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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创新德育工
作机制，从学习、生活和礼仪三个维度
对学生进行习惯培养，培养良好的思
想品德和行为习惯。通过“结、训、帮、
赛”等方式，全面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落实“双减”政策，开设创客、莆仙戏、
田径等 26项社团课程，推动素质教育
发展。

入队仪式、文艺汇演……“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秀屿
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多项活动，引导孩子们争当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儿童。

近年来，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围绕“质量立校”要求，
坚持“让每一个孩子享受校园生活的快乐，让每一位教师
享受教育工作的幸福，让每一个家庭享受家校共育的和
谐”的办学理念，积极倡导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深化课程
改革，落实“双减”政策，探索高效课堂，加强学生素质教
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健康快乐的成长
环境。

该校获得“福建省语言文字示范校”“福建省模范职工
小家”“福建省第一批省级平安校园”“莆田市小学教育管理
先进学校”“莆田市首批基础学科教学研究基地”等荣誉，成

为秀屿区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缩影。

立德树人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培根铸魂
5月31日，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举行新队员分批入队仪

式。现场，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老队
员在队旗的见证下互敬队礼。此次，该校共有308名学生入
队，通过举行仪式，增强学生们的荣誉感，激励学生们努力
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德育是一所学校教育的灵魂，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的
根本规律。”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校长陈立廉说道。

该校创新德育工作机制，优化育人生态，从学习、生活和
礼仪三个维度对学生进行习惯培养。为此，该校以红色基因
构建思政课堂模式，担当使命赓续红色血脉；以活动育人为
途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四礼四仪”为行为习惯，
养正礼仪之风；以实践育人为导向，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该校从“红色后代”康智敏老师的革命家庭展开，挖掘
本地红色资源，组建宣讲队伍，开展讲红色故事、演红色课
本剧等，将红色故事活动融入日常学习。邀请“五老”进校
园、进班级、进基地开展“四史”宣讲，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

“大思政课”，让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

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该校利用中
华传统节日、重大节庆日、纪念日和主题教育日开展相关教
育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行仪表之礼，养礼仪之风。学校制定“四礼”，即仪表之
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编写《习惯养成儿歌》，

上学晨读、出操赛读、放学路诵，让礼仪规范牢记于心。通
过“定章、争章、颁章、护章”，让每位孩子每个月都养成一种
好习惯。同时，每年举行新生入学典礼、十岁成长仪式、入
队仪式、毕业仪式，让礼仪融入成长。

该校还注重实践育人，挖掘社会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广
泛开展社会实践，组织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在社会实
践活动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该校被评为“秀屿区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赋能蓄力赋能蓄力 强师兴校强师兴校
5月初，在秀屿区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中，

该校教师何曼婷以生动有趣的讲解、富有感染力的精彩课
堂，获得一等奖。

“作为新教师获得这个奖，既是肯定更是激励。”何曼婷
告诉记者，学校以“青蓝工程”为依托，以师徒结对为方式，
通过“传、帮、带、教”等方法与途径，开展一系列新教师培养
培训活动，加快青年教师成长速度，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为
教师们搭建了一个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平台。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兴教必先强师。该校原是
笏石坝津小学，2019年8月升格为秀屿区第三实验小学，学
生和教师人数不断增加。

“学校刚升格时，各项机制不健全，教师队伍断层情况
严重，队伍结构、学科分布不合理，教学带头人更是缺乏，教
师队伍建设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陈立廉说，面对困
境，学校大胆探索，勇于摸索实践，通过“结、训、帮、赛”等方

式，全面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专业化教师队伍。

该校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增强培训效果，提
高教学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针对培训主题和相关内容让教
师“走出去”，到外地学习培训，开阔眼界，学习新思路、新方
法。坚持“请进来”，多次邀请专家团队到校现场教学指导。

该校加大教育教研改革力度，构建教育研究实体，成立
教研团队，探索高效课堂，培养优秀的教研团队。实施“青
蓝工程”，遴选优秀教师与新教师结对，帮助新入职教师尽
快成长，向“青”传授技能，实现从“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
再到“站好讲台”的职业愿景。

在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方面，该校通过开展优质课评选
活动、优秀教师晒课和教学开放周活动，为骨干教师、青年
教师搭建自我展示平台，发挥骨干教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激励广大教师自觉学习、赶超榜样，积极参与改革课堂教
学，将新课改落到实处。

