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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钱涵玮 陈斌） 近日，常
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追“新”逐“绿”暑
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常州新能源新
医药企业学习调研，深刻领会了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体悟了凝聚
青春力量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
实意义。

实践团队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
研发中心，与劳模、技术能手零距离交
流访谈，了解企业的青年人才需求与
培养政策，领悟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的实践旨归。此外，实践团
队还与常州制药厂开展了校企团建共
建系列活动。

观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创
新成果，实践团队深刻感悟发展新质生
产力所带来的生产变革。在天合光能、
当升科技等新能源企业的智能化生产
车间，AI数字智能检验检测技术、数字
孪生工厂技术、AGV智能运输技术等

“科技狠活”刷新了实践团队师生们的
认知，理解了新质生产力之“新”。

追“新”逐“绿”，
感悟新质生产力

家教加油站家教加油站

家长和老师的沟通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非常重要。我先讲几个极端的
例子。

例如，一个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
病，家长怕老师、同学知道，于是就一
直瞒着，让孩子也不要说。结果上体
育课时，孩子跑步出现意外。因为当
老师提出要跑步时，孩子不敢跟老师
提出免跑的要求，就硬着头皮跑，结果
酿成悲剧。

再如，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我
的妈妈”，结果一个孩子放学后就离家
出走了。父亲找到学校，向老师要孩
子，老师说正常放学了，一场家校矛盾
因此而生。原来这孩子的父母离异，
跟着爸爸，老师的作文使得她非常想
妈妈，于是独自去找妈妈了，而妈妈在
上海。

家长对孩子情况的了解远胜过老
师。因此，家长主动与老师沟通是孩
子教育的重要环节。有些国家对此有
强制要求，要求“父母离异、搬家、遗传
病史等情况都必须主动与学校沟通”，
以便能更好地教育孩子。但我国有些
家长往往有一坏习惯，认为这是隐私，
在老师面前避而不谈。

我曾经做过调查，家长和老师沟
通，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的“单一”的
问题：第一个是内容单一，只关注孩
子的考试成绩；第二个是时间单一，
总是在考试后和学校教师沟通；第三
个是形式单一，过多地运用打电话的
方式联系老师；第四个是处理方式单
一，简单地用承诺或限制孩子的愿望
来奖惩孩子。

那么，家长如何与学校老师沟通
呢？

家长要及时走访老师。主动抽空
去与老师交流，最好花上半天时间观
察一下孩子所在的班级，对学校的培
养目标、开设的课程、教师的建议、学
生的状态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同
时，向老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情况、
孩子的个性特点，使得家校教育要求、
指导方式保持一致。

家长要与老师默契配合。家长不
要在孩子面前妄评孩子的老师，例如，
某老师太严，某老师偏心，某老师不如
其他老师……相反，要指导孩子正确
看待老师的教育要求与处事方式，要
指导孩子主动与老师交流，主动配合
老师完成相关学习要求，要引导学生
学会设身处地想问题，要懂得感激，主
动体悟老师的关爱。特别是在对待孩
子的学习成绩时，不要过分看重分数，
分数只是衡量学生学习情况的一个方
面，家长应向老师全面了解孩子的学
习情况，诸如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学习
态度、作业情况、突出的优点和品德表
现等。

家长要与老师“互通情报”。老师
要面对全班四五十个孩子，难免会有
疏忽，例如，对于最近一个学习单元，
孩子是否真正弄懂、学会，或者最近
一个阶段，孩子的学习情绪是否愉
悦、积极，或者是否出现了不良习惯
的苗头，是否与同学交往出现了小矛
盾……这些都是孩子教育的重要契
机，抓住这些小契机，会对孩子的健
康成长带来无尽的益处，这就需要家
长与老师互通情报，以便与老师“合
力一处”，齐心协心，帮助孩子不断取
得进步。

常州市教师发展学院 潘小福

小学生家长如何与老师沟通？

本报讯（许愿）7月22日—24日，
第十二届江苏省中学生物理学术创新
竞赛暨第八届全国中学生物理学术创
新邀请赛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北京、
山西、四川等省内外11所中学，共计12
支代表队近200名师生同场竞技。江
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IYPT（Interna-
tional Young Physicists’Tourna-
ment）社团组成攀登者队和新园队参
赛，分别获得江苏省赛二等奖和三等

奖，队员刘苏娴荣获个人赛三等奖，充分
展现了省前中学子的素质与才华。

此次团队赛采用线下团队辩论的形
式进行，个人作品赛则是以海报展示和
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力求在辩论过程
中把队员和裁判的关注点更多地聚焦到

赛题本身，让物理思维的争辩回归到赛
场之中，提高学生运用物理专业知识综
合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辩证思
维水平、交流表达能力。

省前中 IYPT 社团自成立以来，积
极践行“严谨、团结、进取”的青年物理学

家精神，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
新能力、协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社员们
充分利用时间进行集训，完善实验内容，
翔实理论模型，锻炼演讲辩论技巧，不断
对赛题进行深入打磨和拓展，以实际行
动弘扬学校攀登精神。

