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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二 十 大

报告中指出，
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推动其改

革、创新和发展，是新时代思政教育工
作的重大使命。

江门侨中以政治学科为示范，通过课
堂教学实践，集中研讨，初步构建了“导—思
—展—评—结”五步教学法，进一步更新教
师教学观念。政治科组在提升思政课教学
质量、创新思政课教学形式、丰富思政课教
学内涵等方面积极探索，并把积累到的相关
经验推广到其他学科教学，助力学校构建别
具一格的“课程思政”学科渗透模式。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
川壮美，本身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地理教
材……”在江门侨中地理骨干教师卢翠萍
的一节地理课上，在讲授《中国的河流》章
节时，她通过照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向学
生们展示了漓江、黑龙江、长江、塔里木河

和黄河的壮观景色，并引出了对“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认识和
学习，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情怀。

“原来在中国的地理构成中，河流占据
着如此重要的位置，要想优化环境，必须守
护好河流。”“通过丰富直观的图片，以及和
老师的现场互动，我真正了解到祖国的河
山原来如此广阔。”……讲台下，学生们踊
跃互动，争先恐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理有
据，头头是道。课堂现场不是老师一个人
的“独角戏”，而是一群人的“联欢”。地理
课堂正是江门侨中落实“课程思政”学科渗
透的一个缩影。

数学在日常生活、生产建设和社会发
展等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
江门侨中的数学青年教师，关则豪近两年
有针对性地在课堂上以数学历史为载体，
厚植学生民族自豪感，如在讲述有理数相
关知识时，他向学生普及世界数学史上，是
中国人最先应用负数及其加减法运算法
则。“在探索思政教育和数学教学有机结合
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断成长，促使我对
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加深入，也进
一步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关则豪说。

以赛促练，以赛促教。江门侨中每学
年都会举办一次青年教师“课程思政”课例
展示活动。重点考察青年教师是否能在课
堂教学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
入教学设计，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

果。
对于该项活动，江门侨中领导班

子非常重视，还对活动提出明确的细
节要求：在课堂教学中要科学处理
好“思政”与“课程”的关系，要找准
切入口，巧妙得当，不能生硬灌
输，直接给出结论，做到‘如春在
花、如盐化水’，让思政教育的
内容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
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

渗透了全新“课程思政”
理念的课堂，不但吸引了学
生们一双双求知的眼睛，也
激活了他们一颗颗进取向
上的心。“在生动有趣的
课堂上，我了解到新时代
的共青团员在抢险救
灾、疫情防控、奥运竞技
等大事面前不畏困难、
勇往直前的事迹，他们
是党和国家可靠的后
备军。而我作为新团
员，深知肩上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我现
在要做的，就是扎实
文化基础，增强组
织意识，严于律
己。”江门侨中九年
级学生孔晶晶说。

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
……华侨文化是侨乡先辈奋斗的

结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江
门侨中为了“把华侨文化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
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大力打
造“叙事思政”平
台，激活情感效
应，春风化雨般
滋养人、培育
人。

每 周 一
清晨的“国旗
下讲话”，是
江门侨中坚
持打造了多
年的思政平
台 。 今 年 以
来，该环节“侨”
味 渐 浓 ，成 为

“华侨”文化核心
载体的“侨中思政

大课堂”。“侨中思政
大课堂”以“讲故事、
谈感悟”为主要方

式，结合学校的传
统与校情，每

周安排一位教师或学生站在国旗下面向全
校师生讲侨乡人物故事。“对上台开讲的师
生来说，在准备和讲述侨乡人物故事的过
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厚植爱国情怀、感知时
代责任的过程。”江门侨中校长张有成说。

“华侨精神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爱
国、进取、勤劳、开放、包容’十个字来概括
其内核。这正是我校在现阶段要补齐短
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再上新台阶
所需要的精神……”本学年开学第一天，张
有成站在国旗下，以《传承华侨精神，做有
担当的侨中人》为主题，为全校师生上了新
学年的“思政第一课”，为“侨中思政大课
堂”开了好头。在往后的日子里，司徒美
堂、陈垣、龚昌荣、梁启超、冯如等一大批侨
乡本土历史人物的事迹相继被师生们“搬”
上“侨中思政大课堂”。

“侨中思政大课堂”不仅让思想鲜活起
来，让知识鲜活起来，更让教育过程鲜活起
来，备受学生好评。

通过参与“侨中思政大课堂”，该校九
年级学生李紫微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在她
看来，作为一名江门人，可以站在全校师生
面前讲好江门故事，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
事情。除了收获掌声外，让她印象更深刻
的是过程，在准备过程中，她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多方搜集素材，了解本土历史
人物的爱国故事。“那时我才发现，原来我

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
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
人物，发生过那么多感
人的英雄故事，这些人
物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
内都有深远的影响力，作
为江门人，我由衷感到自
豪，也收获了作为一名侨乡
人的文化自信。”李紫微说。

“本学期，老师和同学们
在国旗下讲述了许多侨乡本
土历史人物的故事，每一个都
深深打动我，我现在随口都能
说出其中一个人物和他们的相
关事迹。”九年级学生朱颖琪在侨
乡本土历史人物身上感受到，爱国
是一种责任，需要行动，青少年不能
只做旁观者，要把个人理想和家乡乃
至国家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此外，江门侨中每学年都会组织一
次红色故事演讲比赛，让学生站上舞台
演活、讲活红色故事。

