，真正为学生学
习杜氏文化创造良好的环境。

做好杜氏文化研究创新工作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为了

进一步发挥杜氏文化在在教书育人
中的作用，学校要做好杜氏文化研究
创新工作，加强杜氏文化的研究与阐
释工作，做好文化的普及与推广。第
一，学校要立足于《杜氏文化》教材，继
续做好基层调研工作，深入挖掘各种
形式的素材、案例、故事等，进行理论
层面的提升，深入挖掘内在的价值，更
好指导学生。第二，学校要加大科研
力度，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杜氏文化
研究创新工作中，打造专门的杜氏文
化研究创新平台，加强相关文化资料、
数据的整理，赋予新时代内容和价值，
针对教学标准和要求，把杜氏文化的
内涵价值、人文精神以及道德理念等
不断入心、入脑，提升创新研究的效

果。第三，积极组织杜氏文化交流活
动。为了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影响力，
当地要组织杜氏文化交流活动，既要
做好历史传承，又要进行文化创新，不
断丰富杜氏文化资源供给，助力课堂
教学，不断发挥杜氏文化的作用。

提升杜氏文化服务能力
当地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主阵

地，承担着杜氏文化文化传承和创新
的任务，把优秀的文化思想植根于学
生的思想之中，不断吸引学生成为杜
氏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扩
大文化服务范围，提升文化服务能
力，彰显内在的价值。第一，学校要
加强与当地杜氏文化文创机构合作，
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承与合作共享机
制，把杜氏文化、学校教育教学以及文
旅企业结合起来，创造更多的文化成
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为教学工作
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学校要积极
探索杜氏文化与学校教育协同发展
机制，丰富学生文化学习内容，拉近
学生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距离，打
造特色课程体系，提升学校软实力，
创新育人体系，让杜氏文化散发新的
活力，让学生真正感受杜氏文化的艺
术魅力。

综上所述，学校在课堂助推文化
“两创”工作过程中，需要从课堂教学
实际出发，深入解读杜氏文化，整合
优化现有教学资源，构建完善育人体
系，组织多样性的文化实践活动，开
发特色文化课堂，真正让地方优秀传
统文化入脑、入心，转化成为学生实
际行动，充分发挥杜氏文化在新时代
教书育人的重要作用。

1993 年 7 月，师范毕业后，崔宝
华被分配到偏僻、落后的无棣县邓王
乡小学任教。

当时当地，破旧的房屋、艰苦的
条件让很多人踌躇，但却没有动摇崔
宝华的从教信念。从教第一年，她的
教学成绩全乡第一。年仅 21 岁，她
就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该校
党组织中最年轻的一员。

1998 年，她走得更远更偏了，调
到被称为“苦海沿边”的马山子镇（现
北海经济开发区）任教。

那时那地，更是遍地盐碱滩涂，
没几亩好庄稼，没几步油漆路，没几
棵树，风大水咸，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身边的同事来了一批又一批，学生送
走了一拨又一拨，她却初心不改，一
扎就是 26 年。她，把青春献给乡村，
用智慧孕育课堂。

为上好一节课，她常以
几倍、几十倍的时间去准备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
无力。”为提高教学水平、专业素养，
崔宝华阅读了大量教育教学书刊，跟
随身边的好老师学习，让自己走在教
育前沿。

多年来，崔宝华积极参加各种培
训，观摩名师执教的课例，潜心研究
课标、教材、学法及教法。多少个严

寒酷暑，多少个节日假期，她从不放
松。为了上好一节课，她常以几倍、
几十倍的时间去准备。哪怕是再熟
悉的教材，已教过多次的课程，她仍
要精心设计、完善细节。同事们常和
她开玩笑说：“你把课本吃了吧！”

近年，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崔宝华
充分发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落实立
德树人，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让学生“享受课堂”，这是她追求
的教学最高境界。这从她的多篇论
文题目中就可以窥见一斑：《课堂教
学如何促使学生喜欢回答问题》、《角
色扮演，激发积极性》、《历史地图在
教学中的作用》、《巧用史料，激活历
史课堂》……渐渐地，学生们都喜欢
上了历史课，她的教学成绩连续多年
居全市前列、学校首位。现在安徽师
范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王宁同学说：

“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历史专
业吗？是您对我的影响太深了！”参
军入伍的张英豪同学说：“老师，我高
中之所以选考历史，是因为您让我喜
欢上了历史。”

探索“历史教学问题
化”课堂教学模式，受到市
教研室好评

“学必思，教必研。”带着这一思
考，崔宝华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提炼
出自己的教学主张、课堂新模式。

