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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 立体构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新模式
□泾县云岭镇章渡学校  魏琼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在教育教学中，我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社会
实践相结合，把党史教育融会贯通，着力构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立体模式，赓续红色基
因，使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落实落地、走深走实。
一、以课堂为主渠道，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党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人民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把党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随风入夜、润物无声地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讲好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功业和宝贵经验，教育引导
学生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是人民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小学语文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党史知识，在教学《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难忘
的泼水节》《七律·长征》《毛主席在花山》等课文时，我注重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和教师
的“筑梦人”作用，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以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情境式、体验式、互动式、启发式、案例式为主要教学方式，将党史学习教育的知识科
学合理地融入课堂教学，丰富讲课内容，完善教学环节，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党的历
史，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厚植
爱党爱国情怀，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譬如，在教学《七律·长征》的时候，我
找准课本知识与党史教育的资源共同点、内容渗透点、方式对应点，通过组织学生收集、讲
述长征故事和情景展示，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感受红军的大无畏
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坚定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有机地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
义教育，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外活动中渗透党史教育
课外活动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不可缺少的途径，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是丰富学生精神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除了在课堂渗透党史教育之外，我还紧扣“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目标要求，把党史教育作为学生的“人生课”“理想
课”，构建“嵌入式”党史学习教育第二课堂，精心设计，抓好课外活动，打好“组合拳”
，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
在校内，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校园“小喇叭”广播、国旗下讲话、主题班队会、
故事会、读书分享会、红色经典诵读、“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合唱、观看《觉醒年代》《血
战湘江》等影片、红色观影感言、红色阅读、手抄报评比、建党百年征文、党史知识竞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学生乐于接受、喜闻乐见
的形式，丰富课外党史学习教育内容，把爱党爱国的种子种进学生们的心田，教育引导学生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在校外，我用足用好用活我县红色资源“富矿”，组织学生就近走进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
军部旧址纪念馆、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王稼祥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聆听“微宣
讲”、观看“微视频”、现场参观、入团入队宣誓、祭奠英烈、重走新四军之路等活动，让
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师”
，切实加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三、以行动为导向，在实践活动中渗透党史教育
现场是最好的教学，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高度重视学生实践活动，让
学生们在行动中收获满满。
在实践活动中，我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将新四军精神等党史题材文艺作品
的创作和展演作为增强党史学习教育感染力和实效性的重要手段，用歌舞、“三句半”、情
景剧、戏曲、朗诵、演讲等多种表现形式，组织校园文化周文艺展演、中小学红色经典演讲
比赛、红色歌曲快闪、红色经典歌曲校园传唱等活动，让党史学习“动”起来、“活”起
