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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毕江）“终于看到了，好

清晰啊！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月亮，

上面还有好多坑。……”万源市草坝

中学九年级5班的学生高佑激动地

喊了出来。10月15日晚上9时，天气

条件良好，该校天文爱好兴趣探究

小组的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观察

月球。

草坝中学位于万源市西南部，

地处大巴山南麓，海拔近 1100 米，

周边没有障碍物和强光源干扰，是

理想的天文观测点。去年，学校收

到爱心人士捐赠的星特朗 AVX925

天文望远镜后，组织成立了天文爱

好兴趣探究小组，特意抽调了物

理、地理、化学、语文、美术等学科

的6名教师担任辅导老师。

该校兴趣探究小组负责人、物

理教师赖小娟介绍，学校组织团队

编制了《草坝中学天文爱好兴趣探

究小组管理细则》和《星空密语》校

本读物，设置了天文望远镜的使用

方法、行星天体探究、航天探秘、太

空文学阅读等多项趣味课程，带着

学生开启了学习望远镜成像原理、

行星运行规律及特点等知识的探究

之旅。

在校本读物编撰中，教师们将

物理与天文望远镜成像原理深度融

合，将地理与行星环境探究全面结

合，将化学向天体化学知识深度拓

展，将宇宙科幻文学作品阅读、科

幻画、航天知识等引入课程，将拍

摄的天体照片运用到校本读物中，

既增加了传统课堂的科学性和趣

味性，也提升了学生对天文探究的

兴趣。

在七年级1班的地理课上，同学

们利用刚刚学习的等高线地图知

识，按照老师提供的基本参数，为月

球环形山和月坑绘制地图，通过亲

自测算、动手绘制、对比学习，学生

对山脊、断崖、陡坡等地形地貌知识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创新的

教学方法和内容，既提高了学生学

习地理知识的兴趣，也拓宽了学生

的思维、视野，更提高了学生保护地

球生态环境的意识。

遇到晴朗的夜空，行星观测课

程一旦开课，学校的操场上总是热

闹非凡。师生配合安装、校准、对焦、

输入数据、自动追踪、拍照，大家在

忙碌中享受着观察天体带来的震

撼。月亮上的月坑和环形山尽收眼

底，木星上如古老画卷的纹路，五彩

的行星光环……每次探究总是让学

生们意犹未尽。

兴趣探究小组还会邀请草坝小

学的师生参与兴趣观察探究，让小

学生排队观测行星，近距离欣赏行

星高清照片，听辅导老师和大哥哥、

大姐姐讲解行星知识，将成为宇航

员、天文学家、科学家的梦想种在他

们幼小的心灵。

教学知识的关联点、太空知识

的融合点、教学方法的创新点、兴趣

培养的切入点……都是兴趣探究小

组每次专题讨论的重点。如何推动

天文知识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探究，

如何将天文兴趣爱好与载人航天精

神教育结合，如何实现天文兴趣育

人成效的最大化等研究在学校方兴

未艾。

据了解，草坝中学定期组织开

展撰写探究报告、分享探究感悟、手

绘观察影像、创作科幻画等活动。一

系列丰富的兴趣活动，激发了山区

学子探索星辰大海的热情，燃起了

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激情。

近两年，该校的《农村中学生天文兴

趣爱好培养方案》荣获达州市科创

方案评选一等奖，50 余件科技创新

作品、科幻画等作品荣获省市等级

奖。

“爱心望远镜如同一座桥梁，通

过浩瀚宇宙连接起了学生的梦想和

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天文望远镜

的育人功能，培育好兴趣社团，激励

学生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科学

的崇尚、对未来的憧憬，勇敢踏上探

索之路，在星辰大海中绽放璀璨光

芒。”草坝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罗

仕海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11月6-7

日，由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

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主办的教育部

新时代“双名计划”何云竹·陈宴名园

长工作室联合研修活动暨第四届全

国幼儿园园长专业发展公益学术活

动在绵阳市举办。活动以“深度赋能

激发幼儿园管理活力”为主题，通过

主题交流、案例分享、圆桌对话等形

式，探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理

念、交流新做法、谋划新思路，来自全

国 16 个省份近 300 名幼教工作者参

加。

开幕式举行了四川省教育科研

重点课题“高品质学校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阶段性成果——《走近高品质

幼儿园》新书发布会。该书主编、绵阳

市花园实验幼儿园园长何云竹以及5

名编委代表对成果进行介绍和交流。

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

名园长代表通过案例分享、圆桌对话

等方式，共同探讨新时代幼儿园管理

效能建设话题。他们不仅分享了管理

赋能教师队伍建设的典型案例，还交

流了如何从专业发展、教育科研等不

同角度激发幼儿园管理活力的有效

策略与实践路径。东北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小英，四川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哲作主旨报告。他们分别从园长专