她探索的“历史教学问题化”课
堂教学模式，受到市教研室、北海经
济开发区教研室的肯定并在北海推
广。2016 年，在滨州市“三名”培养
工程人选送教巡讲活动中执教观摩
课《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2017 年，
获北海中小学“教学设计”比赛中学
组一等奖第一名。

2019 年 7 月，她参与研究的国
家级课题《直接获取式微课资源研
究》结题；2019 年 12 月，参与研究的
省级课题《班主任指导家庭教育的途
径和方法》结题；2019 年 3 月，参与
研究的区级课题《学生阅读能力的培
养策略研究》结题；2020 年 7 月，主
持的市规划课题《学科教研组建设》
结题；2020 年 10 月，参与研究的市
名师工作室专项课题《基于提升学生
乐学善学素养的深度学习课堂研究》
结题；2021 年 8 月，参与研究的市高
效课堂创建专项课题《推进“五步教
学”构建和谐课堂研究》结题。

在她的成长路上，很多老师都是
她身边的榜样。比如同校的周庆军、
孙长丽、北中初中部的李秀珍等优
秀教师，都对她帮助很大。基于此，今

天作为正高级教师、市历史学科带头人、
市教学能手，她不忘发挥自己的引领辐
射作用，对青年教师经常性的传、帮、带。

近年来，崔宝华以示范课、集体
备课、听评课、共同研究等多种形式，
促使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如今，她指
导的青年教师罗凤已经成为“滨州市
教坛新星”“北海经济开发区教学能
手”，指导的青年教师柴方珍已成为

“滨州市优质课一等奖教师”“滨州市
教学能手”。

女儿本科和硕士阶段
都选择了师范院校

陶行知先生曾说：“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 在班级管理中，崔宝华把

“做人教育”放在第一位，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学习习惯。

以身作则，示范熏染，是崔宝华
对自己的要求，她知道这对学生们的
影响尤深。2004 年春，她的嗓子严
重发炎，咳嗽声不断，上课都不能说
一句完整的话。不得已，她上午到医
院打吊瓶，下午给学生上课。由于休
息不上，上午刚刚感觉好转的嗓子，
到了下午又发作。她打了一个月吊
瓶，直到夏天来临，才慢慢好转。

“任何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
有一个做好孩子的愿望，”她尽可能
强化、呵护这种愿望，不伤害学生的
自尊心，特别注重问题学生和待优生
的转变，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个学生。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上学时最讨厌
偏心的老师，因此我常常告诫自己一
定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

学生小明就是在崔宝华的热情
鼓励下重拾信心，在学业上渐渐逆
袭，担任了班里历史小组小组长。后
来，他在给崔宝华的信上说：“老师，
那时我都有辍学的念头啦，是您的关
注、您的鼓励改变了我的一生。”

女儿付睿思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
选择了师范院校，当问起原因，她说：

“因为我妈妈从来没说过当老师不好。”
31年的教学生涯路漫漫，却又是

转瞬即逝。展望未来，崔宝华将继续
躬耕乡村教坛，和乡村娃筑梦成长。

  北海中学历史教师崔宝华：

“吃课本”的师者路 “不偏心”的筑梦人
记者 刘清春 李忠辉 通讯员 马艺婷 冯其泉

人物简介：崔宝华，北海中
学历史教师，滨州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曾获滨州市历史教
学能手、滨州市历史学科带头
人、滨州市师德优秀教师、滨州
市课堂教学改革优秀教师、滨州
市初中教学创新优秀教师、滨州
市初中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北海
经济开发区优秀教师、北海经济
开发区表现突出教师、北海经济
开发区最美教师等荣誉称号。
被聘为市初中历史第一届名师
工作室核心成员、市教育科研第
一届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

本 报 滨 城 讯（通 讯 员 徐 佳 佳 
马非凡 胡田田 报道）近日，滨城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渤海革命老区
纪念园、滨城区国防教育服务中心、
滨北街道办事处在滨城区凤凰城小
学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 革命精神
永传承”国家公祭日活动。

活动中，退役军人红色宣讲员
王静璇、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讲解
员墨志敏、张敬瑄分别以《滨北街道
抗日英雄刘振声》《壮士头颅为党
落》《红色交通员王壮基》为题进行
英烈故事宣讲，为在场的师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红色公开课”，让师
生们深切感悟到老一辈革命先烈的
奉献精神和革命信念。