来，充分展现党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史，让学生在参演中
重温经典，以赛促学、以演促学、以讲促学、以唱促学，引导广大青少年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本县及周边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开展红色文化研学游活动，让学生置身于红色热土，身临其境地感悟那段烽火连天斗争岁月
的艰辛和今天幸福生活的不易，把红色传统、红色记忆、红色基因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建立
“青少年社会实践点”，招募党史讲解员、交通文明劝导员、敬老爱老服务员等青少年志愿
者岗位，搭建起青少年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让青少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让他们从革命先
辈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升服务他人、服务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组织学生走进新
农村，参观重大项目，亲身感受脱贫攻坚、改革开放成果，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刻认识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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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更好地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暖人心。

素质与创新
诗意童年 闯关游考
□合肥市曙宏小学  袁  圆
总有一种爱，温柔了教育的岁月，寂静欢喜。总有一份情，惊艳了教育的时光，百转千回。
为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保持学生学习的持久兴趣，合
肥市曙宏小学推进低段的学习能力与学科素养评价改革，进行一、二年级“模块游考”实
践，多措并举促改革，助力学生多样化发展。
一、明确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
学校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回归儿童真实生活，与生活相“链接”，以“学科+”为载体，
通过多学科融合，寓学于乐，多元评价。2022年6月21日，一、二年级学生无纸笔测试以“
诗意童年 闯关游考”为主题的测评活动热力开启。学校取消一、二年级的语文、数学期末
书面考试，采用“模块游考”的形式，除涉及语文的阅读、书写、背诵，数学的口算等部分
内容采用学生抽签外，其它模块在开学初就向学生及家长呈现测试的目标和要求，日常教学
中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达标式练习，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内驱力。同时有效缓解了原来期末书
面考试分数的压力，顺利地衔接他们幼儿园到小学低段的过程。一道道别具一格的关卡，一
张张充满童趣的游考卡，让学生们跃跃欲试，呵护了他们原有的那份童真童趣。
二、全面考核，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游考”模块的设计涵盖了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健康发展的目标。语文
闯关里，教师们从“读、写、背、说”等方面设置了“小小播音员”“小小书法家”“字词
过山车”“记忆小达人”“口才小标兵”等闯关游戏，主要考查学生的识字、写字、朗读和
口语表达等语文综合能力，在激趣的情境中，真正学以致用，享受收获的喜悦。数学是好玩
的。教师们也通过模拟超市内购物的形式，从“计算小达人”“体育图形探秘场”“数学智
多星”“超市go go go”各选一种商品，算出价格之和，既考查了学生的计算能力，又提高
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们将语文的看图说话与数学中的解决问题有机结合，整合
成一个乐考项目：要求学生观察图片，展开想象，能有条理地描述图片，并根据图片内容，
提出数学问题，正确解答，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口语表达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模块包括对
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体育等方面的综合知识与技能的测试，充分体现了全面考查学生
的综合能力的要求，切实避免了学生和家长“唯语文和数学为主课”的看法。“闯关游考”
过程中，师生信息双向互动，有效改变“被动应试”，有利于提升学生交流和表达能力。
三、转变观念，提升家校育人功效
曙宏小学一直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将其与学校常规工作有机结合，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实践活动，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推进学生整体素质发展。一、二年级考试评价的
改革，触发了家长、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模块游考”解除了小学一、二年级语数教师的
“分数禁锢”，激活了语数教师的教学改革热情，同时带动了品德、音乐、体育、美术等课
程教师的教学改革动力。进一步推动了家校共育体系的构建，我们后期会尝试邀请家长自愿
申请参加，担任家长评委及引导员，跟教师一起参与，在测试过程中家长既可以获得学校教
育教学过程的深度体验，又能引发家长教育观念层面的深度思考，配合学校、教师的教育行
为。
除此之外，学校通过召开家长会、家长委员会，开展家庭实践讲座等活动，利用学校公众号
的“家校共育”“书香校园”以及“学生活动”等载体进行家庭教育专题指导，帮助家长形
成正确教育观、育儿观。学校充分利用“学雷锋活动日”组织学生走进社区进行奉献活动；
组织参与 “志愿服务日”活动；“五一劳动节”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母亲节”开展 “我
给妈妈唱首歌”“我为妈妈做件事” 系列活动，在活动中创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并把家庭
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培养家长的正确的教育观念，家校形成合力全面落实素质教
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乘家庭教育之风，助力曙宏学子展翅腾飞。
