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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探索思政教育与美育融合新路径

让思政教育有“艺”思
学生上阵，将周总理视察周郡的足迹搬上舞

台；师生动手，传统皮影戏演绎英雄的故事；挖掘
葵乡资源，学生走出校园介绍家乡特色……一部
情景微剧、一段皮影戏、一次葵扇制作，勾勒出了
一堂堂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美育思政课堂。而
这种“以美育人”的全新思政课堂，成了蓬江区农
林双朗小学、棠下镇周郡小学、新会东区学校的
“家常菜”。

思政教育，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教育。美育
则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要将“学校美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
体”。

在“大思政”的格局下，如何让思政课从“有意
义”到“有意思”？我市教育系统为思政教育加点
“艺”思，让传统文化、地方文化走进校园，让美育
贴近学生生活，打造了“美育+思政”的育人模式，
打通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壁垒，让思政教育更有温
度。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翠玲

“嘿，你可真聪明。村里人都走光
了，你为谁放牛？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
了老子。快说，八路派你来干什么
的？”……每周五下午，农林双朗小学皮
影戏社团的同学们都会聚在一起，温习
往期演出剧目，并一起商讨新的剧本。

“从皮影戏道具制作、剧本制定，到
人物配音，再到后期的报幕、演出，每一
个环节，都是由我们学生亲身参与完成
的。”农林双朗小学美术教师黄绮琪说。

农林双朗小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学
校，已建立皮影戏工作室、皮影戏社团，
并制作了多个皮影戏作品。“《双枪英雄
龚昌荣》《少年英雄王二小》《南楼七烈
士》《红领巾心向党 二十大引领我成
长》……我们演出过的皮影戏可多了！”
农林双朗小学五（7）班学生罗文杰对学
校的皮影戏如数家珍。“皮影戏演绎红色
故事，有种身临其境之感。在皮影戏传
承人谢斌老师和学校美术老师的指导

下，我们了解到皮影戏这种传统影画艺
术的魅力。”同班学生高乐熙说。

“周总理昨天真的来了，就坐在你的
座位上听课呢！”“呜呜呜，我不该迟到，
不该迟到呀！”……今年3月5日，周恩来
总理125周年诞辰当天，周郡小学推出
了一节艺术思政课《难忘的一天》。这节
课包含了情景表演、朗诵、故事讲述、歌
唱等形式，把“艺术与思政”有机结合了
起来，沿着周总理在1958年7月3日视

察周郡的足迹，在沉浸式的体验中带着
学生一起“穿越时空”学党史。

谈起这节特别的课，周郡小学五（2）
班学生梁政雯大呼过瘾：“第一次当小演
员，太新奇、太有趣了！我不仅学习到了
表演技巧、表情管理，还学唱了由我们学
校老师原创的歌曲《走进人民中间》，更
加深刻地了解到这难忘的一天对周郡小
学的非凡意义。”

谈到新会，你会想到什么？葵乡？
陈皮？没错！这也正是新会东区学校思
政教育的“杀手锏”。

结合实际，新会东区学校不断探索
葵乡特色文化资源在小学思政教育与美
育工作中的新路径，深化学科融合。深
化党建引领，推动校本葵乡思政课程，以
葵乡特色文化资源在小学思政课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为课题，被确定为2022年江
门市中小学校德育科研课题。同时，该
校通过亲子课外实践活动，以小手拉大

手的形式，师生、家长走进小鸟天堂、梁
启超故居、崖门古战场、陈皮村、葵博园
等，探索本土文化；学校红领巾电视台的
小主播走出演播厅，精心制作“我为家乡
来代言”系列视频，向师生们介绍葵乡特
色。

为了将思政教育与美育工作更好地
融合起来，新会东区学校版画社团开设
了葵材料综合版画创作。最近，社团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准备创作一幅关于
新会葵艺的大型版画创作，计划在新会

区景堂图书馆展出。
“我是新会本地人，对葵乡文化却只

是一知半解。我听妈妈说新会又叫葵
乡，是因为这里自古盛产蒲葵。在学校
的葵乡特色文化思政课上，老师给我们
介绍了葵扇的制作技艺，还动手制作葵
扇。我们了解到，新会葵工不怕苦不怕
累，依靠勤劳和智慧，创造出很多精美的
葵制品。我为我是葵乡人而感到自豪。”
新会东区学校四（3）班学生黄靖岚说。

而农林双朗小学结合了传统工艺，

让学生通过剪纸、制作鱼灯等方式，了解
廉洁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这
些工艺品还张贴在学校一楼的走廊处，
成为环境育人的重要一环。周郡小学美
术教师余风彩将邮票文化和思政教育紧
密结合，在美术课上通过让学生观察邮
票这一“方寸间的艺术”，了解邮票的发
展史、中国历史、党史。“这种视觉和艺术
语言的结合，能够润物细无声地让学生
们接受到不一样的思政教育。”余风彩
说。