一抹亮丽的“红色”当前已全面渗透到
江门侨中的班级文化、校园文化、学科文化
等多方面的建设之中，并散发出浓浓的

“侨”味，使之焕发出蓬勃生机。

要想做好思政教育工作，要因
时而进、因势而新。近年来，一大批
红色影视作品在大浪淘沙中突围而
出，呈现出内涵丰富、情感真挚等特
点，深受群众喜爱，是思政教育得以展
现新面貌的“金钥匙”，江门侨中充分利
用这些红色资源，在校内构建“影视思
政”平台。

今年上半年，江门侨中就在校内开展
主题为“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的红色
影片观看系列活动，在全校范围内集中播
放了《金刚川》《夜袭》等一批有口皆碑的红
色爱国电影。

传统的集中观影只是开端，江门侨中还
通过开展组织红色歌曲演唱、红色诗歌朗诵、
文艺汇演等活动，不断丰富“影视思政”平台
的建设。例如利用午休前的时间段和课间面
向全校插播红色歌曲；举办“永远跟党走 唱响
中国梦”主题红色歌曲比赛；带领学生走出校
门，参加各级各类红色主题文艺比赛等。学生
们也不负众望，表现十分亮眼：学校舞蹈队参加

“2021年蓬江区中小学生舞蹈比赛”获区赛一
等奖、市赛二等奖；学校合唱团参加“2022年蓬
江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获中学组一等奖，参加

“2022年江门市‘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
小学合唱比赛”获中学组二等奖。

该校八年级学生李欣怡，在今年5月正式加
入了学校合唱团，随后代表学校参加“2022年江
门市‘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小学合唱比
赛”，从确定参赛、备赛到最终站上舞台，历时一
个多月，当中很多细节她仍记忆犹新：“这是我第
一次到校外参加高规格的合唱比赛，第一次面向
社会各界唱歌，既兴奋又紧张，这不仅是一次演
唱，更是一次情感升华，是在凝聚一种力量，使
我爱党爱国的情感更厚重。”

“那次比赛以歌颂党、歌颂新中国为主旋
律，训练的过程中，老师除了跟我们讲述歌唱技
巧外，还跟我们普及每一段歌词背后的含义和
故事，是一种浸泡式的学习体验。一首红色歌
曲就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和思政课。”回忆起参
加学校举办的“永远跟党走，唱响中国梦”主题
红色歌曲比赛，该校九年级学生周永蓝颇有
感触。

思政教育发挥了多方面、多维度的育人
功能，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学
成绩稳步提高。江门侨中2021年获“江门
市协同教育质量进步奖”；2022年获“江门
市协同教育质量二等奖”；在蓬江区2022
年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中，获“公办初中教
学质量发展增量先进学校二等奖”和“优
质生源贡献奖”，而生物、数学、历史、地
理、体育等科组获“初中学科素养提升建
设奖”。

展望未来，张有成表示，江门侨中
将继续优化好、利用好三大思政平台，
围绕“红色”育人主线，在“侨”字上做
文章，挖掘学生熟知、发生在学生身
边的故事，突出学校“侨”文化特色。
在课堂教学中继续挖掘思政元素，
加强各学科课程思政效果，推进
“侨中思政大课堂”主体化、序列
化、常态化开展，凝心聚力为蓬
江教育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

持续优化“课程思政”学科渗透模式

“叙事思政”平台
引导师生讲好侨乡故事

用好“金钥匙”
“影视思政”平台精彩纷呈

学生在舞台上演唱红色歌曲。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如何培养“心中有理想、
眼里有光芒、肩上有担当、脚下有远方”的学生，用信
仰的力量引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执着攀登，真正把
他们凝聚在党的理想信念旗帜之下，是学校思政教
育工作者的共同奋斗目标。

华侨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侨乡大地上一所沉
淀了丰富华侨文化资源的优质学校，江门市华侨中
学（以下简称“江门侨中”）近两年充分发挥“侨”优
势，活用“侨”资源，凝心聚力书写“思政育人”精彩篇
章。该校充分把握思政工作、教书育人和学生成长
规律，成功打造了“课程思政”“叙事思政”“影视思

政”三大平台，引导学生讲好红色故事，唱好红色歌
曲，厚植红色基因……

如今的江门侨中，对思想教育工作从内容到形
式、从叙事到思辨、从情怀到信仰都有了更深层次的
要求，更加注重启发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体悟真理，
在学习中收获真知、在生活中融会贯通，在“大思政
课”背景下传承信仰火种。

在江门侨中，学生所感受到的思政教育，不再是
枯燥的课堂理论灌输，而是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
世界的全景式育人场景，思政教育既跃然眼前又润
物无声，不仅有筋骨有温度，而且有活力有朝气。

文/图 吕中言 侨中宣

江门市华侨中学书写“思政育人”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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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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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抖擞的侨中学子精神抖擞的侨中学子。。

▶学校团委组织入
团积极分子赴棠下三堡
村缅怀革命先烈。

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日常
社团活动中。

▶每周一的“国
旗下讲话”，是江门侨
中打造多年的思政平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