四、多元评价，助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2021年，《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持续推动教育评价改革走向纵深。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各级
文件精神，按照区教体局的工作部署，立足学校教育实际和未来发展，坚持立德树人，创新
工作思路，把学业质量与健康成长有机融合。一、二年级的“闯关游考”是学校对教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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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进行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创新命题内容，丰富考试形式，集全校之力甚至家庭、社会的
参与，以“闯关、积星、争章”等活动替代了传统单一封闭的纸笔测试，为学生创设了一个
多元展示的舞台，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学期知识能力的检验，培养了交流表达
能力，提升了竞争与团队合作意识。
图书馆里，学生们读拼音、诵经典，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无不透露着他们的自信；课堂
中，学生们管理时间游刃有余，速算精确敏捷，无不展现出学生的智慧；操场上仰卧起坐、
投准高手等项目，有板有眼，无不凸显出学生的活力；美术教室里色彩飞扬，音乐教室里歌
声阵阵，无不展示学生的风采；科学实验室里，巧认叶片，巧识结构，无不体现他们丰富的
科学素养；劳动实践中，垃圾分类，无不彰显学生的社会担当。
未来，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围绕“五育并举”的育人目标，关注评价的发展性、过程性、导向
性，遵循教育规律，创新体制机制，注重评价实效，进一步把评价体系规划好、建设好、实
施好、使用好，让教育评价改革成为学习历程中的规范或成果的指标，最终让学生成为一个
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人。

教学实践
建构活动中提升幼儿空间思维能力
□阜阳市颍泉区太山庙幼教集团  王利娟
早在20世纪50年代，天才项目（Project Talent）追踪研究了40万名学生的空间思维、学业
成绩和将来工作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空间思维测验得分高的学生，学业成绩和工作
能力都比空间思维较差的学生强很多。无论在学习或生活中，从小培养学生空间思维能力尤
为重要。而学生的学习常常是在活动中进行的，他们只能通过对事物进行实际操作来学习，
不管这些活动是过家家还是搭积木。那么，在幼儿园，教师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有效帮助幼
儿提升这种智能呢？
整个幼儿阶段幼儿都需要有玩具或操作材料，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目光就有了落点，思维就
有了专注的对象，而如果让他们两手空空地坐在那里，他们的目光经常是无神、茫然的。因
为游戏是儿童的生活，而建构区也是大多数幼儿比较喜欢的一个区域。因其操作性强、再现
生活场景、易发挥创造想象而深受不同年龄段幼儿的青睐！在这个区域游戏的过程中，就需
要幼儿有更多的接触和教师更多的引导。
首先从选材上严格把关，很多无意义的积木、玩具抛之而去。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来提供有
价值的操作材料，比如多米诺骨牌、磁力片、立体方块积木等，不同材料、不同难度的照片
和模型，为幼儿提供多种感官为渠道的感知、体验式学习。
由于幼儿的发展特点是以无意注意为主，所以他们的学习呈现随时发生、时间短暂、星星点
点等状态，是随机的、碎片化的，而不可能是系统化学习。因此，教师要在游戏中利用一切
有效机会，引导幼儿自然地学习。要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从而发展每个个体的空间思
维能力！
而班额大现状、预设内容多、一成不变的材料极大地阻碍了幼儿的探索与创造。最大化实现
建构游戏带给幼儿的空间思维能力的发展，兴趣是幼儿进行学习探究的内驱力和源动力。只
有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进行游戏，才能使他们从中体验到游戏的真正乐趣，才能使
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速度将外部的经验内化成自己的经验。因比，在寻找、选择建构游戏主
题内容时，我们将视野转向幼儿，顺应幼儿的内在需求，根据幼儿的兴趣点确定建构内容。
小班幼儿年龄特点是以具体形象为主，幼儿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大多采取平铺和堆高的玩
法。在此基础上教师可创设情景游戏，比如和他们一起搭建更大范围的泳池，加建高层的水
上乐园等设施。对于中大班幼儿来说，可以有目的、有计划、有顺序地搭建，他们在已有的
生活经验基础上，把想象和实际联系起来。学习与同伴合作，共同完成一个物体的搭建。例
如：三名幼儿合作搭建公园、停车场等。在搭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幼儿学习转向、穿过、
平式联结和交叉联结等建构技能，搭建复杂的三维物体。例如：搭建拱形桥、交叉天桥等。
再加大难度引导幼儿掌握整齐对称、平衡的构造，尝试整体布局，学习选择使用辅助材料。
例如：在公园里搭建相呼应的前后门，在小区里搭建左右对称的凉亭、路边的树木等。
教师还可以引导大班幼儿在搭建前学习商讨，进行分工，有一定的设想和规划，通过分工、
合作完成一件较为复杂的工程。例如：经商讨一致决定，搭建小区，一组搭建停车场，一组
搭建花园，一组搭建游泳池，一组搭建围栏，形成一个完整的小区。在整个建构游戏过程
中，教师仔细观察。游戏过程之后，立即进行思维加工，判断哪些情形需要教师立即介入，
哪些情况暂缓介入。在重要环节或者任务期间遇到的疑惑和难题与幼儿们一起讨论，解决疑
惑，最终分享成功的喜悦！
3至6岁幼儿好奇心和接受能力都很强，我们要抓住这个黄金时期培养幼儿的空间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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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所有的教育寓教于乐，让幼儿在快乐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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