业发展、学校管理赋能的角度分享了

新时代助推幼儿园高质量发展的理

论之思和实践之行。

工作室交流中，何云竹、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幼儿园园长陈宴

作主题交流，分享了新时代幼儿园探

索高效管理、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理性

思考和实践经验。

本次活动充分展现了其公益性、

专业性、创新性，发挥了教育部“双名

计划”名园长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和辐

射带动作用，为东西部乃至全国幼教

领域搭建了一个互学互鉴、互帮互促

的学习交流平台，为幼儿园高质量发

展赋能续航。

本报讯（辛蓉）“欢迎雁宁姐姐！”

近日，成都石室东部新区实验学校的

师生们一片欢腾。2024年巴黎奥运会

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冠军成员肖雁宁走

进成都东部新区校园，与学生近距离

互动，带来了一堂特别的“启志课”。

分享环节，全体师生共同回顾了

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队斩获奥运冠

军的激动时刻。肖雁宁深情讲述了自

己的运动员经历，从里约奥运会的替

补队员，到东京奥运会的主力之一，

再到夺得巴黎奥运会冠军，“这是我

青春的圆满。”在这圆满的背后，每一

个细节都充满了奋斗与坚持。肖雁宁

给学生普及了花样游泳的相关知识，

让大家对这项美丽而富有挑战性的

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现场，肖雁宁受聘为成都东

部新区青少年启志中心“启志导师”。

成都东部新区青少年启志中心自成

立以来，签约 40 余个“启志教育基

地”，聘任120余名“启志导师”，汇聚

众多优质教育资源，助力该区青少年

全面健康成长。

问答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雁宁姐姐，赛场上，您是怎

么克服紧张的呢？”“一路走来，您遇

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肖雁宁耐

心地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无论

是关于训练技巧、比赛心得，还是未

来的职业规划，她都一一给予了详细

的解答和鼓励。

此次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的举

办，不仅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到榜样的

力量，激发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和兴趣，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追

逐梦想、勇往直前的种子。

据悉，成都东部新区将持续深

化体教融合，秉持“一校一品”“一校

多品”的原则，依托“青少年启志中

心”，推进全区青少年体育运动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浚录）11月8日，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系统“行有大德，

润己泽人”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系列

活动首场宣讲会在四川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举行。锦江区名师工作室领衔

人、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骨干教师

代表，以及都江堰市共享教师队伍代

表等数百人参加宣讲会。

“教学与科研不应该是非此即彼

的，可以在教师成长过程中深度融

合。”“个体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团队的

力量。”活动中，全国模范教师赵琳深

情讲述了自己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

为全国模范教师的历程，分享了她在

教育教学中的点滴经验和感悟，展现

了锦江区教师队伍在实践中对教育

家精神的践行。

随后，赵琳老师团队的核心成员

也分别上台，展示了他们在教学研

究、学生阅读推广等方面的优秀成

果。

“此次宣讲会不仅是赵琳老师及

其团队教育精神的展示，更是锦江区

教育系统对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的

一次深刻思考和积极实践。”锦江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局

将继续深入推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

神系列活动，通过举办更多类似活

动，激励引导锦江区教师坚守教育初

心，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贡献更大的力量。

据了解，锦江区特别策划的“行

有大德，润己泽人”弘扬践行教育家

精神系列活动，旨在通过评选榜样教

师、组建宣讲团队、打造锦江教育人

风貌博物馆等活动，全面引导广大教

师展现立德修身、敬业立学、教书育

人的新面貌。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儿

子现在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还

老嫌我唠叨。今天商量跳绳比

赛战术，却和我讨论了很久。”