一系列举措，全面推进了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初步成
效。截至目前，学生数超过 2000人，市级名师 1名；市级骨
干教师5名；莆田市教坛之星5名；区骨干教师19名。

特色办学特色办学 打造亮点打造亮点
6月1日，该校开展主题为“学习二十大，争做好队员”文

艺汇演。小品、莆仙戏、课本剧、朗诵、歌舞、时装秀等富有
特色的节目精彩不断，赢得了台下师生和家长的阵阵掌声。

“我们通过举办文艺汇演，充分展示多姿多彩的校园文
化生活，激发了同学们对祖国、对生活、对校园的热爱。”秀
屿区第三实验小学副校长吴丽玉告诉记者，整场文艺汇演
由学校各社团的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充分展示他们的才艺。

“第二课堂”是课内教学的延伸，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开
阔视野、丰富知识，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有效落实“双减”政策，推动素质教育发展，该校紧紧
围绕“控总量、提质量、减压力、优服务”的要求，充分发挥本
校教师的专业专长，精心设置特色活动课程。开设了创客、
莆仙戏、剪纸、软笔书法、电子琴、创意美术、中国画、象棋、
田径等 26项社团课程。这些社团分为低中高学段，以学生
兴趣爱好为主，每周课后服务时间举行社团活动，用丰富多
彩的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在全区率先建立创客社团，开设
Scratch创意编程、Arduino、C++、3D打印建模、人工智能机器
人等项目，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培养创新创造能力。经过两
年的时间，社团学生获得莆田市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等
奖项50多人次。去年，该校获得莆田市创客基地校。

“社团活动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陶冶情操，而且也能
学到一些技能。”六年（6）班学生林方妍说。

此外，该校还开展以“诵读国学经典，做有根的中国人”
为主题的经典诵读活动。学生以学校整理编发的《经典诵
读》校本教材为拓展课程，在老师的指导下诵读，让学生继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塑造良好品行。

陈立廉表示，学校社团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拓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学生通过参与社团
活动，有助于培养健康积极的兴趣，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
不断成长。

立德树人育桃李
——从区第三实验小学看秀屿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全媒体记者 傅梅香 通讯员 林陈冰 何雨晴 实习生 戴书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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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下旬，湄洲湾
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师生 55人，来到中国首个世界

级信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所在地、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湄洲岛开展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并向湄洲干
部立德教育中心授予“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牌
匾。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湄洲岛的重要嘱托，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现场为学生代表上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思政课。“行浸式”的授课模式，不仅让思政课堂活起
来，让知识活起来，更让教育过程活了起来，上到了学
生的心坎里。

湄洲岛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妈祖文化是中国海洋
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海峡两岸
同胞感情的重要精神纽带。学生们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
展示馆、妈祖文化公园、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及妈祖文化
源流博物馆等。通过讲解，学生们对妈祖文化、历史传承、
海丝建设、精神内涵、两岸血脉相连等有了更深了解。教
师现场教学，以大量实物为载体，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妈祖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学生认真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同时，通过大量的妈祖故事，彰显以“立
德、行善、大爱”为核心内容的妈祖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高度契合，阐述妈祖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呼吁当代青年大学生深入践行妈祖精神，多参加无偿

献血、垃圾分类、应急救护、生态保护等志愿服务活动，为
职业教育注入新内涵、推进社会文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同时，为推动海峡两岸民心相通、心灵契合做一些青年人
力所能及的事。

通过现场授课，学生们表示，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比在
课堂上灵活多变，学习的内容有了更加直观的参照物，一
些理论、精神内涵理解起来就更通俗易懂。这次“行走的
课堂”，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妈祖文化在新时代发挥着独特
作用。

湄职院党委副书记林新钊说，立足新时代高职院校发
展新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坚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建好用好“大学生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将思政课堂搬到社会实践第一线，让
青年大学生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了解历史故事、挖掘民风
民情等，为思政课提供了一种“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
的课堂新形态，加强从课内到课外全方位融入，把思政教
育、职业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使学生真正做到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 （吴伟锋 文/图）

