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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穿汉服吟诗经，“浸润式”体验白沙精神
“士不居官终爱国，孙当从祖是名

田。”伴着铿锵有力的诵读声传出，映入
眼帘的是一群身穿汉服、腰板挺直、举
止斯文、深情吟诵的“白沙君子”。

此景出现在江门市陈白沙中学的
白沙诗教课《诗心 琴韵 家国情》课堂
上，本节课以“家国情”为核心，以诵读
白沙诗篇、讲述白沙故事、书写白沙诗
句为载体，诗书礼乐并举，特色鲜明。

记者看到，本节诗教课的教学现场
经过了用心布置，从里到外都充满着传

统文化气息。
本节诗教课以学习陈白沙先生诗

篇《命孙田》《次韵张廷实读伊洛渊源
录》等为主体，学教评一体化，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在诵读、评述、书
写活动中，发现白沙诗篇之美，感悟陈
白沙先生“士不居官终爱国”的爱国情、

“慈孝相感激，天机谢人力”的慈孝心。
“我们希望在价值观形成的初中阶

段，通过‘浸润式’的课堂环境，厚植学
生们的家国情怀，引导他们和陈白沙先

生一样，把爱国、孝亲、爱家统一起来，
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
族梦之中。”陈白沙中学相关负责人说。

“这节课不仅学习到书本上的知
识，在独特的课堂环境中，我还感受到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使我更加明确，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要有想象力和创
造力，要敢于质疑、独立思考。”陈白沙
中学学生陈子瑜说。

清朝末年：时代强音穿越百年仍振聋发聩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

年强则国强……”在新会梁启超纪念中
学实验校区的“饮冰室”，学生们朗诵起
梁启超的名篇《少年中国说》，他们目光
如炬、声音铿锵有力，热烈响应百多年
前任公发出的时代强音。

“《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
后的1900年，梁启超热切希望出现‘少
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同学们，任
公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谁？”朗诵过后，该
校副校长黄惠香发问。

“中国少年！”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中国少
年的使命是什么？”

“不负韶华，苦练本领，增长才干！”
“用知识建设祖国，用科技创造强

国！”
黄惠香带来的思政课《学习梁启超

的爱国情怀》，激发了同学们爱国爱家
的情怀。

为了激发思政课活力，现场还举行

了梁启超生平事迹以及其爱国思想的
知识竞赛，学生们踊跃竞答，气氛热烈。

尔后，师生们共同参观了“爱国如
家”文化长廊。在学生导赏员自信娴熟
的讲解下，师生们仿佛穿越时空，再遇
时代伟人。

建校以来，梁启超纪念中学始终致
力于启超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不仅把梁
启超文化与思政课紧密结合，还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熏陶师生的家国情
怀。

20世纪60年代：“国宝”陈垣教青少年享受学习
“同学们，你们想想，82岁的时候，

你会是怎样的？”10月13日，在江门市
棠下初级中学的七（13）班教室里，道德
与法治老师钟珠云一上课就发问。

“那时候我应该是佝偻着身体、老
眼昏花了吧！”“可能天天去公园里下
棋、钓鱼，消磨时光。”同学们顿时来了
兴致，七嘴八舌地说道。

“今天的课堂，我要从侨乡名人陈
垣说起。”钟珠云娓娓道来，“1961年，
陈垣82岁高龄的时候，仍坚持不懈地
研究学问，并向青少年们‘劝学’……你

们怎么评价他的这种品质？”
“那可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了。”

学生们说。
这是钟珠云上七年级上册道德与

法治《享受学习》一课的一幕，她巧妙结
合侨乡名人资源——陈垣来开展，把本
土文化“大咖”请进课堂，通过图片、视
频、文字资料等方式，与学生交流成长
历程和治学心得。

“通过学习陈垣的故事，我懂得了
学习是苦乐交织的过程，要以正确的心
态来对待；还要掌握学习方法，才能事

半功倍。”学生张丹雅说出她的学习感
受。

该校政教处主任李少敏介绍，
2019年9月起，该校开展了课题研究，
充分挖掘侨乡名人资源中蕴含的丰富
教育教学资源，形成校本教材，提高学
科教学的质量。

“把侨乡名人资源有机融入道德与
法治课堂，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明显提
高。这对增强学生对侨乡文化的认同
感、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提升道法学科
核心素养等都大有裨益。”李少敏说。

