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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学生齐诵《悯农》，一位小女生双眸含泪，
嘴唇微颤，举起右手，表达她对“勤俭节约，杜绝浪费
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感受……这一幕发生在我的“道
德与法治”课上。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思政课的课程性质
要围绕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的价值体现
和课程目标，在孩子们内心厚植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是思政课的政治属性之一。如何在思政课里传承
文化基因，怎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里？
这是一项时代命题，也是思政教师的使命。
  行合趋同，千里相从。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拔节孕穗
期”，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尤其需要精心引导和
培育。中华传统文化无疑是最有涵养的沃土，代代
相传、历久弥新。
  五千年的文明之邦，通达世界的陆海丝绸之路，
造福人类的古代四大发明，魅力永续的民俗节气，穿
越时空，行文入本，融入《骄人祖先 灿烂文化》与
《让世界更美好》的家国情怀中。
  气象万千，读之立魂的唐诗；大美天成，读之可歌
的宋词；以少总多，读之明道的谚语警句；忧国忧民，
读之启智的檄文名篇，化作家国精神、百姓情结和民
族自豪感，血脉赓续，薪火相传，融入《多样文明 多
彩生活》与《感受家乡文化》的中国精神里。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大气概，大志
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箴
铭，气势磅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牢记使

命，不忘初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志存高远，忠诚无私……代代相继，入本入心，融
入《不甘屈辱 奋勇抗争》与《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
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自信里。
  “历史的昨天和今天留下哪些思考？”学生们必
然懂得，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巍然屹立，是因
为英雄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民族脊梁；
中华文明之所以上下五千年而灿烂不熄，是因为自
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的文化大基因才
能够代代相传，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
里的“阅读角”“小链接”“故事会”等字里行间，文化
自信的大基因正在喷珠吐玉，思政课教师应见微知
著，充分利用。
  研精覃思，行远自迩。让思政课成为一门有温
度的课，对于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意义重大。如何有效利用
文化的深度提升思政课的温度，实现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呢？关键在尊重“学生为中心”的
理念，立足核心素养，丰富教学形式。
  铸魂育人是思政课的教学目标。教师要有清晰
的价值导向和明确的知行要求，善于运用透彻的学
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以真
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以丰富的情感激发学生，以
文化的博大精深熏陶学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教师及
时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增
强思政课的时效性、生动性、新颖性，让思政课成为
有现实关怀和人文温度的课堂。
  执教《有多少浪费本可避免》一课时，学生为什

么会在诵读《悯农》之后落泪？课后反思，我的做法
是将“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与“俄乌战争加剧世界粮
食危机”的新闻报道、震撼数字与惨烈画面剪辑在一
起，播放短视频时，学生们的情感被拉升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高度，“世界与我如此之近”的惊诧感，瞬间
在她们幼小的心灵里产生共鸣，事实明显，道理显
见，水到渠成时出示《悯农》课件，情境性自发生成，
拨动了学生的情感之弦，学生们心悦诚服地悟到结
论，得以实现说理教育与启发引导相结合的育人
之法。
  新课标背景下，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的教学
形式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思政课相比语
文学科有三个显著特征，情境创设性更强，实践启发
性更易，时效扩展性更广。丰富教学形式是提升思
政课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政课的
教学形式更容易远离填鸭式“硬灌输”，更易在激发
学生兴趣的素材上撷取精华，教师要能够积极探索
议题式、项目式、情感式、情境式、分众式等多种教学
形式，师生在知行合一中，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当下，思政课教师要说学生听得懂、悟得透的
话，上学生盼的课、想的课，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事。充分挖掘思政小课堂里的文化大基因，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提升学生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
念和健全人格、责任意识六大核心素养，增强学生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培养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
人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
       （作者系新区锦绣园小学副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
动、热爱创造”。我们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在校园操
场边开辟了一块种植基地，面积大约360平方米，按
照班级数，平均划分给每个班级一块“自留地”。清
明节前后，各班按照计划开始种植各种蔬菜和植物。
随着天气转暖，种子破土而出，露出了绿油油的小脑
袋。老师、孩子们兴高采烈，课余时间不停去看。劳
动课老师指导孩子们去浇水、除草、打尖、翻秧，孩子
们个个忙得是不亦乐乎。
  六一前后，连续降雨，种植的各种蔬菜开始疯
长，一天一个样，小小的种植园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都用心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相互比较着、点评着。有种植经验的老师这会充
当起了老农，说哪个班种得好，长势不错，哪个班的
差些，如何正确种植，颇有一番指点江山的感觉。

