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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水库精神”进课堂

本报讯（记者胡梦蝶 通讯员
赵长顺） 在第三十二届“世界

水日”到来之际，密云区各中小

学开启“水库精神润童心”大思

政课，推进水库精神进校园、进

课堂，开展不同形式的“守护生

命之水 共建生态文明”主题教

育活动。

北京市密云水库中学师生

走进水库展览馆开展教育活

动。学生在活动中先是了解水

资源现状、学习水法知识、制作

水周边植物标本，然后登上白

河主坝，聆听建库故事，感受建

库人艰苦的创业历程。学校把

课堂搬进水库，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使其全方位、多角度了

解学习水资源知识。该活动引

导学生“思饮水之源，护绿水青

山”，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厚植于每一名水库

学子心中，担负起保护家乡“这

盆净水”的责任与使命。

密云区高岭学校与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当地镇村携手开展

“大手拉小手 以水促和平”主题

美育活动。活动中，北京财贸职

业学院师生与高岭幼儿园师幼

齐聚户外活动场上，在 20 米长

卷画布上围绕“爱护水资源”进

行主题绘画创作。在北京财贸

职业学院学前专业学生的陪伴

下，幼儿专注于绘画活动，充分

发挥想象力，大胆运用色彩，积

极合作互助，主动分享交流。

密云区十里堡中学邀请北

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为学生讲解水资源的重要

性、全球水资源现状以及节水

的方法和技巧，并对“节水爱水

护 水 新 时 代 好 少 年 ”进 行 表

彰。全体学生在“节水爱水护

水，争当新时代好少年”条幅上

签名，作出庄重承诺。学校还

通过主题党日、主题团日活动，

带领党员、团员到潮白河河道

沿岸，捡拾垃圾，防止水污染，

用实际行动开展惜水爱水节水

活动，引导师生增强节水意识

和环保观念。

密云区溪翁庄镇中心小学

把密云水库展览馆思政大课堂

搬进学校。展览馆副馆长齐霁

通过讲故事、图片浏览、观看视

频等形式与学生互动，将决策

篇、建设篇、移民篇、保水篇、发

展篇五部分进行了精彩讲解。

密云区巨各庄镇中心小学邀请

密云水库展览馆党员先锋宣讲

员赵爽为师生宣讲。“在建设水

库的过程中，每一位建设者无

私奉献、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

感染着我。我深刻感受到，无

论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还是

在今天，中国人民都有着坚定

的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奋斗

精神。”巨各庄镇中心小学红通

社小记者在现场采访后写下深

刻感言。

“密云水库精神思政课堂进

校园活动，就是让学生深刻理解

密云人民顽强拼搏、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的‘密云水库精神’，这是值得我

们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我们

要把这种精神传承和发扬。”巨

各庄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

张海认为，学生不仅要自己做密

云水库的保护者，还要能小手拉

大手，向家人朋友宣传，共同保

护密云水库“这盆净水”。

密云区高岭学校与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携手，与幼儿一起在画布上进行“爱护水资源”主题

绘画创作。 密云区教委供图

北理工附中与中科院理化所共建
未来技术少年班

本报讯（记者许卉） 上周，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与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签署合

