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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让教师暑期“向阳而生”
□本报记者 袁 媛

新观察

为成长建一座“风雨连廊”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过去许多教师把书法教育

和‘写字’完全混淆，认为把字写

工整就是书法教学，孩子也觉得

书法就是‘写字’，直到志愿者为

我们带来硬笔课和毛笔课。”日

前，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上八庙

小学书法教师卢小凤看着班里的

孩子认真练习书法，感慨道：“通

过一系列主题书法活动，现在孩

子的字写好了，语文成绩也提升

了，版画、书法已成为学校的一张

名片。”

这种改变不仅发生在上八庙

小学，如今恩阳区开展的“书法送

教”等系列活动已覆盖全区95%的

学校，惠及学生超2万人次。

恩阳区第二小学书法教师

张秋萍内心有个对比：“3 年前提

起毛笔书法，我们学校很多学生

都还很陌生，而现在课间休息时

都有学生到书法教室写几个字，

眼瞅着喜欢写字的孩子越来越

多了。”

在恩阳区的乡村学校，志愿

者带着笔墨纸砚走进教室，通过

“示范+互动”模式让孩子第一次

规范握笔、第一次临摹碑帖，在

一横一竖中感受书法的魅力，这

样的场景已经成了常态。据悉，

为了让书法教育的种子在乡土

生根发芽，近年来恩阳区教科局

做好送课下乡：由书协会员、优

秀教师、书法教研员组成书法教

育送教下乡志愿团，定期深入各

学区学校开展“书法流动课”，铺

就书法教育的“最初一公里”。

为了让更多孩子参与到书法

学习中，恩阳区还以赛促学，激活

乡土文化的“活力引擎”。“汉字书

写大赛是我们文化育人的‘双面

舞台’，既是对学生书写能力的检

验，更是乡土文化表达的载体。”

该项赛事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区

汉字书写大赛紧扣时代主题，先

后以“传承红色文化 书写中华经

典”“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倾情

挥毫向未来”等为主题举办4届汉

字书写大赛，形成了“学校初赛—

学区复赛—全区决赛”三级联动

的赛事体系，每年参赛学生近 400

人，1200 余幅获奖作品同时在送

教活动中巡展。“这些作品不仅展

现了孩子的书法技艺，更是培根

铸魂的文化传承。”大赛评委鲜

卓说。

恩阳中学高一学生刘茜看到

今年大赛的主题是“展科技之翼

泼笔墨之香”，便想到了曾经去

过的恩阳区“科普大视界”展馆。

“我的作品融入了对未来科技与

传统文化结合的思考，在创作过

程中，我感受到书法不仅是传承

古老文化的纽带，更是表达自我、

连接时代的一种方式。”