  种植的蔬菜慢慢开始成熟了，师生们开始了收
获季。小葱、韭菜、青菜，样数着实不少，真有丰收的
感觉。老师们把菜分配给了孩子们，让家长回去给
孩子们加工。二年级张一诺同学在家长指导下，亲
自炒了一盘青菜，妈妈高兴极了，发到网上展示孩子
人生第一次做出的作品。
  还有老师结合种植的蔬菜，指导孩子们写出了
优美的作文和小诗。通过种植孩子们收获了满满的
知识，体验到了劳动的快乐，更感受到食物的来之不
易。学校老师因势利导，教育孩子们要珍惜粮食，避
免浪费，就连学校食堂泔水桶里的剩饭剩菜都少了
许多。
  有一天我在五年级一个班的自留地驻足观看
时，几个孩子在讨论他们都种了些什么，林林总总。
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种了榴莲，一下子把我逗笑了。

我说：“孩子们，据我所知，榴莲这种热带水果，目前
中国大多是进口的，海南省在试种，目前还没有收
获。你怎么能想出种榴莲，布置给你一个任务，回
去在网上查一下，看榴莲是如何种植的？”过了几
天，孩子找到我说，“校长，我知道了，榴莲是热带水
果，咱们北方是无法种植的，它对温度、湿度的要求
非常高。”
  有些孩子发现种的蔬菜上面长虫子了，问老师
怎么弄，老师说要打农药，但是农药会有残留，影响
人的身体健康。孩子们不知从哪得到了“偏方”，烟
蒂泡水可以杀虫，结果孩子们四处捡烟头泡水，装
到喷壶里去杀虫。据我观察，还是有一定的效
果的。
  小小的种植园，给师生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时
时充满欢声笑语。孩子们更如同种植园里的向日葵
一样，向阳而生，茁壮成长，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系王家河中学校长）

照金精神 红色力量      宜君县城关第一小学教师 袁娟娟

  在我的家乡，有一位伟大的古代书法家柳公权，他是陕西
省铜川市耀州区人。在妈妈给我讲述的历史故事中，我第一次
听到了柳公权爷爷的名字，也从图片中看到了这位老爷爷骨力
劲健的毛笔字，深受震撼。
  柳公权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十分好，因为他从小勤学苦练，
非常努力。周末去书画公园的时候，看到里面有柳公权爷爷的
作品，还有他的雕像，原来他离我并不遥远。公园里还有柳公
权爷爷的介绍，写道：“柳公权以楷体著称，是中国古代楷书四
大家之一，柳公权出生在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
柳公权本人也十分喜爱学习。”看完柳公权爷爷的毛笔字后，我
知道自己的字和他还差得很远，我也想写一手豪迈的毛笔字，
所以要学习柳公权爷爷身上勤学苦练的精神，写好汉字！
  在学校，我们有书法社团，书法老师的字写得也十分好，
在学校的综合楼里有很多他的作品。每次路过那里，我总是
忍不住多看几眼，虽然上面的字很多我都不认识，但我相信等
我练越来越多的字后，一定能够认出上面的字，也能写出好看
的字。

刊刊 头头 题题 字字   和和   谷谷

刊刊 头头 摄摄 影影   宋宋 梦梦 凡凡

思政小课堂里的文化大基因
张军

学校的种植园
郝庆军

他们的青春为家乡而燃烧

耀州区关庄镇中心小学三年级（1）班 白真诚

  每每提及江南古镇，人们总想到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想到
乌镇和周庄，殊不知南浔这个江南唯一中西合璧的水乡古镇才
是中国江南的名片，它虽没有乌镇的盛名，也没有周庄的喧闹，
可却是中国首个被列入《中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南
浔似乎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静静的美着，就能吸引全世界的
目光。
  南浔，如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朴素而美丽。“烟雨入江
南，山水如墨染。”南浔，一个让时光慢下来的地方，值得我们去
探寻。
  一入南浔，毛毛细雨似乎冲刷掉了暂时的烦恼，从北门进
入，沿着青石板街往深处走，沿河晾晒着刚洗出来的衣物，老人
们坐在河岸边的木板凳上聊天，犬吠声声，炊烟袅袅，构成了一
幅“水居生活图”，一切都是那么宁静与美好。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景点，如嘉
业藏书楼、张石铭旧宅……但在这些景点中，最让我心驰神往
的还是四象之首“小莲庄”了。
  小莲庄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占地近2万平方米，因仿元代
书画家赵孟頫的莲花庄建造，故名“小莲庄”。园林有两部分，
分为内园和外园。
  外园以水为主，池中荷花簇簇，莲叶田田，是一片清新的水
上世界。而内园则以山为主，碧绿苍翠，层峦叠嶂，是根据杜牧
的名诗《山行》建造的，山道弯弯，枫林松径，是一片如诗如画的
江南景象。
  这一路上，美丽的荷池与亭台楼阁相映成趣，不仅欣赏了
美景，还让我们静下心来，修身养性。
  夕阳渐渐西沉，南浔的美景令我陶醉，流水声，犬吠声，回
荡在耳畔，荷香草香萦绕在鼻尖，花红柳绿浮现在眼前，那一
刻，我深深地爱上了南浔。啊，南浔真美！
                 （指导教师：文鹤）