成都市第四十三中学学生家长

张女士（化名）满含笑意地说。

近日，在学校第45届校园运动

会上，特别设立的“亲子运动

会”项目，吸引了诸多家长的踊

跃参与。

在“跳大绳”项目中，每个

班级的家长和孩子轮流进入摇

绳区域，亲子需要默契配合，在

限定时间内，尽力为班级争取

更高的分数。

“颠球”项目中，家长和孩

子紧紧抓住圆布的布边，齐齐

地盯着大球，集结所有人的力

量把球颠高。当球就要蹦出圆

布时，学生、家长和老师纷纷出

手，齐心协力将大球重新拍回

圆布中心。“上一次和老妈这样

一起放开玩，好像是很久以前

了，她平日里太忙了！”七年级5

班学生小晴（化名）说。

“青春期的孩子渴望独立，

往往容易与家长产生距离感和

冲突。我们希望通过亲子运动

加强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交流、

合作，在团队协作中让学生感

受到家长是和自己站在一起

的。”成都市第四十三中学党支

部副书记李岚说。

据悉，近年来成都市第四

十三中学十分关注青春期学生

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家庭

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学生

的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形成发

展，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校

长李鹏程介绍，学校常常通过

家长讲座、定期家访、家校联系

本等方式，强化家校共育，引导

家长重视家庭教育，与学校共

同达成育人目标。

本报讯（白纲）近日，成都

高新区实验小学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大科学”品质课程

学术研讨活动。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校长、名师，成都高新

区学校代表，四川省朱祥烈名

校长工作室校长、教师代表等

200 余人相聚高新区实验小

学，共话“科学创新教育”。

本次活动旨在展示成都高

新区品质课程学校实践成果，

同时学习借鉴郑州、杭州、成都

三地名校的优秀经验，推进成

都高新区在“全国义务教育教

学改革实验区”的建设工作，助

力成都高新区争创“全国一流

教育强区”。

在专家报告中，国家教育咨

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科技馆

党委书记王渝生的专题报告

《科学教育与教育科学》引发了

教师们的阵阵掌声。王渝生以

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解析了

“科学教育”与“教育科学”这两

个核心概念，为新时代背景下

“科创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他表示，科学教育应当注重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他们主动

探索未知领域。

在校长论坛环节，成都、郑

州、杭州三地的三所学校结合

“创新素养的特色之路”介绍了

本校在课程建设领域卓有成效

的实践探索。成都高新区实验

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朱祥烈

从科创教育的缘起展开汇报，

介绍了高新区实验小学“大科

学”课程体系的建构和探索；

郑州市管城区创新街小学校长

曹显阳从课程背景、课程内容

设置、课程实施途径和课程实

施成效4方面介绍了创新街小

学全学科阅读课程的实践与探

索；杭州市天长观潮小学副校

长金兢围绕“如何提升学生的

科学实验素养”这一核心问

题，提出了小学生科学实验素

养培育的基本主张、指标体系

等，通过积累的大量案例、实

证，展示了应用与推广中取得

的突出成效。

在课例展示环节，成都高

新区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周倩、

杭州市天长观潮小学科学教师

陈甜、郑州市管城区创新街小

学语文教师曹瑞萍分别带来了

各具特色的融合课，充分体现

了数学、科学、语文等学科之间

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真实情

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

问题，为跨学科教学提供了优

秀范例。

爱心望远镜打开山区学子“大宇宙”

成都市第四十三中学
架起亲子沟通“连心桥”

第四届全国幼儿园园长
专业发展公益学术活动举办

奥运冠军走进成都东部新区校园

一堂特别的“启志课”

成都市锦江区

争做“大先生”典范 弘扬教育家精神

辅导教师指导学生调试设备，寻找行星。（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走教项目”在我省实施以来，就对走教

