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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一场象限仪座流星

雨划过天际，我们在幕天席地中和

流星、星座、星云相会，和赤诚的星

友相遇，是偶然更是必然，有遗憾更

有满足，像极了我们的生命……”近

日，成都大学附属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崔雪梅在完成了首次“追星之

旅”后，用文字记录下这次人文与科

学“拥抱”的观星体验。

对于成都大学附属小学的数位

教师而言，这次“追星之旅”不仅仅

是观赏流星雨，更是一次星空下的

教研探索之旅。1月3日，崔雪梅及

成都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陈怡携学

校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音乐、信

息科技等学科教师 20 余人，来到位

于攀枝花市的迤沙拉星空观测基

地·川南天文台，开启了一场以观赏

流星雨为主题的跨学科项目式教研

实践活动。

学校有位“天文发烧友”

教研活动为什么会同“追星”结

合？原来，这一尝试起源于该校教

师间自发组织的一场“观星”活动，

这场“观星”的发生，要从活动的发

起者——该校科信教研组组长汤志

杰说起。

除了科学教师的身份，汤志杰

最为人所熟知的标签便是“天文发

烧友”，作为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的

发起成员之一，“仰望星空”是他最

大的兴趣所在。在他的科学课堂

上，即便是“地球的运动”这样颇具

教学难度的章节，他都能结合天文

知识游刃有余地驾驭课堂，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这位痴迷于浩瀚星

空的科学教师，也成了不少学生眼

中的“明星”老师。

“发自内心热爱科学的人才能

成为一位合格的科学教师，他是我

们青年教师眼中的榜样。”该校科学

教师吴裕程评价道。也正因此，在

该校科信教研组教师知晓汤志杰准

备去川南天文台观赏流星雨时，纷

纷表示想要加入其中，在星空下听

一节汤老师的天文课。很快，这一

小范围的“追星”活动吸引了该校两

位语文教师的目光，她们当即决定，

跟着科信组一起去“追”流星雨。

“观星”擦出“跨学科”火花

2024年12月13日，成都大学附

属小学科信组、语文组的8名青年教

师下班后一路向南，历经6、7个小时

的车程，来到了位于攀枝花市的川

南天文台。一行人到达川南天文台

时已是晚上12点，夜幕沉沉，繁星点

点，8位教师终于置身于专业星空天

文望远镜阵列之中。借助专业设

备，月球、金星、火星、木星乃至土

星，这些平日里“遥不可及”的星球，

此刻在大家眼前清晰地呈现出来。

“快看快看！流星！”在教师们

的惊呼声中，双子座流星雨如约而

至，一颗颗流星划破长空，留下一道

道短暂却绚烂的光痕。

“‘流星长长的尾巴’是在进入

地球大气层时，与大气摩擦燃烧产

生的。大家觉得这一现象很美，是

因为浩瀚星空对人类具有天然的吸

引力，很多科学家的科学启蒙都源

于对星空的好奇与探索……”汤志

杰围绕流星的形成，为同行教师普

及了天文知识，分享了自己“观星”

的心路历程。

这场“观星”体验点亮了在场科

学教师心中的“天文梦”，也启发了

语文教师谭霞关于教学的思考。“置

身浩渺星空下，我仿佛踏入了诗的

境域，当‘星垂平野阔’的场景，真切

地呈于眼前，我真正感受到了‘寄蜉

蝣于天地’所描绘的深邃与宏大，仿

佛与古人对话。”谭霞意识到，自然

现象背后反映着科学规律，更蕴含

了深刻的哲理。

在未来的语文教学中，如何让

学生精准地用语言文字表述自然界

中的一草一木？如何引导学生透过

现象描述出事物的本质？“或许我们

可以针对一些特定章节进行跨学科

课程教学，既能启迪学生的思考，又

能满足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

谭霞讲出自己的畅想，其他几位教

师也一起加入了这场讨论。

“将好奇心传递下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追星”之旅，

很快便在校园传播开来。一日，在

学校楼梯间，崔雪梅与科学教师吴

裕程“撞了个满怀”，定睛一看，崔雪

梅注意到吴裕程正手捧着《天文知

识基础——你想知道的天文学》一

书品读。“怎么想起来学习天文学知

识了？”崔雪梅在“碰撞”中仔细了解

到这次“观星”的来龙去脉，以及几

位老师关于跨学科教学的探讨。

“在真实的场景下学习，不仅适

用于学生，也同样适用于教师。这

样的‘观星’体验激发了教师学习、

交流的积极性，这不就是一次难得

的跨学科项目式教研实践探索吗？”