大美南浔
新区文家明德小学五年级（3）班 申钰菲

  沙漠中的绿洲，是探险者心中最美的风景；大海中的宝藏，
是航海家心中最美的风景；洞穴中的遗迹，是考古学家心中最
美的风景。而我心中最美的风景，便是家乡的重兴公园。
  春天的重兴公园是妩媚的。她宛如一位活泼可爱的少女，
将希望与生机洒向大地。不信，你瞧！池塘里的鱼儿欢腾起来
了，溅起一朵朵绚烂的水花；微风中的迎春花绽放出最美丽的
姿态，与风儿跳起独有的舞步；就连鸟儿也来凑热闹，在枝头唱
着美丽动听的歌曲，展示自己清脆的嗓音。空气中隐隐溢出百
花的芳香。
  夏天的重兴公园是健壮的。他宛如一位年轻气盛的少年，
展示自己无穷的生命力。青蛙在荷叶上吟诗，演奏出欢快的乐
章；蟋蟀不停地跳呀，蹦呀，在与孩子们玩捉迷藏。有时，雷公
公也出来逛一圈，巡查大地，好让公园万物舒展舒展筋骨，抖擞
抖擞精神，不再犯困。
  秋天的重兴公园是最让人愉快的。放眼望去，枫叶、银杏
叶，一大片一大片满地都是，给公园铺上了一层橘黄色的地毯。
成群的孩子在地毯上踩来踩去，脚下发出细碎的“沙沙”声；老
人们坐在长椅上，欣赏着漫山遍野的菊花，不时地发出“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
  冬天的重兴公园，不像街旁一样凄冷，大地披上了一层棉
袄，反而变得更热闹了。公园里银装素裹，雪地里一深一浅的
脚印，还有那一角飘香的蜡梅，不禁让人想起“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优美
诗词。

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铜川市第二中学七年级（1）班 邱盼

我的祖国
我是一枚花蕾
为您绽放灿烂的笑脸
我是一支彩笔
为您描绘美丽的山河
我是一片绿叶
为您增添一丝春意
我是一颗种子
为您结出累累果实

我的祖国
今天的我还小

但我会努力学习
今天的我还小
但我会健康成长

我的祖国
我想快快长大
我的祖国
我将好好学习
我的祖国
我会永远爱您

    （指导教师：王玫珍）

我的祖国

宜君县云梦乡县口完全小学六年级 郑玉轩

  你就像一束光照耀着我的生命，你没有确切的形状，没有
清淡高雅的幽香，你是李白的潇洒、是苏轼的远方、是屈原的芳
节、是阮籍的绝唱、是王维的别居、是杜甫的春望……我无时无
刻不在走近你，而你也渐渐融入我的血脉之中。
  幼时初识你的第一面，只觉烦躁，无数个午间，我强诵着不
懂半懂的韵句。“莫听穿林打叶声”“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当时
虽不分明，现在却难以忘却，偶然加入兵家之争，“兵者，诡道
也”，或黄老之学，“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虽几近
于顺口溜式的背诵，但已悄然靠近我的灵魂。
  偶尔瞥见你潇洒而狂妄的舞姿，是为张旭与王羲之的手
笔，然而真正开始感受到你的魅力，则是柳永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
差十万人家。”浓缩之江南读来令人神往。此后我又常见你的
各个样貌：醉书如舞蹈的怀素，胸有成竹的郑燮，草色入帘青的
刘禹锡。你以精深与多姿吸引着我深潜而去，从此我本只知悠
哉的生命中，落下了一束光。
  我每日与你相伴，未有一天断绝。我随东坡赏月，与屈原
遨游，我观商隐记梦，与太白入蜀，偶尔能见到苏学士牵黄擎
苍，或司马迁踽踽独行，这是文字的风韵所带给我的震撼；我看
文与可画竹平地而起，看齐白石青虾溅水浮游，观李苦禅之鹰
矫健雄强，这是洗练老旧的黑白线教给我的气势；我叹怀素“一
行数字大如斗”，赏颜真卿笔下的平正敦厚，感王羲之抚琴般的
行云流水，这是笔风的穿插所赐予我的情怀……
  我浅浅的岁月，仰慕你、临近你、抑或是沉醉于你。你，中
华文化，如同我生命中的一束光，给了我初尝人生的审美与
向往！

你是照耀着我生命的光
耀州中学高一（1）班 姬海融

    （（本本版版习习作作同同时时在在铜铜川川新新闻闻网网、、““铜铜川川

传传媒媒””移移动动客客户户端端刊刊发发，，敬敬请请关关注注。。））

知识在哪里？
每家每户都有。
在田野里，
在河流里，
在生活里，
在书本里。
知识躲在里面，
很久了，没有说话。
他是一个隐形人，
需要认真寻找。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会发现他的藏身之处。
           （指导教师：周乘涛）

隐形人
耀州区锦阳新城小学四年级（4）班 周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