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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师德是教育的永恒命题。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待遇保障。如何健
全教师教育体系，培育一批教育情怀深厚、专
业素养卓越、教学基本功扎实的优秀教师，成
为我市各级教育部门努力的目标。

东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紧紧围绕“四有”
好老师队伍建设目标，聚焦师德师风建设主
阵地，创新实施师德教育“七个一”工程——
一次教师“开学第一课”、一次“依法规范执
教”警示教育、一系列师德宣讲、一次“师者本
色——我的从教故事”征文、一次教师阅读成
长活动、一次志愿服务、一次“榜样在身边”师
德选树及宣传活动，形成了和谐健康、积极向
上的教师队伍发展态势，促进了教育改革发
展生态的持续优化。

顶层设计——
构建师德建设“四梁八柱”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师德师风不是
阶段性任务，而是教育发展的永恒课题。”东
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学成
的讲话掷地有声，“师德师风始终处于教师
评价标准的首位。‘七个一’活动是一个系统

工程，目的就是修师德、养师风，为教师提正
气。”

东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将意识形态教育
摆在首位，要求各校“树立典型、找出差距、落
实措施”，构建“知准则、守底线、强师德”的长
效机制，明确“三强化”路径：强化责任担当，
把师德作为教师队伍管理的“第一准则”；强
化行为示范，让《教师法》《新时代中小学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成为行动指南；强
化正风肃纪，建立“全方位监督—快速化处置
—常态化通报”的闭环管理，坚决杜绝师德失
范行为。

今年2月13日，东昌府区师德建设月“七
个一”活动启动暨师德师风建设推进会召开，
为全年师德建设锚定方向。覆盖全员、贯穿
全年的师德建设工程由此拉开帷幕，为东昌
府区所有教师划定了“思想高线”和“行为底
线”。

多元实践——
让师德规范融入教育日常

开学前一天，当晨光洒进聊城市实验小
学，该校教师围坐在一起，观看“依法规范从
教”警示教育视频。真实案例中，个别教师因
体罚学生、有偿补课等行为受到严肃处理，画
面里的悔恨与反思深深触动着每个人。“这些

案例不是‘别人家的故事’，而是悬在我们头
顶的警钟。”校长张庆玲带领全体教师集体宣
誓，重温了教师誓词。“永远做“四有”好老师，
永远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的誓言回
荡在校园上空。

在道口铺街道中心学校闫邵屯小学“以
爱之名，铸师德之魂”主题演讲比赛现场，老
师们结合自身教育实践，深情讲述“以爱育
爱”的动人故事。有的以扎根乡村教育的坚
守展现师者担当，有的用转化后进生的案例
诠释教育智慧，还有的通过援引陶行知、张桂
梅等教育家的精神，呼吁以仁爱之心浇灌学
生成长……

在广平镇双庙魏小学教师阅读专区，《给
教师的建议》《教育的目的》等书籍被翻开，书
页间夹着教师们的读书笔记——“教育是静
待花开的耐心”“师德藏在每天的课堂里”，这
些质朴的感悟，正是师德内化的真实写照。

北顺小学组织全体教师观看2024年全国
“最美教师”——于洁和彭玉生的先进事迹视
频。观看结束后，教师们进行了热烈研讨，最
终达成了共识——用爱心呵护每一个稚嫩的
心灵，用耐心等待每一次成长的蜕变。班级
管理上学习于洁的育人理念，关注学生全面
发展；教学创新中借鉴彭玉生的田野课堂模
式，提升教学趣味性；师德修养方面对标先
进，强化专业素养。

从警示教育到榜样学习，各校将师德教
育融入日常，浸润式的多元实践，让师德建设
从文件要求转化为教师的自觉行动。

长效赋能——
培育风清气正教育生态

在东昌府区，师德建设早已超越“活动
月”的局限，形成“制度保障—榜样引领—全
域协同”的立体化生态。聊城文轩初级中学
将师德考核纳入教师年度评价体系，举行了
首届“师德标兵”表彰大会，对在过去一年工
作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教师进行表扬；文苑初
级中学公开评选出 18 名师德先进典型，记录
教师参与志愿服务、家校沟通等日常表现，并
在全校宣传其先进事迹，让师德评价从“模糊
印象”变为“具体可感”。

站在东昌府区教育的版图上，“七个一”
工程串联起每个校园的育人故事：幼儿园
教师蹲下身的倾听，小学教师作业本上的暖
心批语，中学教师深夜备课的灯光，都是师
德最生动的注脚。当“七个一”工程化作日
常的“七个坚持”，这片教育沃土上，正生长
出越来越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大先生”，他们用行
动诠释着：最好的教育，永远始于师德，成于
初心。