在第一次“追星”之旅的启发下，崔

雪梅在校内发起了第二次“追星”活

动，这一次，“追星”的队伍更壮大

了，在她和副校长的带领下，来自更

多学科的教师参与进来，一次真正

的跨学科项目式教研活动开始了。

仰望星空，科学教师思索着如

何结合自然课堂，把星球演变、行星

运转等复杂现象，清晰生动地讲给

学生听；语文教师希望引导学生感

受“文学”如何从纸间走出，在可触

可感的现场徜徉，又重回自我心灵

的园地，酝酿着自然流露于真情的

笔端；数学教师则构思以算式与图

形描绘星球的运行，让学生在宇宙

的画布上，捕捉数字与逻辑的魅力；

音乐教师发现，静谧的夜空与深邃

的音符结合，能深化学生对旋律的

情感体验……

这样别具想象力的教研实践活

动，能够出现在成都大学附属小学

是“偶然”，更是“必然”。科学教育

一直是这所小学人才培养的亮点。

据崔雪梅介绍，该校作为全国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始终把科学、科

幻教育作为“关键变量”，致力于通

过体系优化、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场景打造等举措，培养有好奇心、创

造力、有家国情怀的面向未来的美

好生活建设者。

“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将这

份对星空的热爱与对未知的好奇传

递给每一个学生，用科学的光芒照

亮学生前行的道路。”崔雪梅展望

道。

本报讯（刘懿 王健）寒假期

间，3.5 万余名四川农业大学学

子、2010 支实践团队返回家乡热

土，聚焦“科创乡村·青年实干”返

家乡实践主题，在实践中用脚步

丈量家乡土地，用行动践行青春

誓言，在服务家乡建设中上好“行

走的大思政课”。

红色宣讲传党音，续写时代

新华章。9245名学子、718支团

队返回家乡开展红色理论宣讲、

发展成就观察等红色实践，在实

践中点燃“红色引擎”。“机”扬

红韵实践团结合校本红色文化，

深入红色遗址、纪念馆，聆听革

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挖掘和传承

红色故事、革命先辈事例，分享

红色故事、宣传红色精神、推广

红色文创作品。数智赋能党的科

学理论微宣讲实践团聚焦“思政

实践+数字赋能”，通过拍摄制作

沉浸式馆游体验类微宣讲视频，

实现足不出户第一视角游红色场

馆，不断提升宣讲亲和力、感染

力。

基层服务强能力，协同治理

共成长。今年寒假，8284 名同学

积极报名“返家乡”社会实践，通

过“青年实干家计划”“逐梦扬帆

计划”等完成岗位双选，进入家乡

企业、社区等开展政务工作、基层

治理等实践。2024级马克思主义

理论专业研究生武晶在邛崃市人

民检察院进行岗位挂职锻炼，她

结合专业所学协助机关党委开展

党员管理服务工作，同时参与中

小学未成年人普法宣传工作，在

基层服务中深化理论所学；2023

级土地资源学专业研究生、崇州

市团委兼职副书记钟雨辰带领团

队来到崇州“天府粮仓”核心示范

区，以“天府粮仓依赖于天府粮

田”为宗旨开展智慧农业系统搭

建、天府良田调研、土壤改良等工

作，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青年扎根兴“三农”，振兴乡

村谱新篇。“你们的引诱剂推行以

来，福寿螺减少了，作物长得也更

好了，太感谢你们了！”在成都市

郫都区唐昌镇青杨村的田埂上，

村干部正对“兴农安粮”团队成员

表达感谢。像“兴农安粮”这样投

身乡村振兴的团队还有很多，今

年寒假，近万名学子、722支团队

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发挥

专业优势，深入田间地头，为当地

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特色产业和

急需问题“把脉问诊”。“青年长于

‘耕’，科技还予‘地’”团队对成都

东部新区示范区高质量耕地情况

进行调研和数据采集，在助力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普及耕地

保护制度。

创新智慧共担当，协调发展

开大局。1945 名川农学子依托

“挑战杯”“创青春”等项目孵化，

结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地方发展需

求，开展创新实验和技术转化。

在通江华羽生态有限公司育种

场，“凤鸣巴乡”团队通过考察学

习、企业走访、养殖调研等方式全

面了解梅花鸡生态健康养殖模

式，为通江县特色农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蓝色水足迹”实践