教师条件提出硬要求：“原则上选派中级及以

上职称的音体美骨干教师参与走教。”教师们

从校本教研、课程建设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辐

射带动了农村薄弱学校的教师成长，激发了

办学活力。

“我们坚持下好一盘棋”
在整体发展中强化走教保障

“一堂堂美术课下来，同学们的作品‘千人

千画，幅幅不同’。”安岳县教科所副所长漆丹

在参与走教安岳县通贤镇初级中学时，为学生

的作品举办了主题画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

习热情。

漆丹是四川省美术特级教师，也是安岳县

美术学科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为了让走教课堂

价值最大化，漆丹在走教中积极开展学科融

合、综合实践、兴趣社团指导、校园班级文化建

设等延伸活动，总结出教学“1+N”、师培“1+

N”等模式，依托工作室辐射引领更多美术教

师成长。

安岳县中小学体育与健康名师工作室领

衔人吴秀建在走教中探索形成体育教学四步

法，为走教学校开发课间操模式；安岳县中小

学音乐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谯红梅在引入科学

评价中强化学生音乐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学校

特色课程建设。

从“为了需要走教”到“为了发展走教”，音

体美学科成为撬动学校特色发展的支点。如

今，安岳县以名师工作室、学区为“两翼”，精心

挑选走教教师，结合学区治理改革等县域教育

改革举措，统筹资源，推动走教工作变教师个

人“单打”为教师团队“齐上阵”。同时，该县建

立“职称周转池”，每年拿出“15个中级、10个

高级”单列职称指标支持音体美教师，重点向

走教教师倾斜。

“走教项目”实施两年来，全省各地持续强

化走教保障。遂宁市制定可行性文件、实施方

案等共计17个，做到“走教一校，受益一方”；

乐山市近70名音体美专业教师，分别在45所

农村学校开展走教活动共计1843 次，受益学

生总数约1.15万人。

记者手记

从一个课堂赶往另一个课堂

走教一校，受益一方。采访中，记者印象最

深的便是走教教师对课堂的热爱，对受援学校

的热情。走教教师本就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工作

繁忙，他们抱着“多一种经历”“孩子们需要”“不

能只埋头干自己的事”等心态出发，心怀教育，朴

素炽热，从一个课堂赶往另一个课堂。他们用专

业的知识和平等的眼光对待学生，用包容的胸

怀和“过来人”的成熟解答青年教师的迷茫，为一

所又一所受援学校的课堂带来阵阵“新风”。

“走教项目”重点面向我省艰苦边远地区、

乡村振兴帮扶县，这些区域地理条件受限，师资

分布不均。记者采访了解到，走教项目实施以来，

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得到了参与县（市、区）教育部

门和教师们的一线反馈。他们普遍希望走教项目

持续开展并拓宽学科范围，如在心理健康、科学等

学科上探索支持的方式；同时，基于我省实际，适

当提高对偏远山区等交通不便、走教距离过远地

区的走教交通补贴，进一步优化资助体系。

3年来，走教教师用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助

力农村薄弱校提升了教育质量。随着“走教项

目”的不断完善和深入推进，未来，相信将有更

多农村学校，发生更多积极向好的改变。

（上接1版）

成都高新区实验小学

邀专家名师共话“科学创新教育”

宜宾市翠屏区
成立首个乡村数字家长学校

本报讯（文武 卢纯军）日前，宜宾市翠屏

区菜坝镇中心小学校举行了数字家长学校成

立授牌仪式暨家庭教育专家报告会。该活动

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全校 1000 余

名家长通过直播见证学校数字家长学校的成

立，并聆听家庭教育专家报告。

授牌仪式结束后，学校聘任了全国家庭

教育专家、宜宾市青少年宫主任、翠屏区家长

学校总校负责人刘介均为该校数字家长学校

名誉校长。

刘介均以《好关系决定好教育》为题，分

享了抓好家庭教育对孩子、对家庭、对学校的

积极作用，并围绕如何让孩子感受父母对他

们的好，引经据典、列举案例，向到会家长作

了详细的专题辅导。

专家报告结束后，翠屏区家庭教育讲师团

的3名家庭教育指导师，现场就家长们在教育

管理孩子方面的疑难困惑提供了咨询服务。

据了解，翠屏区菜坝中心校数字家长学

校为该区域首个乡村数字家长学校，学校将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及新兴媒体，实施数

字赋能家庭教育，通过搭建多种平台，为家

长提供涵盖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知识、心理

健康等方面的学习内容，开展丰富的家校

教育活动，为学生创设更加健康快乐的成

长环境，以促进家校协同育人，推进学校更

快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