20世纪90年代：在黄耀祥的“水稻情结”中学会担当
“哪位同学上来，闻一闻这是什么

味道？”“是大米的味道！”……怡福中学
思政教师刘晶晶用一缕米香开启了“院
士文化”爱国主义思政课的旅程。江门
新会小农粘、首届台山大米文化节……
接着，一幅幅资料图片，刘晶晶又把同
学们带到了一片片金黄的稻田。

很快，画风一转，师生们“穿越”回
20世纪90年代，看到了古稀之年的黄
耀祥。在播放的资料视频中，黄耀祥主
动承担了中国超级稻研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仿佛看到
了眼里燃烧着雄心壮志的黄耀祥院
士。”八（6）班学生王麒睿说，“黄耀祥院
士七八十岁还要下田研究，反观我在学

习和生活中曾经失去目标，也不够坚
定，黄耀祥院士的精神鼓舞了我，我要
追随院士前辈们的步伐，不断锤炼自
己。”

从20世纪90年代回到现实，同
学们被黄耀祥的责任和担当所
感染。“从个人出发，我们可
以做到勤学律己。”“如果
在学校，我们可以把黄
耀祥院士无私奉献的精
神 带 到 关 爱 集 体
上。”……小组讨论后，
同学们纷纷说出了自
己的感悟。

“院士文化是我们

学校的特色文化。院士的故事就是最
鲜活的素材，我觉得这样的思政课特别
有趣、有亲和力。”八（6）班学生何锦权
说。

“融入院士文化是学生
喜闻乐见的思政课。学

生非常喜欢这种既
有内涵又接地气
的思政课。学
生普遍反映通
过课堂对侨乡
院士文化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
识 。”刘 晶 晶
说。

“选A选A！”“快点快点！”当题
目一出现在屏幕上，一场组与组之间
的“对决”开始了！台下的同学瞬间
沸腾起来，为台上的组员加油助力。

10月12日，在江海区外海中心
小学五（4）班的科学课上，同学们在
老师劳运霞的带领下，以游戏的方式
进行单元知识复习。每一轮游戏结
束之后，劳运霞便在黑板上为赢的组
画上一面小旗。

“把鲜花插到有水的花瓶里可以
保鲜”“晒干的植物种子内没有水
分”……随着最后六道判断题迅速被
做完，结果随即出炉——第二大组领
先一面旗赢得比赛，欢呼声与叹息声
同时充满教室，第一大组的同学们暗
下决心下次要赢回来。

“我特别喜欢玩科学课的游戏，
每节课都想代表我们组出战！”该班
学生王锡玄说。同班同学张佳琪也
自豪地说：“题型有选择题、判断题
等，我刚刚都有做对！”

“直接讲科学知识很枯燥，加入
游戏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赢了可以
拿贴纸换小礼品，做错的题目一起评
讲加深印象，课堂氛围很活跃。”劳运
霞介绍，除设计游戏外，老师们还拍
摄了大量科学实验视频，让同学们可
以直观地感受科学知识的奥妙。

“我校大力推进学科融合，将信
息技术与科学结合起来，科组老师合
力将重点难点知识融入课堂小游戏
中，让同学们‘玩转’科学课堂，寓学
于乐。”该校校长余标局说。

（文/图 潘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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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根
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新一轮广
东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第三批）认
定名单的通知》（粤教职函〔2022〕33
号），经中职学校自主申报、地市教育
局审核推荐、评估机构组织专家评
估、省教育厅审核公示等环节，江门
市工贸职业技术学校（简称“工贸职
校”）被认定为新一轮（第三批）广东
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据悉，此次全省共有9所中职学
校通过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评估，工
贸职校是其中一所。“办学以来，我校
坚持‘工学结合，厚德重技’的办学理
念，明确‘立足江门区域产业需求，赋
能侨都发展’的办学定位，不断加大
基础建设力度，完善实训设备设施；
构建职业教育‘三全育人’新格局，创
新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提升整体教学水平；推进工
学结合、产教融合等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合理调整专业结构，积极推进教
学改革。”工贸职校校长彭欣表示，成
功创建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是对学
校10年办学历程的肯定。立足新的
历史起点，该校将锐意进取，持续改
善办学条件，强化内涵建设，不断提
高办学质量，续写工贸职校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中职教育
发展，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高
质量就业为着力点，优化中职学校布
局，稳步推进“中职—职业专科—职
业本科”的贯通培养，实现中、高、本
的有机衔接，构建起布局合理、紧贴
产业、定位清晰、专业互补的职业教
育体系，成功打造出一批国家和省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 通
讯员/李家富）全面提高思政教育质
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0月
14日，蓬江区教育局面向全区幼儿
园、中小学举办“蓬江教育论坛”。