此外，恩阳区各学校还鼓励

师生定期参加省级书法水平测

试，既全面考查学生书法理论素

养和实践能力，也构建了孩子素

养提升的“成长阶梯”。恩阳三小

5年级（5）班学生杨丁翰今年已经

是第三次参加省级书法水平测试

了，“通过参加比赛，我坚定了继

续学习书法的信心，比赛也让我

的语文成绩有了很大提高。”杨丁

翰告诉记者。据统计，恩阳区已

有4000余名学生在省级书法水平

测试中不断晋级。

为了使书法教育长期有效，

该区构建了书法教育“五个一”长

效机制，即每日10分钟练习+每周

1 节专业课程+每月校级展示+每

期阶段展览+每年书写大赛。此

外，各学校也纷纷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恩阳区第三小学校长龚金

华告诉记者，该校通过“五练一展

示”活动持续推进书法教育，即语

文课上指导练，书法课上重点练，

专练时间静心练，周末放假持续

练，名师辅导专门练，每学期学生

的 优 秀 书 写 作 品 均 会 在 校 园

展览。

如今，恩阳区的书法教育已

从单一的课堂讲授发展为涵盖展

示、比赛、测试等多维度的育人体

系。“书法教育不仅是技艺传承，

更是文化自信的筑基工程。”巴中

市恩阳区教科局局长王朝阳表

示，当乡村孩子蘸墨挥毫时，书写

的不仅是汉字之美，更是文明传

承的生动见证。

灼灼夏日，暑气蒸腾。当时间的

指针走向7月，校园暂时归于宁静，教

师迎来了暑假。

在这难得的悠长时光，有教师决

心正视身体发出的“警告”，打算认真

运动、调整作息，以更充沛的精力迎

接新学期的工作；有教师想用脚步丈

量土地，在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开拓

教育视野，积累教学素材；有教师准

备跳出日常教学节奏，阅读经典名

著，为成长蓄力加油……

实践、思考、陪伴、提升，作为教

师，该选择怎样的关键词度过这个宝

贵的假期？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让讲台跨越校园

讲台所在，从来不限于校园。伴随

着暑期袭来的热浪，许多教师走向广阔

天地，在真实世界中找寻教育初心。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教师赵红

梅想带着班里的孩子一起拍微电

影，目前她已经完成了剧本《星火照

青滩——纪念青岛工运先驱李慰农

烈士牺牲一百周年》。作为班主任，

赵红梅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给孩子上

一堂能“动起来”的思政课。

赵红梅首先计划带领学生到李慰

农公园“寻迹”，让孩子通过实地参观

深刻感悟红色精神，再手把手指导学

生说台词、做表演，并邀请家委会的家

长成员共同参与。后期则由学生亲自

上手完成剪辑、配乐，体验将作品“打

磨成型”的成就感。在赵红梅看来，拍

微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一件作

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

真正“入戏”，将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让孩

子在“大学生老师”的指导下念诵红色

诗句，这是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青年

教师张圣泽暑期实践中的“晨启时

刻”。这个假期，张圣泽和学校大二学

生一起组队前往江西省万安县罗塘乡

罗塘村开展暑期实践，尝试用乡土叙

事的方式讲授法治知识。白天，在算

法的“加持”下，张圣泽指导学生在当

地开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课，通

过使用AI生图、AI作曲等为乡村孩子

解锁更多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想象。

傍晚，张圣泽和学生在公路上漫行，复

盘一天的课程，学生相互分享初为人

师的兴奋，思考教学的优化方向，“在

罗塘的山水间，我真正领悟了何为星

空下的教学相长。”张圣泽说。

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访，到学生家里看看

如果说走出校园、触摸土地是教

育场域的延伸，推开学生家门进行家

访则是教师向孩子童心深处最温柔

的抵达。这个暑期，无数教师在自己

的计划中加入了家访的行程。

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江苏省盐城

市大丰区城东实验小学副校长陈静

静养成了一个习惯，趁着假期有针对

性地选上几个孩子，到他们家中坐一

坐、聊一聊。这个假期，陈静静打算

去两个留守儿童家里坐坐，平时父母

关心不够，他想趁孩子家长回乡的间

隙告诉他们，可以在家里多听听孩子

在学校的趣事；去两个平时学习成绩

一般的学生家里坐坐，了解背后的真

实原因，在给家长一些建议的同时传

递信心，“每天进步一点点，小草也能

成长为大树”……

“整理学生家庭住址、家长联系

方式等基本信息；查阅相关资料，了

解水塘镇主要民族风俗习惯，为家访

做好知识储备……”在一份暑期家访

安排里，67岁的鲁家宝作为数学教师

的严谨显露无遗。今年 3 月，鲁家宝

以银龄教师的身份来到云南省新平

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小学任职。

鲁家宝很快发现了一些问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习惯差、基础

薄弱。他决定对全班 40 名学生深入

家访，了解他们的家庭环境并制定相

应的教学策略。“这个目标实现起来

难度不小。”鲁家宝说，他将和搭班的

本地年轻教师一起，与家长、学生进

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进，以“向阳而生”的姿态

当情绪从暑日的喧嚣中慢慢沉

淀，一种静水流深的力量开始在教师

群体中悄然涌动——以“向阳而生”

的姿态投入自我雕琢与专业深耕，在

每一个看似暂停的假期“拔节生长”、

不断前进。

作为一名新进教师，安徽省合肥

市师范附属小学数学教师傅果勇想

做一根努力“扎根”的新竹。傅果勇

计划读透案头堆放的《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案例式解

读》《小学数学这样教（一年级）》等，

去年师傅送了他一本《小学教师怎么

用好数学课程标准》，他要把这本书

中的优秀案例抄在活页本上，作为新

学期的备课素材，同时学习生成式人

工智能赋能小学数学的新技能。傅

果勇说：“我想像竹子一样，将根须往

教育土壤里扎得更深些，等秋季开

学，或许就能长出更挺拔的‘新枝’。”

