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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利民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教育，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关键。自我市成功创
建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以来，采
取一系列举措不断夯实基础教育校长管理能
力，强化骨干教师执教水平。7月3日至8
日，全市基础教育有关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
工作在济宁教育学院举行，来自全市的“百强
乡镇中心小学”的校长、承担“学生生命教育
改革项目”的课题教师、全市传统文化骨干教
师共计500人，在“学而时习之”的快乐氛围
中，一起度过了“日日新、又日新”的美好时
光。记者走进这次高端培训，探寻由学与思、
教与研合奏的教育乐章。

着眼基础 固本培元

强市先强教，强教先强校，强校先强师。
我市的基础教育一直走在健康发展的路

上。2021年，我市实施“百强乡镇中学、百强
乡镇小学”创建。2022年，我市作为省内首
个地级市入选第二批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

2023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
东省建设全国乡村教育振兴先行区专项工作

方案》，对深化教育强镇筑基、建设全国乡村
教育振兴先行区作了系统谋划、周密部署。

目前，我市“双百”创建工作已高质量完
成两批次的验收，71所中学、72所小学获得

“百强学校”称号，今年将进入收官阶段，创建
的难度也相对增加。

济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昭洪告诉
记者，新的形势，时不我待。加强学校教科研
工作，已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学校办
学品质的重要路径，然而，乡村学校教科研工
作面临诸多难题，因而开展这次培训班很有
必要。

为办好这次培训班，市教科院精心策划
程序，多方联系专家，精选培训内容。同时，
遴选县区、学校的典型经验和部分乡村教研
项目，融入本次培训内容。市教育局副局长
宋廷、车丽娜分别赶往培训地，勉励大家充
分利用这次培训机会，再充电，再总结，再反
思，再鼓劲，再提高。市教育局局长王洪正
强调，要擦亮百强乡镇小学的名片，书写农
村教育突破的新篇章，塑造济宁教育的新形
象。

前来参加学习的任城区李营中心学校校
长史衍磊说：“我们一定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认真学习兄弟学校的先进经验，虚
心接受专家指导，严格培训要求，遵守培训纪

律，并认真总结反思，研究制定今后的项目推
进举措。”

指向课题 精准施策

问题即课题，教研即科研，成长即成果。
一周的培训，聚焦“百强乡镇中心小学”

校长提升、“学生生命教育改革项目”实施、
“全市传统文化骨干教师提升”三个板块，分
别邀请5位专家教授前来授课。针对课题研
究中的问题，由专家释疑解惑、面对面指导。

培训内容包括“乡村特色办学成果展示”
“综合改革实验校项目展示”“工作经验介绍”
“教育课题研究的案例分析”“课题汇报”“专
家点评与指导”“专家专题报告”等。

微山县第三实验中学（小学部）校长刘庆
军说：“教师通过深度参与教研、项目驱动、课
题引领，在工作中就可实现从经验累积到科
学研究的转变。”

济宁教科院副院长祝成彦告诉记者，通
过这次培训，乡村小学的校长们认识到，凡重
视和加强教科研工作的学校，教育科研成果
不断涌现，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学校办学水平
也稳步提升。

济宁教科院纪委书记刘军说，教与研的
问题解决了，济宁教育就会振翅高飞。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能够花落
济宁，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对我市以往教育工作
的肯定，二是对我市今后教育工作的鞭策。而
最好的鞭策，是自我鞭策，是“不用扬鞭自奋蹄”。

在培训中，为数不少的县区及学校，进行
了展示、分享与汇报。山师大曾继耘教授、周
卫勇教授，山东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主任王治芳等专家的点评，也毫无客
气、一针见血，被点评的单位及个人，在心悦
诚服的同时，又受益匪浅，既找到了教育与教
研的症结所在，又找到了下步努力的方面，坚
定了做好教育工作的信心。

济宁教育学院院长韩敏说：“这种为全市
教育工作提升精准发力的培训，很及时也很
有必要，我们济宁教育学院一定会在市教育
局的正确领导下，配合市教科院努力做好此
项工作，打造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济宁特色’

‘山东样板’‘全国品牌’。”
“无评价不提升，无跟进不成长。济宁市

这项基于强基提质启新程的培训，既是一场
诗意的修行，又是一次思想的升华，更是脚踏
实地而又仰望星空的坚定行动。”山东省教科
院课程中心副主任唐立宁博士说。

强基提质启新程
——济宁市基础教育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回眸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宋甲 赵改荣）劳动
教育是“五育并举”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引导学
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济宁学院附属小学科苑校区四年
级开展了“童乐田园”快乐种植实践活动。

同学们搜集了适合各个季节种植的蔬菜资料，在劳动
课上通过小组交流确定班级播种的蔬菜种类。接着，老师
带领同学们了解蔬菜作物的种植步骤和养护方法，普及种
植蔬菜技术，各小组制定种植计划并填写观察记录表。