以赛促学 省前中IYPT社团获佳绩

常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讨活动新北专场

□本报记者 许 愿
通 讯 员 沈含嫣 朱庭欣

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
为。为凝聚培养时代新人的强大合
力，新北区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联盟，建立完善“1+X”工作机
制，即以“思政联盟”为 1 个核心，区
教育局行政推进和教师发展中心学
术引领“双轮驱动”，统整区域资源、
搭建广泛衔接、建立共享体系，大力
推进区域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近年
来，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新北区实
验中学被评为江苏省中小学思政育
人特色学校，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
新北区香槟湖小学、新北区奔牛实验
小学等被评为常州市思政育人特色
学校。

联盟辐射
拓展工作“大格局”

“课堂展示富有阶段性和层次性，
打破了大中小思政课各自为政的局
面。”在常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研讨活动新北专场，区域内近
400 名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汇聚一
堂，集中学习，共同磨课。“同备一节课
让各学段老师都收获良多，纵向搭建
学段桥梁，横向将学科和思政充分融
合，构建大思政格局。”奔牛高级中学
教师罗慧芳表示。

2022年，新北区成立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区教师发展中
心、常州工学院、奔牛高级中学等 20
个单位为首批成员单位，常州博物馆
等 5 家单位为首批“思政教育校外实
践基地”。区教育局聘请省、市、区专
家、名师组成导师团队，各联盟校遴选
出有潜力的骨干教师代表，组成联盟
工作室团队。

作为常州市道德与法治学科带
头人、新北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联盟工作室领衔人，新北区香槟
湖小学副校长吴海燕每月主持开展

新北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联盟工
作室活动，带领工作室 23 名成员共同
成长。一体化联盟工作室围绕教育规
律研究、学段目标定位、课程教材解读、
教师培养机制等不同角度统筹建设，努
力实现各学段一盘棋，“我们要将研修
所学转化为教学行为，通过学习、反思、
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让一体化成为自
觉行为，让一体化的效果真正体现在学
生的成长上。”

目前，新北区以“联盟带动、全面铺
开”为基本思路，着力打造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的“新北样本”。

做优品牌
打造教学“大课堂”

在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教师们把
思政元素融入全学科课堂进行教学：在

《少年学党史》校课上，通过漫画和人物
故事生动形象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一路
走来的震撼历程；语文课上进行红色经
典拓展阅读，开展红色题材朗诵活动；
摄影课上用相片记录革命老兵的故事，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美术课上探究家乡

的民间艺术，用书画的创作感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综合课上搜集家乡老物
件，组织立体研学，为家乡发展感到自
豪……在2023 年首届常州市中小学课
程思政教学基本功大赛中，新北区三井
实验小学摘得语文和数学现场赛课双
料一等奖。

如何让思政品牌百花齐放，思政教
学深入人心？新北区紧紧抓住教师队
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
教学“主渠道”，全力落实“融得自然、
讲得准确、听得有劲、做得到位”这一
课程思政教学关键性要求，实现各类
课程与道德法治课程、思想政治课程同
向同行，推进各学科协同育人产生倍
增效应。区域打造了“一月一研”“一
期一展”“一年一评”的课程共研机制，
进行了 25 期联合教研活动，每学期举
办区思政优质课展示活动、每学年开
展区“思政特色课程”评比活动，大力
推进课程高水平建设。同时，积极推
进“十百千·红思政”工程，鼓励每所联
盟校创建思政品牌项目，逐步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和特色
做法。

多维立体
构筑实践“大平台”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西夏墅籍著名
革命烈士恽雨棠的事迹介绍，他在位于
上海的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常州第
一个中国共产党基层党支部所在地——
同福茶楼里，来自新北区西夏墅小学的
红领巾讲解员正为游客们讲解烈士事
迹。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长
效共育合作机制，系统架构“青藤红学
院”红色教育体系：“我是红色讲解员”
让队员成为红色故事的传播者，“我是
红色小记者”让队员成为红色基因的寻
觅者，“我是红色小演员”让队员成为红
色品质的体验者……“通过这些多彩课
程，我们以家乡先锋为榜样，为社会进
步、家乡发展锤炼本领、积聚力量！”学
生郑宇阳表示。

发挥行走着、思考着、体验着、践行
着的大思政课功能，新北区龙虎塘第二
实验小学与周边 13 家企事业单位建立
共建关系，一二年级聚焦“寻找榜样，我
们爱英雄”、三四年级聚焦“搜寻印记，我
们探小康”、五六年级聚焦“寻访职业，我
们树理想”……学生们“走出”课本、走出
教室，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

在新北区，丰富的教育资源以特有
的亲切感、吸引力，引起学生共鸣、激发
学习动力，成为讲好思政课的社会实践
阵地。当前，全区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积极进行“互联网+思政”探索，打造
思政资源“云享库”；家校社相结合，在开
好思政课程的同时，开展丰富多样的校
园文化活动，打造高质量的思政课“第二
课堂”；依托“家长学院”，向家长传达科
学的教育观，推动思政教育由学校走向
家庭。“我们将继续探索推进思政课改革
创新新路径，把实践体验、知识获取、能
力提升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学生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更好发挥思政课作为
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作用，努力培养一
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新北区委教
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局长王华国表示。

新北区：一体化建设 奏响思政育人“协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