从业二十余载，书籍始终是上海

华旭双语学校语文教师王盛瑶执教路

上的明灯。9月开学，王盛瑶将和一年

级的孩子开启新的旅程，为此她梳理

了自己的“2025暑假阅读计划”：身为

班主任，她将低年级学生的“情绪管

理”作为研究课题，研读《社会情感力》

《读懂孩子》（1—2年级）等理论学习读

本。作为语文教师，王盛瑶又将在“汉

字”趣味化教学方面下功夫，《细说“汉

字”》《有趣的汉字》（系列丛书）等均是

她案头的必备书籍。

体重超标、体能下降……六月的

体检报告如一记警钟在陕西省渭南

市临渭区孝义镇中心小学体育教师

陈常禄心中敲响。陈常禄在这个假

期给自己制订了“5+2 运动方案”：每

周进行五次晨跑，两次力量训练。他

还要建立一个“三维成长档案”，记录

跑步配速、运动情绪、运动心得——

这些记录，都将成为新学期“运动+育

人”课程的生动素材。

北京市海淀区“海 π数
学节”闭幕

本报讯（记者 万景达） 7月4日，

2025年北京市海淀区“海π数学节”闭

幕式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举行。

据悉，本届数学节自 3 月 14 日启

动以来，历时三个多月，在海淀区各

中小学掀起了一场“爱数学、学数学、

用数学”的热潮。本次活动参与学校

数量较去年有大幅度增长，“小海 π”

智能体自开幕式上线以来进行了多

轮迭代，已能较好地支持学生数学

学习。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教授田刚通过书面发言向孩子寄语。

田刚表示，数学是探索宇宙奥秘的语

言，也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智慧，“希

望有更多青少年走进数学、喜爱数学，

让好奇心带着你们走向更广阔的世

界”。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

华勉励海淀区中小学生要敢于挑战数

学中的大问题，培养学习和研究数学

的兴趣。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洪荣

结合北京市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工作，分享了激发并保护学生好奇

心、求知欲和创新思维的方法。海淀

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颖惠在总结

发言中表示，本次活动将趣味游戏活

动、知识传播活动、实践创作活动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融合了人工智能技术，

采取高校、博物馆、大中小学等多主体

联合协办等形式，进一步发挥了学生

主体性，彰显了“五育”风采。

会上颁发了多项数学优秀小课题

奖、优秀 Logo 设计奖和优秀组织单

位奖。

喀什大学与伽师县携手
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杨冰清） 7 月 4

日，喀什大学与新疆伽师县第二中学

举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挂牌仪式，标

志着该校“实践育人+服务基层”的合

作模式在南疆基础教育领域再添重要

支点。

授牌仪式上，伽师县第二中学党

总支书记古兵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合

作，学校能够借助喀什大学的专业优

势和丰富资源进一步提升实践教学水

平。喀什大学美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宋

宝强提出，此举是落实教育部“师范教

育协同提质计划”的关键举措，学院将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大学社会服

务持续发展。

据悉，此次合作将整合边疆教育

资源与县域中学的实践场景，为培养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边疆教育

人才搭建创新平台，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注入教育新动能。

翰墨飘香育新人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铺就书法教育“最初一公里”

□通讯员 王 丽 张 明 □本报记者 万景达

（上接1版）

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因势

利导创设更多适宜的平台，用科学、优

质、专业的教育内容和资源向社会传播

教育正能量，成为广州家庭教育的又一

大亮点。

2023 年，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联手

广州市妇联、广州电视台等推出公益

性家庭教育品牌“羊城父母学堂”。“大

家需要一个多元的社会平台来共商共

研，达到‘慧做父母，爱育未来’的目

标。”吴新华道出创设“羊城父母学堂”