作协议，合力打造未来技术创

新人才。双方探索共同创建

“国科未来技术少年班”和“国

科青少年未来技术教育基地”，

在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师资

建设、资源建设等方面相互支

持、强力合作。

据悉，中科院理化所本次

牵手理工附中，是第一次与中

学展开合作共建。今后，双方

将深度携手，统筹推进“国科未

来技术少年班”和“国科青少年

未来技术教育基地”的建设完

善，为学生科学研究、项目实验

等提供全力支持，全面提高学

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

潜 质 、具 有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精

神、厚植家国情怀的拔尖创新

人才，探索科学人才高中—高

校—科研院所一体化培养的新

型路径。双方将集智共力，探

索实施未来技术人才早期联合

培养的培育模式。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党

委书记、校长毛强表示，中科院

理化所具有雄厚的科研力量，

汇聚了众多高端人才，并拥有

显著的科技资源优势，在科研

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相信

通过双方在交叉复合型人才培

养、跨学科课程共建、科研合作

等方面的深度携手，将打破中

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隔阂，推

进人才一体化贯通培养，努力

为党和国家培育优秀的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

第四届“子曰”传统文化
教育讲坛门头沟开讲

本报讯（记者 胡梦蝶） 日前，

北京教育学院第四届“子曰”传统

文化教育主讲坛在门头沟区教育

研修学院举办。此次讲坛注重学

科渗透与融合、经典传承与创新，

课程跨越幼教、小学、初中、高中

和职业教育、社区教育，汇聚北京

多个市区优秀教师与专家进行点

评。讲坛为期三天，采取“主讲

坛+子讲坛”“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全程进行线上直播。

此次讲坛分为中学讲坛、小

学讲坛以及学前讲坛等。其中，

中学讲坛分为线上现场课展示和

专家点评两个环节。在现场课展

示环节，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校

区教师杨霞展示了“《论语》中的

为学之道”一课。这节课从“学

而”章出发，拓展到整部《论语》的

“为学”之道，再从书本转到现实，

获得现实启示，整个过程贯穿传

统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表达。北

京八中永定实验学校教师李云讲

述“登高望远抒怀抱——以《望

岳》为例赏析登临诗”。课堂基于

单元主题教学进行设计，注重文

本细读和文献引用，深入浅出地

品读诗歌，总结形成了行之有效

的阅读登临诗的方法。此外，来

自海淀区、朝阳区、昌平区的 8 位

教师也进行了展示，课程涉及整

本书阅读、古诗词阅读、文言文阅

读、现代文阅读等领域。北京教

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俊阳、北京

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学君等

专家进行点评。

据悉，在为期三天的展示中，

教师们通过课例展示的方式一起

交流分享，内容既包括古典文学

《诗经》《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又

有《乡土中国》《安塞腰鼓》等近现

代名著解析，还有《家乡的风俗》

《太平鼓迎新年》《北京的春节》等

包含地方区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元

素课程。

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

分会理事长徐勇表示，教育工作

者要以“子曰”教育讲坛为阵地，

集大家智慧，探索出可推广、可复

制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使传统

文化教育的研究成果落地，使一

线老师成功的教学方式得以推

广。北京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肖韵

竹希望借助讲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广

泛研究和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的

良性运转，进而推动首都传统文

化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向全国

展示首都教育的风采。

门头沟区政府副区长陈军胜

表示，希望广大教师借助“子曰”

传统文化教育讲坛平台，围绕“赓

续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贯穿

高低学段、细研育人模式”，深入

探讨、相互借鉴、共同成长，为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提质。

一六六中学举办
“诗酒趁年华”诗词大会

本报讯（记者胡梦蝶）“‘诗圣’

杜甫为了写出好诗，也是蛮拼的。

以下哪句是他对此的自述？”“根据

画作提示，请说出三句宋词。”近

日，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举办“诗

酒趁年华”诗词大会总决赛，初一、

初二、高一、高二年级的四个联队

以及第二赛场的“百人团”比拼，掀

起了诗词热的浪潮。

据悉，此次总决赛分为两个

赛场，一个是由在初赛复赛阶段

脱颖而出的各年级选手组成初

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四个联

队，在总决赛现场展开角逐。四

个联队 20 名选手要通过“必答单

选题”“点字成诗”“看画猜诗”“线

索 题 ”“ 飞 花 令 ”五 个 环 节 的 考

验。在“点字成诗”环节，选手们

要在短时间内观察一组看似不相

关的文字，从中找到一个诗句并

迅速写下来。“花堪犹日须隔开后

唱庭直江”——“隔江犹唱后庭

花”！观众们屏息凝神，为这场脑

力和眼力的比拼暗自叫好。“看画

猜诗”和“线索题”则分别呈现了

诗歌主题绘画的短片和竞猜提示

内容。选手们根据种种元素和线

索，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另一个赛场则是由各年级复

赛阶段被淘汰的选手组成“百人

团”参与比拼。全校师生实时收

看比赛转播。“我特别喜欢《中国

诗词大会》。一定要参加‘诗词大

会’的愿望，没想到在学校成了

真。”第二赛场选手高二（7）班学

生王雅楠说道。在教室里观看转

播的初一（1）班学生夏硕艺说：

“在关注比赛、为选手鼓劲的同

时，我们也如身临其境般，纷纷在

答题。”

最终，高二年级联队获得诗

词大会总决赛冠军。学校为激励

参赛学生，特别为他们颁发《诗词

里的中国》图书套装、中国风笔记

本 、《兰 亭 序》书 法 玻 璃 杯 等 奖

品。学校语文组教师吴瑕、宋文

婷表示，此次诗词大会让学生徜

徉于诗词世界里，沉醉于传统文

化中。学生通过积累诗词阅读经

验，培养民族审美趣味，增进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对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