为教师提正气
——东昌府区“七个一”工程绘就师德建设新图景

本报讯（杨先博 杨历斋）“为响应国家
卫生健康委‘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和中考体
育改革要求，临清市创新思路，在前期开放假
期校园体育场地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继续开
展周末亲子共练的改革实践与探索，受到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3 月 28 日，临
清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楠说。

据悉，临清市创新构建体育发展新模式，
提出将校园体育和群众体育有效结合，共同
促进的“大体育”建设发展构想。该市通过面
向社会开放学校体育场地，开展周末亲子共
练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在周末、节假日进入学
校体育场地进行锻炼，并享受以体育老师为
主体的志愿者提供的体育课程和锻炼指导服
务，在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增进亲子关系的同
时，激发家长和社会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在此基础上，临清市聚焦提升群众的
身体健康水平，用实际工作响应国家提出的

“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促进全民健康水平
和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目前，临清市部分城区中学已开设开放
试点，市民可以在校园中进行中考体育项目
以及八段锦、太极拳、羽毛球等休闲娱乐项目
锻炼，提升身体素质。与此同时，临清市将健
康知识宣传引进学校，使市民在体育锻炼之
余，能够参与健康知识宣传，了解学习健康知
识，提升卫生保健能力。

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实践，临清市进一步
完善了开放体育场地、开放体育课程、开放体
育指导和体教结合、家校结合、训健结合的

“三开放、三结合”的“大体育”发展模式，初步
构建起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的创新
实践体系。

在临清市民族实验中学，学生家长洪丽
表示：“以前周末带孩子锻炼，总发愁没有合
适的场地和科学的方法，现在有专业老师指

导，既能提升中考体育成绩，又能全家一起运
动，我们觉得很新颖、很有意义。”

刚结束跑步训练的八年级三班学生赵
洛冰说：“以前觉得体育训练很枯燥，还有点
抵触，现在有爸妈陪练和体育老师指导，周
末训练好像家庭运动会，我也没有抵触心理
了，老师表扬我的耐力跑进步很快。现在我
觉得越跑越快乐。”

临清市民族实验中学党委书记马芹表
示：“开放式管理模式既盘活了校园存量体育
资源，又构建了家校共育新场景。通过周末
亲子共练活动，学校体育设施利用率大大提
升，教师专业指导能力也得到实践检验，亲子
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充分展现了体育教育的
社会效益。”

临清市教育和体育局将继续推进学校体
育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推动全民健身事业
向纵深发展。一方面，继续扩大体育场地开

放范围，在现有城区试点基础上，逐步向乡镇
学校延伸，并科学合理延长开放时间，满足不
同区域家庭需求；另一方面，创新推出“亲子
课程包”系列，针对不同家庭需求，设计中考
体能训练、传统养生项目与趣味运动结合的
课程，扎实提升训练效果。此外，联合社区和
医疗机构开发健康素养课程，融入科学体重
管理、养生食疗等内容，助力家庭综合健康能
力提升。

临清市教育和体育局持续深化体教融合
的实践，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在
基层落地生根。通过扩大开放、创新课程、深
化协作等举措，进一步盘活学校体育资源，构
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生态，让运动成为家
庭与学校的纽带、健康生活的基石，为每一位
市民提供触手可及的体育服务，奋力书写体
育事业发展的临清篇章。

开放校园体育场地 开展亲子共练活动

临清市推进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深度融合

3 月 28 日，2024“一带一路”
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
大赛——无人机应用技术（巡测
一体化）赛项总决赛，在茌平区职
业教育中心学校举行。

本次竞赛由理论知识、虚拟
仿真、无人巡测一体化竞赛、行业
无人机 SDK 开发竞赛四部分组
成。来自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186 支参赛队伍，共计
600余人参加了活动。

竞赛鼓励参赛者探索无人机
在巡检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巡
检效率与安全性。通过竞赛提升
了参赛者在无人机操作、数据处
理及系统集成等方面的能力，加
速无人机巡检技术在环保、电力、
交通、能源、植保等行业的落地。