团队依托水利水电工程学科专业

优势，对雅安市濆江流域水资源

及堤防隐患开展监测，助力构建

泥石流洪涝地质灾害信息集成系

统，提升预警能力，同时为家乡村

民普及宣传地质灾害防护、水资

源保护等相关知识。

本报讯（张蕴琦）寒假期间，按照

“乡村伴读·微光计划”大学生乡村阅

读志愿服务项目的要求，西南财经大

学组织学生队伍走进成都市温江区岷

江村留灯书舍，开启了一场激发乡村

孩子阅读热情、点亮知识星火的追光

之旅。

此次活动中，志愿者们精心准备，

充分发挥自身财经专业特长，为当地

孩子们带来了绿色财经主题课程和读

本，带领他们开启对绿色经济领域的

探索之旅。同时，为进一步拓展孩子

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第二课堂”，志

愿者们还围绕当地农家书屋中的书

籍，特别设计了一系列综合性阅读课

程，包括心理健康、科学教育、思政德

育、美育艺术等内容。

在双碳科普课堂上，孩子们一起

探索双碳世界的奥秘。其中，在“地球

生命共同体”课上，孩子们了解了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树立了环保意

识；在“蔚蓝星球的超能力”课程中，孩

子们了解了碳汇的概念以及分类，学

习了生活中增加碳汇的行为；在“我们

的绿色责任”课程中，孩子们了解了可

持续发展、碳循环等概念。

如果说双碳科普教育是为了更好

地保护世界，那么综合性阅读课程则

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在

“足下生风”课上，孩子们以问答的形

式熟悉足球规则，通过自主排兵布阵

了解球场上的位置分布与作用，更加

深刻地了解了足球运动；在“化学探探

探”课上，志愿者通过PH试纸遇碱变

成蓝色的现象，激发孩子们探索化学

世界的浓厚兴趣。

在传统意义的课堂之外，志愿者

们还创新设计了“伴读”的教学形式，

和孩子们一同阅读，随时解答孩子们

的疑惑，提高他们对阅读的兴趣，帮助

他们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此次实践活动以乡村伴读的形

式，走进基层，走进乡村，旨在激发孩子

阅读兴趣、拓展孩子学科融合知识，普

及绿色财经、科学原理等知识，助力孩

子们健康成长。”志愿者张静舒说道。

据了解，“乡村伴读·微光计划”大

学生乡村阅读志愿服务项目是由省委

宣传部、教育厅指导，四川省教育融媒

体中心（四川教育电视台）、四川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四川省学校国有资产

与教育装备中心、新华文轩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乡村阅读课”系

列活动的项目之一，旨在推动全民阅

读基层实践、丰富乡村少儿假期文化

生活。

本报讯（沈文）在新学期即将到

来之际，雷波县黄琅镇大杉坪村于2

月 8 日举行 2024 年度“圆梦大学 出

彩人生”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共计为

29名学生发放奖助学金21500元。

“感谢大杉坪村驻村工作队和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长期以来的帮助，我

一定把个人理想主动融入国家和人

民的需要，把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

行。”获奖学生代表、雷波中学高一学

生曲比石子激动地说。作为获奖大

学生代表，李仔江琴也表示，在未来

的成长道路上，一定将党和政府的关

怀、老师的谆谆教导，内化为自身奋

斗的强大动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影响和带动更多同学共享人生出彩

机会。

教育厅派驻雷波县黄琅镇大杉

坪村第一书记刘旭芳表示，此次活动

既是大杉坪村驻村工作队落实全国、

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也体

现了村两委积极营造尊重人才、关爱

人才、培养人才的良好氛围。“我们驻

村工作队将继续发挥行业优势，不仅

要培养人才走出大山看世界，还要筑

巢引凤留住人才建设家乡，激发本土

人才对乡村的归属感、责任感与使命

感，夯实乡村振兴事业人才根基。”他

说。

活动现场，雷波县教育和体育

局、黄琅镇党政分管负责同志、国家

开发银行四川分行驻村干部、四川农

业大学驻村干部等分别向学生讲解

了国家、省、州、县相关教育帮扶政策

和人才引进政策、教育资助政策，并

开展大学生就业、创业培训。

甘孜州
为学生打造“多彩寒假”