的初衷。

除了“羊城父母学堂”，像这样的家

庭教育平台还在不断建设和完善。广

州市教育研究院专门成立了家庭教育

研究组，组织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进行

主题式教研和指导，依托教研员和市级

名师开发系列家庭教育课程资源，推出

“羊城家校社共育”App，引导家长“依法

带娃”“科学带娃”。

与平台建设同等重要的，是如何精

准对接家长的教育需求，不断适应社会

新变化，开发丰富的家庭教育课程资

源。近年来，花都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持

续对全区 20 万家长进行深度追踪，发

现绝大部分家长都缺乏对教育规律和

儿童成长规律的科学认知。基于问题

分析，花都区从家庭教育课程建设入手

重构家长“学习圈”。他们协同文明办

和妇联共同推出家庭教育新知“五堂

课”，全方位提升家长的教育素养。

“借助互联网平台，‘五堂课’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送教上

门’。”花都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德育部主

任张小燕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课程播放

量已达 230万人次，影响广州各区并辐

射肇庆、惠州、韶关乃至省外。

据悉，广州市各区均已有自己的家

庭教育工作平台，并形成相应的特色品

牌和课程资源，如白云区的“乡村父母

学堂”，天河区的“联盟聚力、名师领航、

科研深耕三线并行”协同育人模式等，

真正实现了一区一平台、一区一特色，

织就了一张专业引领、平台共育、课程

共享的广州家庭教育资源网。

联空间，建机制
“对手”变“助手”

就在前不久，天河区高塘石小学

的家长足球赛落下帷幕，赛事火爆程

度堪比时下热议的“村超”。比赛期

间，爸爸上场比赛，孩子场下组成啦啦

队，妈妈则负责后勤补给，校园里像过

节一样热闹。

“家校社协同育人让我们这样一所

城乡接合部学校破茧重生，走上了教育

生态共建之路。”高塘石小学校长凌文

静一脸幸福。几年前，凌文静初到高塘

石小学时有些难以适应，学校很小，校

舍陈旧，家长也很少关注学校教育。为

此凌文静设计了“周末亲子营”活动，组

织家长和孩子在周末一起画彩绘、包饺

子、做运动……随着活动的开展，学校

与家庭、社区之间的隔阂慢慢被打开，

越来越多的家长被吸引进来，社会公益

组织也加入进来，办家长夜校、开儿童

成长课、举行社区节……就这样，整个

社区都成了教育的空间，学校的“同盟

军”也越来越壮大。

家庭与社区的协同参与拓展了学

校教育的可为空间，也为学校发展带来

新的可能与惊喜。

正因如此，在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

合推出“教联体”建设的工作方案后，广

州市全力打造“队伍建设、评价促进、家

长学校、品牌课程、协同结对、指导力提

升”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多元参与帮

助学校解决教育难点痛点。

在 2024 年底广州市公布的“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示范校”中，奥体东

小学成功入选。对于一所建校 6 年的

新学校来说，获此殊荣着实不易。但

一开始并非如此，面对新建学校，家长

并不信任，学校招生一度遭到冷遇。

认识到促进家校合作刻不容缓，学校

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协同育人体系，

实施“同心”议事会、“同学”成长营、

“同志”服务队、“同行”资源库、“同向”

颁奖礼等五大行动，促进家校教育理

念的同频和亲子共同成长。短短几年

时间，奥体东小学成功扭转了家校关

系，成为家长向往的热门学校。

“面对家长对学校信任缺失的现

状，我们注重构建走心的家校关系，形

成暖心的家校合作模式。”海珠区宝玉

直实验小学校长赖海虹说。

在宝玉直实验小学，每一个孩子

都被亲切地称作“小宝石”，他们的家

长则是“大宝石”。每一颗“小宝石”一

入学，就会收到班主任体贴入微的“家

书”，学校用这样的意象创设童话般的

教育情境……

鲜活的教育案例寄寓着这样的教

育共识：教育从来不是一方的独角戏，

既需要双向奔赴，也需要同向而行。这

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推动家校共融，让

成长之路处处鲜花盛开。

为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

建设，广州市教育局牵头，联合相关部

门成立了“广州市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

人工作指导委员会”，在机制建设上推

出“组合拳”：以家庭教育工作室为点辐

射社区，实现城乡社区家长学校、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基本全覆盖；完善

“基础+优秀+示范+星级”金字塔质量

测评体系，形成家长学校“九有”新标准

和“广州市星级家长学校建设标准”；鼓

励学校与社会优质资源共同开发研学

课程，目前已开发研学基地 152 个、营

地9个。

“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一个大工程，需

要有大视野、大情怀，教育部门要带好

头，通过完善体系、健全机制让家长科学

带娃，为孩子更好地遮风挡雨，让成长的

天空越来越亮堂。”李长庚如是说。

山东青岛：防溺水 迎暑假
暑假到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惠欣路校区开展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图为该

校学生在蓝天救援队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防溺水常识和安全急救技能。 （梁孝鹏/摄）

结束了一天的课程，张圣泽（后排右一）和学生们在罗塘村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