宣讲结束后，渤海革命老区纪
念园的志愿者们组织了红色知识问
答环节，同学们高举小手，竞相抢
答，现场气氛热烈。志愿者们为每
一位回答正确的同学送上一份渤海
革命老区纪念园文创纪念品。

最后，少先队员代表现场表演了
诗朗诵《中国少年》和课本剧《五星红
旗的故事》，声情并茂的展演，深深感
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红色文化进校园 
革命精神永传承

本报讯（记者 刘清春 通讯员 
马小川 王星 报道）12 月 13 日，滨州
市中小学“滨州在我心中 我以滨州为
荣”知识竞赛暨心安学校建设校园风
采展示活动在滨城区第七中学举办。

决赛中，6 支队伍通过“精彩亮
相”“志在必得”“更胜一筹”“眼疾手
快”“险种取胜”等环节，展示出丰富
的知识储备，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
貌，受到与会领导、师生们的一致好
评。经过激烈角逐，滨城区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开发区代表队、惠民县代

表队获得二等奖，邹平市代表队、高
新区代表队、北海经济开发区代表队
获得三等奖。

据悉，此次知识竞赛的举办，旨
在推动全市中小学“在滨州、知滨州、
爱滨州、建滨州”活动走深走实，更好
组织发动中小学生了解学习滨州的
传统文化、重大成就、红色故事、英模
人物，通过层层选拔的方式推出优秀
队伍、展现青春风采，充分激发滨州
学子对滨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目
前，全市中小学正在积极建设心安学

校，此次校园风采的集中展示，将心
安学校建设与打造优质学校深度融
合，展现了心安学校建设新成效，书
写出为教育强市建设增光添彩、赋能
加力的新实践。

自 4 月份启动以来，市内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了学校比赛、县区比
赛，参与活动的学校超过 300 所，参
与的师生达到 8 万多人次。全市中
小学师生踊跃参加“滨州在我心中 
我以滨州为荣”知识竞赛，不仅熟知
了滨州的历史、特产和风俗，还增强

了建设滨州、建好滨州的决心，让“在
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经过校、县、市
层层选拔，最终，滨城区、邹平市、惠
民县、开发区、高新区、北海经济开发
区的6支优秀队伍参加决赛。

本 次 活 动 由 滨 州 市 教 育 局 主
办，滨城区教育和体育局、滨城区
第七中学承办，滨州市新华书店提
供支持。活动特邀市博物馆、滨州
市新闻传媒中心、市科技馆专家担
任评委。

滨州在我心中 我以滨州为荣
滨州市中小学心安学校建设校园风采展示活动举办

本报讯（记者 柯凡 通讯员 吴占
东 报道）近日，滨州职业学院应用科
技研究院联合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
联合开展了“田间地头的劳动教育
特色实践课——棉花采摘”体验活
动。

科技示范园棉花种质资源圃是
滨州职业学院农业科研人员育种实
践田，也是保留原有农业生态的实
验基地，在这里，棉花育种专家纪家
华的悉心讲解，30 余名师生深入了
解了棉花的育种价值和棉花采摘的
要领。

师生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动手

体验了棉花采摘活动。在广阔的棉
花田中，师生们分工合作，有的负责
采摘，有的负责收集，有的负责运
输，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
劳动中。劳作完毕，育种专家为同
学们讲解示范棉花考种全过程，从
轧花、量绒长，运作机械，到种子冬
藏的展示，让师生充分体会到农学
专家在科研过程中的砥砺和艰辛，
也让同学们体验到了真正意义上传
统文化的“第二课堂”。

校园里的劳动实践教育，正逐步
成为滨州职业学院的田间地头的必
修思政课。

一堂田间地头的必修思政课

本报讯 （记者 万晓莉  通讯员 
崔亭亭 报道） 近日，滨州实验学校
开展了以“筑梦山航 展翼翱翔”为
主题的一年级综合实践活动，引导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在老师和家委会组织带领下，
滨州市实验学校 2024 级 1 班的 54
名师生齐聚山东航空学院。大家依
次登上了波音 737-300 教学平台，

机库变身为教室，机身变身为教具
模型，通过老师生动的讲解、操作飞
行器体验模拟飞行，激发了孩子们
对航空科技的浓厚兴趣。

在这次综合实践活动中，将空乘
礼仪、灭火实训室、紧急撤离、心肺复
苏救护等技能贯穿其中,在真实开放
的学习情境中，同学们历练本领，增长
才干，充分体会到了航空科技的魅力。

筑梦山航 展翼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