当天，农林双朗小学校长赵善
明、丰乐小学校长李蔚媛、里仁小学
校长万川、紫茶中学校长张又红分别
以《影视思政赋能立德树人培根铸
魂》《党史光辉浇灌梦想，叙事思政铸
魂育人》《“大思政”格局下，“思政课
程”向“课程思政”转变的探索与实
践》《开拓思政大格局，培根铸魂育新
人》为主题进行学校思政教育工作汇
报。从汇报中可见，4所学校都把校
园文化、本土传统文化、劳动教育、体
育锻炼等与思政教育较好地结合在
一起，在形式上各具特色，并在实践

中涌现出一批品牌活动、思政“金
课”。

汇报结束后，广东教育学会副秘
书长白平点评道，4所学校在开展思
政教育上，都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
中心”，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和多样
化的个性发展，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
温度的课。“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教
育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符合人才培
养的根本规律，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进
步趋势，是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
……”点评后，白平对新时代思政教
育开展的意义和方向进行了详细阐
述，同时分享了众多经典案例。论坛
现场，不少园长、校长纷纷表示，将以
本次论坛为契机，积极学习好经验、
好做法，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守正创
新、昂扬奋进。

“蓬江教育论坛”开讲

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度的课

我市再添一所
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们朗诵《少年中国说》，发出时
代强音。

◀同学们密切关注比赛情况。

▲两组代表分秒必争地答题。

悠悠文明，厚积薄发，流光溢
彩。千年文脉绵延至今，侨乡江门人
杰地灵，底蕴深厚。

明代大儒陈白沙、维新先驱梁启
超、“中国航空之父”冯如……这些闪
亮的名字点缀着江门的历史长河。
据不完全统计，祖籍江门的院士有
34位之多，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前
列。

本土名人文化资源是一本鲜活
的思政教材。去年，江门市思想政治
教育联盟召开的“大中小课程思政建
设”专题工作会议提出，联盟将以开
发和利用本土思政教育资源为抓手，
着力推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换。

于是，那些闪亮的名字，出现在
我市的思政课堂上。

发端于江门的陈白沙文化、“中
国半矮秆水稻之父”黄耀祥……师生
在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政教育“打开方
式”中“穿越”，一幅充满创新性的“本
土化思政长卷”徐徐展开。

且看以下这四次“穿越”，如何将
学生和本土名人的峥嵘岁月连接起
来，如何将名人思想的力量“变现”，
如何在“穿越”中增强文化自信和家
国情怀。

文/图 张翠玲 吕中言 陈慕欢

专家说

开发利用好历史人物资源 让思政教育更具亲和力

任何学校都处在一定的
地方文化传统之中，开发和
利用好本土历史人物资源，
让思政课更“接地气”，已逐
步成为思政教育发展的必然
诉求。“这不仅能更好地发挥
学校的文化传承功能，而且
可以丰富思政教学内容、拓
展教学空间、改进教学方式、
增强教学实效。”江门职业技
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邓复群说。

江门作为“中国侨都”，

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
了崇文乐善、开放兼容、和谐
文明、创新拼搏等精神底蕴，
涌现出大批全国闻名的历史
人物。在邓复群看来，这些
历史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精神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
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中小学
开发和利用好本土历史人物
资源，还有利于深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让思
政教育更具亲和力。

除了形式上明确方向

外，在开展的深度方面，邓复
群建议各中小学从三个方面
着手：一是在校内单独开设
本土历史人物校本课程，自
编教材，让学生在了解人物
事迹的同时，向外拓展，了解
开平碉楼、五邑银信、新会陈
皮等不同领域的本土文化。

二是加强思政课的实践
教学。平日学校可多组织学
生走出校园，探访本土名人
故居、文化纪念馆等，并通过
布置漫画游记、趣味作文、小

组课题研究等创新作业的方
式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加深认知。引导学生通过多
种方式自主学习并挖掘本土
历史人物资源，改变学生“要
我来”为“我要来”。

三是教师带领和指导学
生进行本土历史人物资源的
专题课题调查与研究，既能
提升学生对本土历史人物研
究的兴趣，也能提升思政教
育的实效。

怡福中学把院士怡福中学把院士
文化融入思政课文化融入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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