日前，市科协走进市
第二实验小学举办了一场
形式新颖、生动有趣、内涵
丰富的“爱科”科普进校园
活动，学生们近距离感受

科学带来的无穷魅力，现场惊叹声连连。
活动现场，科普工作者向学生们展示干冰瀑布、马德堡

半球实验、液氮大爆炸等奇妙的科普秀，开启了学生的兴趣
之门。在科普展品前，学生们个个跃跃欲试，尽情享受科学
带来的乐趣。市科技馆负责人吴开敏介绍，这些科普展品
涉及光学、电磁学、声学、物理学等，集知识性、趣味性、可操
作性于一体，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科技兴趣，拓宽科技视野。

福建省航空学会秘书长车云带来的航空航天专题讲座，
把学生们带进一个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航天世界，点燃学生
们的“飞天梦”。学生们还以班级为单位，制作3D打印、人工
智能等科技小制作作品，脑洞大开，让人啧啧称赞。见，所未
见。通过活动，学校鼓励学生们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发现
问题，不断实践探索，做一个适应未来社会新时代的好少年。

科技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和
提高广大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是市科协一直努力的事。近年
来，市科协聚焦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创新实施“爱科”品牌建设
活动，进校园积极开展各类针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科学普及和科
技教育、科技推广活动，并协调市直相关单位，调动全市各级文
明办、教育、团委、妇联等群团组织及社会爱心企业等现有资
源，依托全市文明实践中心、青少年宫、儿童之家等阵地，发动
学校教师、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专业人员，动员各类人才充实“爱
科”品牌，已组织开展“爱科”品牌线下活动近70次，营造出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科学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发芽、开花。 全媒体记者 蔡玲 实习生 郭文舒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郭
文渊 通讯员 陈其州 林欣
宇）近日，以“科学食养 助力

儿童健康成长”为主题的2023年全民营养周暨“5·2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荔城区梅峰小学
举行。

据了解，该活动由荔城区卫健局、荔城区疾控中心
主办，莆田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协办，旨在广泛、
深入宣传学生时期营养的重要性，大力普及营养知识。

“姐姐，吃什么能够快速长高？”“哥哥，什么时候能
开始吃冰淇淋……”活动现场，学生们兴趣浓厚，积极
地向志愿者发出提问，志愿者一一为同学们解答饮食
营养问题并向同学们发放健康饮食宣传手册。同时，
志愿者们与社区医生一起走进班级，与同学们一起开
展“‘知食’就是力量”主题班会，从每天三餐规律、营养
搭配、合理选择零食、足量饮水和不喝或少喝含糖饮
料、一起动起来、充足睡眠等五大方面生动讲解了合理
膳食、改善营养等有关知识。

近年来，莆田学院药学与医学技术学院积极主动
与各单位开展校地共建活动，服务地方、服务群众，深
入社区、学校、医院等地，宣传各类知识，营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本报讯 前不久，涵江区举
办“幸福双拥‘团’聚‘新’喜”军
地青年联谊活动，为 100多名军

地青年男女牵红线、搭“鹊桥”，营造“军民鱼水情，军地一家
亲”的良好社会风尚。

活动在新县镇张洋“甜蜜”开场，男女青年分组落座，在
传递花球游戏中快速破冰。一个接一个的游戏，一次又一
次的配合，大家逐渐放下拘谨，相互了解，寻找情缘，现场气
氛热烈而浪漫。

在甜蜜浪漫的氛围中，最终有 8对军地男女青年牵手
成功。该区双拥办将不断探索新思路、拿出新举措，进一步
加强军地联动，巩固和发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
统，丰富双拥工作内容，提升该区双拥工作水平。

（朱秀花 许彬彬）

入夏，约上好友在山海相见。站在湄洲岛鹅尾神石园向海许愿，是心动，是无可替
代。自带滤镜的记忆有了大海的味道，每一寸光阴因为彼此，多了一份意义：那就说好
了，季节转变，我们不变。 全媒体记者 陈斌 摄

领衔新闻L ingxianxinwen

青春告白
ingchungaobaiQ

“行走的课堂”，上到了学生的心坎里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落户湄洲岛

湄职院师生赴湄洲岛开展大学生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

玩转科技 创见未来
——市科协创新实施“爱科”品牌
建设活动培养创新后备人才

在山海相见在山海相见
向海风许愿向海风许愿

“知食”就是力量
志愿者Z hiyuanzhe

军地携手促佳缘

季节风J ijiefeng

为一年级新成立的中队授旗。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