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70多年前的渡江战役中扬起的
“东线第一帆”，到红色革命的摇篮“弯
腰沟”，再到红色五角星造型的“红色东
进”纪念馆……城北实验学校充分挖掘
红色资源，把“家乡红”请进校园、带领
少先队员研学“家乡红”、以特色活动传
递心中“家乡红”，赋能少年成长，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

学校把红色教育“请进校园，融入
课堂”，通过打造“红色研学”课堂，让学
生在学思悟践中体会红色精神。该校
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在孤山镇勤丰村红
色文化展览馆挂牌。每学期，该校都会
组织队员们到展览馆寻访，观看展厅内
文字、图片、实物等珍贵的历史资料，追
忆峥嵘岁月。为引领少先队员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增强少先队员
的光荣感和集体荣誉感，学校每年都会
组织四年级师生打卡“东线第一帆”纪
念公园，开展红领巾研学活动。研学
前，由少先队员自行收集渡江战役相关
历史资料，确定研学路线，并制订研学
清单。参观结束后还会开展红领巾宣
讲，带领更多学生一起重温历史、铭记
英雄。清明节来临之际，学校组织少先
队员通过线上祭扫、云端追思等方式，
聆听红色故事后，尝试为英雄们设计名
片。

该案例中，校园结合地方文化、整
合各类红色资源，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少
先队活动，让少先队员们深刻体会到了
为何“我的家长这么红”。

渡江实验小学：追“锋”行动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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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
重要途径。西来镇土桥实验学校地处
农村，生源大半来自农村，但少先队员
的农耕情结并不深厚。学校少工委精
心策划，开展了劳动教育系列实践活
动，将“劳动”的种子播撒到少先队员的
心田。

系列实践活动开展初期，土桥实验
学校拟定了一份“关于队员们劳动现状
的调查问卷”，对校内 445名少先队员
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调查结果和日常生
活中的观察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
队员们基本能够理解劳动的价值，但他
们眼中的劳动更多地局限于家务，如清
洗衣服、打扫卫生、整理桌子等。新时
代的少先队员还应具备更强的动手能
力，如修理小电器、玩具，种植花草、饲
养动物等，对此，学校制订了相应的劳
动实践活动，促进他们的成长。

土桥实验学校西南角围墙边有一
块因碎砖瓦等覆盖而暂时闲置的空
地。在家长志愿者和老师的帮助下，少
先队员整地、松土、划分地块，成功开辟
了一个校内劳动种植基地。“种田是一
门技术活，有了理论知识，还要付诸实
践。靖江适宜种植哪些农作物，我们可
以选择哪些作为种植的对象……”队员
们不仅从书籍上了解我国几千年的农
耕文化，还选取了土豆、向日葵、红薯、
冬瓜等农作物，在辅导员的指导下进行
了一次次的探索研究。

一轮又一轮的耕作，让少先队员
们从劳动小白逐渐成长为劳动小能
手。该案例中，随着少先队活动和学
科教学资源的不断整合，劳动教育的
内容和形式更为多样化，队员们崇尚
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的氛围也愈
发浓厚。

（全媒体记者葛芸 通讯员赵娟）

土桥实验学校：我的基地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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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滨江学校教育集团举办了小学
道德与法治优质课评比活动，进一步推进
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教学研究，不断
规范教学行为、提升教学能力，鼓励教师教
学创新。

比赛中，老师们在深研教材的基础
上，紧扣新课标的核心素养要求，认真钻
研教材，充分考虑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特点
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力争做到以儿童生
活为基础，让品德养成回归生活。教学设
计从身边生活出发，寓教于乐，师生互动
频繁，增强了学生的道德与法律意识。参
赛教师风格不同，但他们扎实的教学基本
功，良好的教学素养和精彩的课堂展示，
充分展示了道德与法治课堂独特的魅力
和风格。

以赛促学共提升。评委对参赛老师的
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建议老师们在今
后的教学实践中，要处理好内容与目标的
关系，全面推进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实。

（王宇）

滨江学校：

“活”用教科书
打造“金”课堂

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省教育厅关
于公布2023年中小学思政育人特色学校和
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名单的通知》，市一
中被评为“2023年江苏中小学思政育人特
色学校”。

据了解，市一中围绕“教育——为了
幸福”的办学理念，努力践行“立德树人”
的育人宗旨。在学校“幸福教育”的实践
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努力构建有情感温度、有思
维广度、有思想厚度、有实践力度的大思
政育人格局，着力推动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为青少年打好精神底
色、夯实人生根基，以培养“理想远大、品
德高尚、全面发展、学有所长的创新人才”
为目标，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市一中将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育
人功能研究，深化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育
人体系建设，推广思政课程育人成果，以思
政教育为抓手，将“历史、文化、审美、道德”
等促进生命成长的关键要素融入思政课教
学和多彩活动中。

（吴寿泽）

城北实验学校：我的家乡这么“红”

渡江实验小学开展的“少先队员手拉手，雷锋月里学雷锋”活动。

建设魅力少先队
培养新时代好队员

——2023年度江苏省优秀少先队活动案例赏析

城北实验学校组织学生走进红色教育实践基地，
在学思悟践中体会红色精神。

土桥实验学校的劳动基地里，学生们亲手采摘自
己的劳动果实。

市一中获评省级
思政育人特色学校

雷锋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健康成
长。渡江实验小学少工委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主题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进一
步推动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

青少年儿童心智尚未成熟，需要
榜样的引领、模范的带动。校园是少
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摇篮，雷锋精神是

“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学
雷锋的浓厚氛围可以彰显校园正气，
形成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各中队的
主题队课上，中队辅导员向队员们介
绍雷锋的生平故事，师生诵读雷锋日
记、学习当代雷锋的先进事迹。此外，
各中队鼓励少先队员以“弘扬雷锋精
神”为主题，用黑板报、手绘海报等形

式描绘雷锋故事，表达自己对雷锋的
敬仰。

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制度化、活
动化是提高校园活力、增进校园吸引力
的重要形式。今年 3月 5日，该校师生
走进我市光荣院开展“少先队员手拉
手，雷锋月里学雷锋”活动，为在院疗养
的老人送上精心准备的节目，充分展现
了新时代少先队员的精神风貌。周末，
学生还在家长的带领下，对社区公共区
域进行了清理打扫。

该案例侧重于让学生接受社会大
课堂的熏陶与教育，在实践中得到锻
炼。学校在对学生心灵进行熏陶与教
育的同时，也不忘锻炼学生的社会交往
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等。 近日，省靖中团委组织开展了“学雷

锋·品书香”图书馆志愿服务活动，提升“书
香校园”品质，普及志愿服务理念，不断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当天，该校近100名师生志愿者一起参
加活动。志愿者们到达图书馆以后，在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大家各尽其责，有
的帮助整理图书，有的分类整理报刊，还有
的擦拭阅览室桌椅……大家分工明确、相
互协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们体会
到了志愿服务的快乐，感受到团队协作、互
帮互助的重要性。“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能
用自己的劳动给大家提供服务，感到特别
欣慰。同时，自己也能浸润书香，学到新知
识，收获满满！”学生志愿者李响说。

学雷锋志愿活动不仅仅局限在三月，
省靖中一直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将志愿
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在学习和
生活中发扬雷锋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乐
于助人的奉献精神。该校图文中心主任缪
亦乐介绍，省靖中图书馆志愿服务队成立6
年多来，已有团队人员1870人，服务时长累
计4135小时。

（缪亦乐）

省靖中：

弘扬雷锋精神
共建书香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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