同学们来到“童乐田园”，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开
始了劳作。翻土，起垄，播种，移植，浇水……一项项种植
任务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中，同学们俨然一个个小菜农，
不怕脏、不怕累，虽然双手沾上了泥土，却丝毫没有降低劳
动热情，一个个干劲十足。

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种植园里的蔬菜茁壮成长，很
快就到了收获的时刻，大家把已成熟的蔬菜小心摘下，在
教室里举办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拍卖会。同学们制作摊位
招牌、竞价牌，分拣可以“上架”的蔬菜，期待自己的劳动成
果能受到大家的欢迎。“5毛！”“1块！”蔬菜拍卖会上，孩子
们看到自己心仪的蔬菜纷纷举起竞价牌喊价。拍卖会所
得款项将用于新一轮种植投资。

济宁学院附属小学科苑校区

“蔬”香为伴
“勤”满校园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李爱梅）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
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近日，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煤矿
学校从多层面、多渠道开展了假期安全教育活动。

学校邀请游泳专业教练张文科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精
彩的防溺水公益课。张教练详细讲解了什么是溺水，怎样
预防溺水和发生溺水的急救措施，并针对心肺复苏的基本
原理和操作方法进行了现场演示。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动，
并纷纷表示收获了满满的防溺水“干货”，要牢记所学知
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兴隆庄煤矿学校还开展了“暑假安全教育”主题班
会。班会上，各班班主任通过播放视频、幻灯片，从谨防溺
水、出游安全、交通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
了安全教育，要求全体学生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
学会自我保护，合理安排假期学习、休息、运动时间，做到
劳逸结合。同时，该校还组织召开了期末家长会暨暑期安
全教育专题会。家长会上，各班主任发放了《致家长的一
封信》，并针对学生假期安全教育与家长们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沟通，提醒家长进一步增强安全监管意识，认真履行
监护人职责，做好防溺水、防火防电、防雷电、防电信诈骗
等安全教育。

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煤矿学校

开展安全教育
护航暑期安全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吕萌 魏鲁）为深入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
的有关精神，济宁市技师学院根据学院“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统一部署，6月30日至7月6日，学院党委书
记张玉强、院长杨楠深入各部门、各二级学院（部）开展调
研，进一步听取广大教职工对绩效考核、职称评聘等工作
办法修订的意见建议，为高质量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激发
内生动力奠定扎实基础。

调研中，教职工代表畅所欲言，对推进学院发展、职
称评聘改革、深入开展百奖评选、优化绩效考核体系等工
作积极献言献策。张玉强、杨楠与老师们亲切交流，对大
家提出的新思路、好办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具体问题进
行了现场解答，同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殷切期盼和具
体要求。

张玉强表示，职称评聘、绩效分配关系到每个职工的
切身利益，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把广大职工的需要和
诉求放在首要位置，不断修订完善职称评聘和绩效考核
制度，引导广大职工把工作重点落实到主责主业上来，把
主要精力用在推进教育教学管理、培训鉴定、校企合作、
技能大赛、师资队伍建设、思政课改革和学生管理等工作
上来。

杨楠告诉记者，本次集中调研是年初学院“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方案的再推进、再落实，也是助推学
院“3271”行动计划高质量开展的有力举措和重要保障。
通过再次深入调研，认真倾听教职工心声，全面了解教职
工诉求，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确保职称评聘、绩效考核、
社会培训、人才培养、教师发展等核心问题的深层次推
进。

济宁市技师学院

下基层交真心
到一线听真话

■济宁孔子高级中学高一 一班 苏小桐

明晃晃的新闻头条“双碳目标”使我目光停驻，“中
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小声念道，脑海中同时回荡起刚刚诵过的一句诗，

“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平日里总觉得一
些新闻报道里的国家大事与现在的我们无关，但不知
为何，每当看到这种有关生态和环境的信息总有一种
神奇的使命感，或许这就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天人合一
思想吧。

我躺在床上想着，走过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时
代，人类不再日夜挣扎于生死两端，仅仅凭依自然的

“意愿”而繁衍生息。随着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人类
得以重新认知世界，以“我”的视角领略自然之美。
花鸟虫鱼、云雨变化也成为普罗大众能感知的美好存
在。那在先前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不知觉，已进入
梦里。

场景一转，我来到了五帝时期。我叹于周围茂密的
原始森林，慨于湛蓝碧空，惊于明澈见底的溪水。森林
里有肆意奔跑的小兽，天空上有展翅翱翔的大鸟。“怎
样？山林川泽草木鸟兽可都归我们管。介绍一下，我们
是虞、衡部门。”原来从五帝时起，就有专门负责环保工
作的部门——虞、衡，相当于现在的“环境保护部”。中
国最早的“环境部长”是伯益，他爱好驯养鸟兽，被舜任
命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到了大禹时代，他跟着一起
治水，还发明了水井，《山海经》中的很多故事源自他的
日记。原来中国古代早在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生态保
护的意识，“有此山河，足世安！”我赞道。

