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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笔记

在当前课改全面深化的形势下，辽沈地区的名师们有哪些前沿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学习方法？辽沈晚报将长
期开设《名师讲堂》专栏，邀请一系列辽沈名师，为不同年级、有不同需要的学子及家长指点迷津。学生们也可
以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告诉我们，我们将以《学生笔记》的形式呈现，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择优
录用。邮箱：5121587@qq.com来稿请注明学校、班级、姓名。

名师讲堂名师讲堂

在刚刚结束的沈阳市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现场会上，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提出思政课是一个“跨学段”的有机整
体，贯穿大中小学教育全过程，伴随孩
子的成长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
维，打破学段间隔、课程边界。

佟校长表示，中小学思政教育需
要在已有的思政课教学基础上，加大
对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
我校充分发挥九年一贯制的办学优
势，建立 1-9 年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
生培养衔接体系，形成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格局。

比如说，小学低年级让绘本故事
成为连接学生真实生活和内心体验的

桥梁；小学中年级以“在场因素”作为
教学的出发点，也就是学生自身的经
验、体验，以及与学生生活直接相关的
因素，为对话创造条件，让对话成为常
态；小学高年级通过积极创造学生自
主道德学习的情境，为学生提供必要
的学习资源，给予适当的方法指导，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的学习。

初中阶段通过设疑把解决问题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思考和探索空间，鼓励学生独立查找
资料，整合内容，通过辩论赛、模拟法
庭、道德讲堂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和语言的组织能力，在思辨
中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辽沈家长汇

小编说教育

辽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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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思政课不感兴趣，到现在可
以主动收集资料与老师互动，学习越
学越有趣，道理越辨越明朗；从对时事
政治不关心，到主动传播正能量新闻；
从对公共事务缺乏责任感，到帮弱扶
贫奉献爱心。

佟校长表示，通过思政教育，学生
们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懂得了
作为个体，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责任感
和担当，育人价值在潜移默化中水到
渠成。

通过多样化、多路径的教学方式

和学习方式的探索，让不同类型的学
生在思政课堂中都爱听爱学、听懂学
会。小学阶段更侧重让学生去感受，
引导学生养成好的习惯；初中阶段侧
重于感想，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
题。以调动全部生命能力的学习活动

为核心，以唤醒学生活跃状态的生活
经验为主体，以培养学生自主性的合
作探索学习为表征开展的思政课才是
符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规
律的。

记者 冯美琳

潜移默化变被动为主动学习

中小学思政课
必须打破传统“说教”
专访沈阳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佟妍

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思政课是不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沈阳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佟妍认为，通过生活化
教学，落实情感态度目标，从而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课堂上，让学生讲述自己的生活经验，老师帮助从中提取有价值的内容，让学生能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
问题的出路。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学校的思政教育工作不是单纯一
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一个面，进而形
成横纵向、一体式、立体化的思政教育
局面。

佟校长认为，在学校所有教职工
和思政课教师人人都是思政教育人。
思政课教师应该注重素质提升，可以

按照日、周、月，制定学习计划，每日自
省坚定理想信仰，每周研学加强理论
功底，每月思辨做到常讲常新。

当然，思政教育也离不开家庭，要
注重家校合作，凸显思政课的学习效
果和家长、家庭、家风的密切关系；在
社会,与社会实践、研学相结合，实现

知、情、意、行的有机融合。
除了思政课的教学，学校应该挖

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在全学科课程中做好
隐形思政教育，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的有机结合。

比如，利用校园宣传阵地等环

境课程，个性飞扬课程、班会等常规
课程，升旗仪式等仪式课程，校园科
技节、运动会、节日活动等活动课
程 ，社 会 实 践 探 究 课 程 、“ 时 事 播
报，”“习语进课堂”、“思政金课”、

“新时代思想语录”等实践课程，全
面渗透思政教育。

思政教育需全员参与全方位育人

11月26日，我们班举行了“崇
尚节粮风气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主题团会活动。民以食为天，食以
粮为先。粮食作为特殊商品，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也是重要
的战略物质。我国是人多地少的
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
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偏紧的状态，

解决粮食问题、满足军需民需，事
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类从未停
止过对饥饿的抗争，从未停歇过对
粮食的渴望。当历史的刻度停留
在 21 世纪，世界人口已经达到 60
亿的今天，却依然有8亿人处于饥
饿状态，平均每天有24000人死于
饥饿。

我家住在农村，从小我妈妈就
告诉我和弟弟粒粒皆辛苦，这句话
深深地印在我心里。想起父母为
了这丰收的景象，面朝黄土背朝
天，不辞辛劳除草杀虫，每一粒稻
谷都是他们汗水的结晶，面对眼前
一粒粒饱满的稻谷，我的心情由激
动变成了敬畏。

现在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很多人都存在一定的攀比心，
有的人甚至为了在村里博得面子，
当自己家有事的时候，大肆摆酒
席，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
这样的铺张浪费，我认为这对不起
辛辛苦苦种出粮食的人，不管怎
样，我们应该珍惜粮食。

崇尚节粮风气 促进可持续发展
沈阳市第八十三中学 高一（1）班 关昕妍

数学学科中,指数是指有理数
乘方的一种运算形式，它表示的是
几个相同因数相乘的关系。由此，
我想到了幸福指数。作为数学老
师，我想以幸福为底数，寻求更高
的幸福指数。

初为人师，我常常被学生的一
句“老师好”、一句“您辛苦了”、一
句“我懂了”而幸福感爆棚，于是，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教书育
人，一年后，我知道，做到“好”并不

容易，想让幸福指数趋于正无穷，
需要我的初心和出新。

常怀仁义之心传道。师者，传
道也。何为道，有人说是道理。在
我看来，需要传承给学生的是中华
五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仁义、诚
信、坚韧和自强。我将用行动教会
学生品格，用欣赏增强学生信心，
用信任树立学生自尊。

勇于自我革新授业。授业的
前提是自身知识的结构和教学方

法的不断革新。学习和变革将贯
穿我整个教学生涯之中，寓教于
学、寓新于教，不断提高自己践行
初心的能力和本领。

为师者，我要凭三尺讲台，一
方空间，展现出师生畅通、教学相
长，情理交融，意境和谐，知识与
素养俱进，智慧共人格同长的数
学课堂。

探索理念创新解惑。未来撑
起中国教育的必然是创新、突破和

敢为人先的现代教育思想。作为
一名数学教师，我将探索用数形结
合的思想与学校的美术特色相融
合，将学校的数字化、精准化、艺术
化植根于我的教学之中，满足不同
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多年后，我期待着我的学生能
用数学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数学的
思想思考问题。我想，学生的成绩
和生活因数学而精彩——是我作
为数学老师最大的幸福。

沈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林音彤

一个数学老师的幸福指数

总结就是把自己学过的知识再次
拿出来咀嚼，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做对
比。把之前有一定联系的用线连接起
来，然后再自己思考这些知识对自己
起到了什么作用，以及自己对这些知
识有什么思考。这些做完了，那么知
识就会自己连接成一个知识网络的。
知识变成一个个的网络后，知识学起
来也就变的容易了。一定要把知识学
的融会贯通，
不要学的一
知半解，如果
是一知半解
还 不 如 不
学。要学就
要学精通。

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你最重要
的事业。现如今，许多家长忙着工
作，忙着事业，把孩子扔到学校，交给
老师，什么都不管......孩子的好与坏
都是老师的问题。这个观念显然是
错误的！

无论多好的学校，多好的老师，
在孩子心中，父母
的位置永远替代
不了。教育好自
己的孩子，不是只
有老师的事，更是
你这辈子最重要
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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