本报讯（余彬）甘孜州委教育工委、州教

育和体育局针对寒假特点，靶向施策，倡导

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有意义的寒假活动，持续

强化学生社会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让广大学生度过一个有益寒假。

热心家务劳动。倡导广大中小学生争

当假期“劳动小家长”，通过洗衣做饭、做清

洁卫生等家务劳动，体会父母日常的辛劳，

引导学生树牢热爱劳动、勤劳持家的劳动

观，提升劳动素养。

热心社会公益。倡导中小学生走上街

头，走进社区、养老院等场所开展文明环

保宣传、助残扶困、爱老助老等社会公益

活动，提高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让学生

在实践中拓宽成长路径，增强能力素养，

养成从小爱公益、讲文明、重环保、勤奉

献的意识。

热心体育健身。用好全州18个县（市）公

共体育活动设施、青少年活动中心、村（社区）

活动中心等，鼓励学生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倡

导学生每日开展综合活动不少于2小时，积极

参与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锻炼

及趣味体育游戏活动、健身舞等，强身健体、

愉悦身心，争做“阳光健身小达人”。

热心红色教育。用活康巴红色文化资

源等红色教育“活教材”，倡导学生走进红军

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等20余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参观，学史、知史、谈史，缅怀革命先烈

丰功伟绩，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洪雅县
“营养套餐”丰富学生寒假生活

本报讯（余德群 杨泽方）为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巩固“双减”成果，让

全县中小学生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洪雅县

为学生量身定制了丰富多彩的“营养套餐”，

引导他们在生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提升素

养、收获成长、享受快乐。

丰富“素养餐”，提升知识涵养。以“书

香寒假”为主题，开展“阅读达人秀”阅读知

识竞答活动和“读书小明星”阅读成果分享

活动，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激发阅读兴

趣，提升阅读能力。全县累计提交诵读视

频、读书笔记等作品 1.5 万余份，参与学生

8000余人次。精心设计蛇年文化手抄报、诗

意蛇年创作集、蛇年数字接龙、亲子运动等

寒假“趣味作业”20余项，学生根据自己的知

识水平、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家庭实际自主

选择完成，力求每天都有新收获。

调制“技能餐”，提升实践能力。组织全

县学校、幼儿园开展“中华小当家，欢喜迎新

春”线上寒假劳动实践活动，孩子与家长一

起制作漆扇、进行扎染、烹饪美食等。全县

累计开展劳动实践活动 20 余场，1.7 万余名

学生参与，提交劳动日记、烹饪照片、手工艺

作品等成果 2.3 万余份，进一步加强家校协

同育人，提升学生劳动技能。结合春节这一

传统节日，开展写春联、剪窗花、制贺卡等实

践活动10余项，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传统手工艺制作能

力，以实际行动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搭配“志愿餐”，提升服务意识。开展旅

游志愿服务，组织学生化身“文明旅游志愿

者”，前往本县“四大旅游景点”，发放文明旅

游手册，宣传生态保护理念，为游客提供景

点讲解、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寒假期间，

累计派出师生志愿者100余人次，服务游客

20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800余份。开展

“新春送温暖”活动，组织师生300余人开展

“进养老院慰问老人”“安全知识宣传进社

区”等系列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学生用实际

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

安岳县
加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本报讯（吴鑫）为持续巩固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成果，持续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

规范校外教育培训行为，寒假期间，安岳县

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力量对县域内学科类、体

育类培训机构开展寒假专项治理行动，切实

规范全县学科类、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行为。

检查组深入县域内2所学科类和4所体

育类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实地查看、查阅资

料、交流询问等方式，重点对培训机构消防

安全、营业资质、培训内容、应急演练、收费

情况、周边环境治理以及学科类培训机构是

否违规开展培训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及时

向培训机构反馈检查出的问题，并责令限期

整改，确保学生、家长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对县域内违法、违

规培训起到了震慑作用，营造了健康有序、

安全稳定的良好校外培训环境。下一步，该

县将严格按照“双减”政策要求，从严抓实校

外培训机构监管，不定期对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回头看”，积极引导县域内校外培训机构

规范、健康发展。

深化定点帮扶深化定点帮扶 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成都大学附属小学教师在“追星之旅”中探索跨学科教研——

一起去“追”流星雨
■ 本报记者 张玥

雷波县黄琅镇大杉坪村

29名学生获奖助学金圆梦大学

西南财大志愿者
开展“乡村伴读”活动

寒假期间，广安市广安区

近300名返乡大学生响应共青

团广安区委的号召，深入各个

社区开展“团伴伴助苗成长计

划”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

愿者每天陪伴社区留守儿童

开展寒假作业辅导、阅读书

籍、做游戏、剪纸等活动，在志

愿服务活动中奉献青春力量，

让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

有意义的寒假。图为返乡大

学生在协兴镇牌坊社区活动

室陪伴留守儿童画画。

（张国盛 摄）

大手牵小手 欢乐度寒假

图
片

新
闻

川农学子寒假返乡实践建新功

教研组教师一起认识星空中的亮星。（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