■ 刘德策 张成彬

本报讯 （刘德策） 3
月 27 日，高唐县小学教
育教学观摩暨成果展示
活动在高唐县第四实验
小学举行。各小学负责
人、教师代表等 210 余人
参加活动。

活动以“全景育人长
廊”开篇，通过“党建引
领、师德师风、教学改革、
教师成长、阅读工程、社
团风采”等板块，全方位
展示学校育人成果。小
讲解员们以“数说教育+
故事讲述”的方式，配合
主题展板，生动呈现学校
在首课思政、五育并举、
书香校园、家校共育等方
面的创新实践。

教学资料展示区重
点呈现了“首课思政负责
制”的落实成果。高唐县
第四实验小学通过每天
课前 5 分钟的“微思政”
教育，将家国情怀、文化
自信等核心价值融入日
常教学，实现全员、全学
科、全过程育人。此外，
丰富的阅读活动和特色
寒假作业也吸引了与会
人员的广泛关注，展现了
学校规范办学和学生全
面发展的成效。

社 团 活 动 ，精 彩 纷
呈。科学小实验、书法、
国画、漆画、足球、篮球、
陶笛、葫芦丝、杯子舞等
十多个社团进行了才艺
展示，充分展现了学生的
个性与才华。在观摩课

上，冯倩老师执教的《西游记》导读课巧妙
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教授学生高效阅读方
法，课堂氛围十分活跃。语文和英语学科
分别开展《新课标背景下小学语文大单元
教学设计与实施》《聚焦课标培育文化意
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研活
动，为新课标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
路。在阳光大课间活动中，学生们通过花
样跑操和体能操展现了力与美的融合，整
齐划一的动作成为成长的最美注脚。在
师生素养展示环节，舞蹈《少年有志》、唐
诗诵读《唐诗里的中国》、陶笛与葫芦丝演
奏、器乐联奏《龙的传人》等节目，充分展
现了学校高质量的育人成果。

高唐县县第四实验小学校长康洪民以
《深耕教育沃土，培育时代新人》为题，总结
学校实践成果。据介绍，学校在教学管理
上推行“周查月评季考”机制，创新“首课思
政”督导，深化“自主合作”课堂改革；以青
蓝工程、主题教研为抓手提升教师专业能
力；开发漆艺、体能操等 20 余项五育融合
课程，构建非遗美育路径；打造书香校园，
创新阅读课、课本剧等文化育人模式；实施

“三镜”管理模式，强化家校协同共育人，同
心同向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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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向阳） 3 月 26 日，聊城市第
一实验学校校园内墨香四溢，聊城市“以书
法为基 以教材为媒”主题专项培训活动在
这里举行。活动由聊城市教育考试与教学
研究院统筹指导，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提
供学术支持，通过专家讲座、课堂观摩、主题
研讨等多元形式，为全市 500 余名书法教育
工作者搭建起专业成长平台。

上午 8 时，参加活动的教师步入校园，在
书画长廊中开启沉浸式艺术之旅。百余幅
师生作品以“四季时序”为轴铺陈，既有工整
的《千字文》楷书临作，也不乏将甲骨文元素

融入节气文化的创意作品。各县区教研员、
老师们在作品前驻足，感受传统笔墨与生活
美学的融合。“书法教学要从单纯技法训练
转向文化浸润，从单向知识传授转向素养培
育，从传统课堂模式转向跨学科融合。”开幕
式上，聊城市教育考试与教学研究院副院长
熊永星表示。

教学展示环节亮点纷呈。教师张枭、李
平平联袂呈现的软笔双师课，创造性采用

“教师示范—学生临摹—实时点评”的三角
互动模式，多维度示范，解决了书法教学视
角受限的痛点。课例展示结束后，“墨韵社”

师生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将节气、古诗词、
书法、话剧巧妙融合，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二十四节气奇遇记”。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王天俊
教授进行了课例点评。他通过对比分析书
法课堂案例，既肯定了课例的精彩之处，也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王天俊表示，低年级要
重兴趣培养，中年级要强文化认知，高年级
要育创新意识，要将“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
正做人”在日常教学中渗透到每一个孩子的
认知里。

在专题讲座中，王天俊围绕“小学书法

教育发展途径的实践”“小学硬笔书法课堂
模型的建构及反思”两条主线，以“从教育的
角度看，什么是书法”这一问题开场，结合学
术理论、教学案例视频等为老师们重塑了书
法课堂的新模型。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这场春日里
的翰墨之约，不仅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
还播撒下文化传承的种子。汉字形美如画，
音美如歌，意美如诗，当更多教师学会在横
竖撇捺间解读中华文明密码，传统文化教育
必将焕发新的生机。

春日里的翰墨之约

我市开展“以书法为基 以教材为媒”专项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