“葵乡文化是新会地域文化，资源丰
富且有特色，通过选择与整合，将具有教
育意义的葵乡特色文化资源运用到小学
思政课堂中，有利于小学生对葵乡特色
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自豪之情，增强
文化自信，从而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思
想觉悟和政治素养。”新会东区学校副校
长陈彩云说。

江门五邑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我
市各校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充实思政
教育“武器库”的过程中，一方面让灿烂

的本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另一方面引
导广大青少年儿童认同家乡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如荷塘镇篁湾小学的荷塘纱
龙；江海区滘头小学开设的剪纸教学、礼
乐中心小学开设的非物质遗产——龙舟
制作；新会区举办“茅龙笔进校园”活动；
台山市打造广东音乐、斗山浮石飘色等
具有地方传统文化艺术特色的项目；鹤
山市咏春拳艺术节、鹤山狮艺进校园和
龙舟文化；开平推进粤剧进校园、开平民
歌进校园和花灯文化进校园等项目；恩

城第四小学的“小小红豆班”坚持27年
开展粤剧课堂……学生们在丰富的侨乡
特色艺术活动中深化了对家乡文化的认
同。同时，学校利用屏幕插播央视美术
类节目，使美育教育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

“这节有‘艺’思、接地气的思政课，
让我们更加理解了周总理的初心和使
命，体会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他那
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深刻含
义，我也明白了这句话成为我们学校校

训的意义所在。”周郡小学六（4）班学生
伍梓霖说。

农林双朗小学将本土红色故事的精
华融入皮影戏当中，更是让学生们内化
了对革命先烈英勇事迹的理解。“演出完
后，我还回去补充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比如在《南楼七烈士》这一剧目中，我从
革命先烈英勇抵抗外敌的故事中，体会
到他们保家卫国的坚强信念。”该校五
（7）班学生李玟予说。

能演会唱能演会唱 在思想熏陶中发现“美”

打破壁垒打破壁垒 在艺术体验中感受特色文化

深耕本土深耕本土 在“大思政”中厚植家国情怀

江门日报讯 （记者/潘诗欣）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近
日，富有节奏的吟唱声在蓬江区星
汇鸣远幼儿园响起，吟唱古诗的不
是孩童，而是他们的父母。当天，
由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指导、广东
省文化传播学会母爱文化专委会
主办的江门家庭教育传承基地成
立授牌仪式在这里举行。

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母爱文
化专委会主任陈芳芳表示，该基地
的成立，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大力探索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

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构建一个“学习研
究+信息共享+资源运用”的平台。该
基地成立后，将通过邀请讲师进园开
展讲座等形式，携手幼儿园开展家庭
教育、礼仪教育、亲子教育、家道文化
教育、中医教育、“班班唱——古诗吟
唱”六大方面活动，充分发挥家庭教育
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中的基础性作用。

活动当天还进行了生动的“古诗
吟唱父母学堂讲座”。此外，8名“母爱
文化·明之道幸福名师工作室”讲师团
成员获颁聘书。

江门家庭教育传承基地成立

“抢票决战即将开始，究竟哪位
同学能获得这张珍贵的电影票？”“院
长和‘战神1’‘战神2’‘战神3’合照，
院长的位置不变，其他‘战神’可以任
意换位置，一共有几种排法？”这里并
非电影院，也不是游戏厅，而是江门
市美景小学三（6）班的趣味数学课。

如何将数学中的排列组合课程
变得有趣？如何教授“3个数字（不含
0）、4个数字（不含0）、4个数字（含
0）的排列组合方法”？讲台上，老师
李勇杰把同学们分成单号队、双号队
两支队伍，围绕课程内容，设置不同
关卡，数学课变成大挑战。学生们每
学会一种排列组合的方法，就荣获不
同的“战神”等级，最终等级最高的

“战神”将获得一张电影票。
48名同学兴致勃勃，聚精会神

地参与到这场趣味数学课中，课室里

欢声笑语不停。该班学生周芷玥表
示：“通过这堂趣味数学课，我既学到
了数学知识，也懂得了如何将知识应
用到生活中。原来数学可以这么有
趣！”

李勇杰表示：“孩子们喜欢游戏，
喜欢看电影。抓住这一特点，我便设
计了这样一堂趣味数学课，希望孩子
们都能学好数学，爱上数学。”

该校副校长李向群正是这堂趣
味数学课的牵头者，她表示：“2022
版数学新课标理念给了我们设计这
节课的方向和灵感。采用创新形式，
名为寻找队员，实为感悟排列的思想
方法；名为抢票过程中‘战神’的不断
升级，实为教学评一体的灵活运用。
有趣又有效，让学生们都能乐在其
中，在妙趣横生的课堂氛围中提升数
学素养。” （文/图 李彤）