梦醒，目清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是中国古人追
求的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听“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和谐之
道孕育而生。更有“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
鱼”，倡导要怜爱动物、救助生命。我似乎也从中悟到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原因。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态环保关乎
人民福祉与民族未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身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更应挺身而出，携手共进，助
力让生态环保走进亿万中国人的视野，推进“双碳”目标
高质量完成。我们可以从植一棵小树，低碳出行开始，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这与我们每
个人息息相关。

生态渐入佳境
万物和谐共生

■山东省邹城市香城中学 侯文燕

新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为了每
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核心理念早已深入人
心。老师们认真践行新课程的理念，取得了
可喜成绩。但有些教师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
响太深，教学习惯难以改变，还是进行“满堂
灌”，课堂上唯恐讲不到位，而留给学生自主
学习的时间太少。老师虽然下了大力气，但
学生成绩往往不尽如人意。

日本生物研究小组对黑蚁群的活动进行
研究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很勤快地寻找、搬运
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日无所事事、东张西
望，他们把这少数蚂蚁叫作“懒蚂蚁”。有趣
的是，当生物学家在这些“懒蚂蚁”身上做上
标记，并且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平时
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懒蚂

蚁”们则“挺身而出”，带领众蚂蚁向它们早已
侦察到的新的食物源转移。原来“懒蚂蚁”们
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侦察”和“研究”上
了。它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
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从而保证群体不
断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所谓的“懒蚂
蚁效应”——懒于杂务，才能勤于动脑。相对
而言，在蚁群中，“懒蚂蚁”更重要。而在教学
工作中，能够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精心备课、
根据学生学习的情况在学习方法上指导，在
思维方式上点拨也显得更重要。如何才能发
挥好“懒蚂蚁效应”呢？

把功夫用在课外，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精
心备课。备课是教学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
环节，是教师能否上好课的前提。教师在备
课中应本着遵循教学目标的决定性、教材内
容的规定性、教材对象的可接受性、教学方法

的适应性以及教学过程的教育性的原则，做
到两个“吃透”。首先是“吃透”教材，在备课
过程中要认真学习课程标准，通读教材，研究
和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思想内容、知识基础
和基础训练的要点，从而确定教学中的重点
和难点，以便设计科学的教学方法，为完成教
学目标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其次是“吃透”学
生，在掌握教材的基础上，要全面了解学生的
思想状况、知识基础、智力水平、个性特点、兴
趣爱好和差异情况等，从而做到既备教材，又
备学生。

精力用在课内，认真上课，适时点拨。好
的课堂不仅有量而且要有质。高质量的课堂
要求教师既有既定教学目标，又能根据课堂
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
作用，对每节课的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自
己应心中有数，哪里该启发引导，哪里该讲

解，哪里该重点强调，教师应把握好“讲”的
尺度，千万不能什么都讲，漫天撒网，由教师
一人唱“独台戏”。否则，挤掉了学生思考、
练习的时间，教师劳而无功。叶圣陶先生说
过：“假如学生能够‘领悟’了，能够‘研究’出
来了，就无须教师的‘讲述’了。教师所‘讲
述’的，只是学生想‘领悟’而‘领悟’不到，曾
经‘研究’而‘研究’不出来的部分。这才显
出‘讲述’的真正作用。”课堂上教师更大的
作用是“导”，而不是“教”。学生的“学”是教
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在学生如何

“学”上做文章，重在让学生“悟”。课堂上教
师如果滴水不漏，大讲特讲，反而会将学生
引入“迷魂阵”里。

老师们，请不妨俯下身子，潜心研究，做
一只“懒蚂蚁”，在教学中适时给予学生点拨
与指导，做学生学习的引路人。

老师不妨做只“懒蚂蚁”

近日，济宁艺术剧院肢体剧《老人与海》在济宁运河音乐厅进行了首演。
该剧改编自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保留原著中经典的人物、情节，结合中国古典文学

作品《逍遥游》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大鱼传说，讲述了和海洋相伴一生的老渔夫坚信“鲲”的
存在并不断追寻的故事。 ■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张媛媛 李峰 摄

本报济宁讯（记者 纪闻路）为开
阔学生眼界，锻炼学生意志，近日，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开展了“行走
的课堂·青春的印记”济南研学游活
动。

活动为期五天。期间，教官针对
如何整理内务进行了讲解和示范，引
导学生从床铺整理、物品分类摆放及

地面卫生等几方面养成良好行为习
惯；法治学习和模拟法庭活动给同学
们带来了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工程搭
建活动手脑并用，培养了学生的逻辑
思维和动手操作能力；学生们还体验
了蛋糕的制作过程，感受到了制作美
食的乐趣；电影赏析活动扩展了学生
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水平和文

化素养；同学们还走进山东科技馆，
“饱尝”了高科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精
神盛宴。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研学
活动培养了孩子们的角色意识和担当
精神，使他们学习到了团队配合的技
巧，并通过努力去完成任务，践行自己
的责任，感受团队荣誉。

济宁市运河实验中学

在行走的课堂中探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