数学课挑战“战神”等级

校校
园园
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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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雅学校梁韶恩昨日收到第二届“天宫画展”三等奖证书

江门学生画作有了“上太空凭证”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吕中言）

“终于收到心心念念的获奖证书了，我的
画作终于有了‘上太空凭证’。”昨日，江
门广雅学校八年级学生梁韶恩在校园收
到了由中国航天基金会寄来的第二届

“天宫画展”三等奖获奖证书，这是她的
获奖美术作品《航天基地》在今年1月登
上中国空间站后获得的首张纸质官方证
书。

今年1月，梁韶恩的美术作品《航天
基地》获得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
传办公室指导，中国航天基金会主办，中
国航天科工二院二〇八所承办的第二届

“天宫画展”三等奖。她的参展作品与全
国各地39幅作品共同亮相中国空间站，
被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展示，展
示梁韶恩作品的航天员是张陆，展示画
面登上了央视新闻。

“广东江门梁韶恩的《航天基地》，未
来的太空基地会是什么样？只要努力奋
斗，一切皆有可能。同学们，好好学习，
长大后将咱们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建设得
更加美好……”近几个月，航天员张陆在
空间站面对镜头说的这席话深深刻在梁
韶恩心中，成了她积极向上的动力。“正
如航天员张陆所说的，我的出发点是创

作一个未来中国美好的太空家园，我所
创作的航天基地分为四层，首层主要是
试剂输送，经过工作人员检测，再经电梯
送往下一层进行下一步测试，其他层设
立多个实验室，还配备休息室，提供给科
研人员休息、健身等，整个基地集工作和
休闲娱乐功能于一体。我希望通过自己
的创作，为祖国航天事业发展鼓劲。”梁
韶恩说。

从小学到初中，梁韶恩一直都是校
园里有名的美术小能手，曾获“第二十五
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一
等奖等重要奖项。“梁韶恩同学还把在学
习美术过程中练就的专注、敢于创新等
品质应用到了学习上，学习成绩十分优
秀。”梁韶恩的班主任赵清友说。

“当前，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梁韶恩同学的画作亮相空间站后，
在校园里反响热烈，激发了各学部学生
关注和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接下来，
学校会把她的获奖作品和证书送进学校
博物馆，作为科技创新教育的重要素
材。”江门广雅学校总校长郑春说。

“学生画作能亮相空间站，很直观地
反映了科技创新能带来无限可能的道
理，也给本土的科技创新教育带来了启

示。我建议各中小学可进一步创新思
路，探索科技创新和各学科教育深度融
合的路径，培养更多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实践能力。”江门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江
门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陈荣斌说。

江门日报讯（文/图 记者/吕中
言 通讯员/黄创业）为进一步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深入推进蓬江区“一
评三立”教育综合改革。近日，江门
市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举行艺术节暨

“万胜心连心同学会慈善基金”奖教
奖学颁奖仪式。

紫茶小学的紫雅民乐团以一曲
欢快轻松的《喜洋洋》拉开活动帷幕，
紧接着，紫茶小学教育集团各成员学
校相继献上精心准备的艺术节目，舞
蹈、合唱、乐器表演等形式应有尽
有。随后，与会嘉宾为入选“万胜心连
心同学会慈善基金”奖教奖学项目的
70名教师、4个指导团队、2个教研组
和75名学生，共367人次进行颁奖。

记者了解到，“万胜心连心同学
会慈善基金”由罗创文先生创立，用
于每年奖励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优秀

师生。评选实施方案较为严格，包括
个人自荐、学校推送、集团初审、终审
以及公示等流程。

江门市教育局局长梁凤琼致辞
表示：“感谢‘万胜心连心同学会慈善
基金’情系教育、回馈社会、造福师生
的善举，希望紫茶小学教育集团的师
生们把这份善举作为自身不断奋进
的动力，坚定理想信念，为江门教育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紫茶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紫茶
小学党委书记谭国池致辞表示：“此
次艺术节展演展示了学生的才华，促
进了集团成员学校之间交流与合
作。奖教奖学颁奖仪式激励着集团
全体师生不断奋进、追求卓越。未
来，紫茶小学教育集团将在这片热土
上辛勤耕耘，为蓬江区及东西部教育
事业均衡优质发展贡献力量。”

紫茶小学教育集团举行艺术节暨奖教奖学颁奖仪式

367人次师生获奖励

趣味数学课上，同学们聚精会神听课。

舞台上，同学们用心演出。

周郡小学的情景微剧。

▲梁韶恩和获奖证书
合影。

▶航天员张陆在空间站展
示梁韶恩的《航天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