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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习传统文化
,

培 养人文精神
”

是我校 申请 的
“

十 二五
”

省级课题
,

至今经历了一年半 的研究过程
,

我们感到对学生
、

对教师
、

对教学都起到 了促进作用
,

领悟到 了此课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

1
.

我们规范管理
,

严格要求
,

全员参与
,

专人研

究
。

①认真组织课题组成员制定研究计划
,

写好反思与

总结
,

定期开展研讨
、

交流
、

展示等活动
。

②严格按照

教育 学会的要求
,

学期末积累 5 篇教学设计
、

5 篇 反

思
,

记好课题研究 日记
,

写好研究随笔与感想
,

积累好

研究素材等
。

③要求人人参与
,

每位教 师在 一学期的教

案中要有 5 篇以上的教案体现传统文化的渗透
,

学期末

每人上交一篇有关传统文化渗透的教学经验论文
。

④课

题组成员进行具体研究
,

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 “

凡事

予则立
,

不 予则废
” ,

看似 简单的 目标要求
,

但它能让

教师们在实施过程中知道做什么
,

怎么做
,

显示出研究

过程中目标管理的重要
。

2
.

加强 学习与培训
。

我们知道
,

要想引导学生学习

传统文化
,

教师必须先学
,

所以我们布置教师假期学习

传统文化
,

了解
“

传统文化与培养人文精神
”

的关系
,

要求写 30 00 字以上的学习笔记
。

开学后及 时大会小结

反馈
,

要求写体会
,

时刻提醒老师们要静下心来
,

看传

统文化
,

学传统文化
。

为强化教师们对
“

弟子规
、

三字

经
、

论语
”

等内容的学习
,

我们还采用了答卷的形式来

达到促进学习的 目的
。

除此之外
,

我们按月做好校内的

培训工作
,

增强科研意识
。

3
.

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
,

将课题研究融入到 日常课

堂教学中
。

( 1) 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

使学生在校本

课上学 习到的传统文化得到延伸
。

为此
,

我们搞了三节

语文 公开课
,

分 别是一年级的 《借生 日》
,

五 年级 的

《青山处处埋忠骨》
,

六年级的 《我 的舞台》
,

全体任课

教师参加了听课
。

经过努力
,

三节课为课堂上传统文化

的渗透起到 了榜样示范作用
。

之后 的论坛活动一致认

为
,

三节课让我们感受到了课堂上那散发着的浓浓的传

统文化气息
。

学生在感悟课文
、

体会课文的同时
,

享受

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

课堂上传统文化的运用
,

或在导入

中
,

或在评价中
,

或在 引读中
,

或在小结中
,

展现出了

教师对传统文化的学 习积淀
,

同时也体现出了学生对传

统文化的积累
,

这种师生互动 的交流
,

有效地激发 了学

生学 习传统文化的欲望
,

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
。

( 2) 开展课题研究年组汇报课活动
,

此次活动以年

组为单位
,

展示了 6 节汇报课
,

分别是一年级 《棉鞋里

的阳光》
,

二 年级 《画家和牧童》
,

三 年级 《可贵的沉

默》
,

四年级 《扁鹊治病》
,

五 年级 《自己的花是让别人

看的》 和六年级 《一夜的工作》
,

又一次为平时的课堂

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做了有效的示范
。

活动之后进行 了

小结 : 我们感到恰 当适 时的传统文化渗透为我们的课堂

增了色
,

添了彩
,

也使语文课上的有机渗透上了一个新

层次
。

以年组的形式上课不仅体现的是教研与科研的整

合
,

更体现出我们拓展 了课题研究的参与面
,

体现 出了
“

课题研究
,

人人有责
”

的 口号
。

最重要 的是
,

课堂上

传统文化的渗透
,

让学生平时对传统文化的积累有了用

武之地
,

让课堂体现出了浓浓 的文化 味
,

让老师们丰厚

了底蕴
,

提高了素养
。

这样
“

教学相长
”

的好事是课题

研究带给我们的
,

由此我们对
“

科研兴教
”

有了更进一

步的认识
。

( 3) 开展学习传统文化实践课活动
。

讲课教师按要

求分别根据 自己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积累情况 上了一

节语文综合课
。

分别是 : 五年级
“

走近 《论语》
” , “

毛

泽东诗词赏析朗诵会
”

; 一年级
“

学习弟子 规
,

要做文

明人
”

; 二 年级
“

读经典
,

学做人
” 。

课堂上采用知识竞

赛
、

以点带面
、

归类积累
、

朗诵展示等多种形式激发 了

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欲望
。

精彩纷呈的课堂为我们进一

步开展课题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

然后我校又搞了课题组成员参与的传统文化演绎活

动
,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思路
,

尝试以国学经典为

内容
,

以课本剧的形式演一演传统文化
,

效果也不错
。

(4) 开展有计划
、

有序列的诵读展示活动
。

①为激发教师兴趣
,

促进教 师对传统文化的学 习
J

假期我们让教师背经典诵经典
。

开学我们组织教师展示

活动
。

展示中全体教 师或个人或集体
,

采取诵读
、

吟

唱
、

表演
、

小品等形式演绎了
“

弟子规
” 、 “

三字经
” 、

“

论语
” 、 “

增广贤文
” 、 “

经典古诗词
”

等 内容
。

活动

中那流利而有感情的背诵
,

深情而优美的吟唱
,

熟练而

投入的表演
,

让老师们 的心灵得到净化
,

素 养得到提

升
,

品质得到升华
。

活动的开展极大地 ( 下转 24 页 )

作者简介 : 杨桂芳
,

吉林省 汪清县天桥岭林业 小学
,

教学副校长
,

小 学高级
。



社会实践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的需要
,

学校充分利

用校外实践基地
,

为学生创设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
,

带

领他们走出校园
、

走进社会
,

亲身体验责任
。

1
.

开展少年军校 国防教育活动
,

培养学生 集体责任

感
。

据学生缺乏合作
、

沟通意识和能力的问题
,

学校与

校外 实践基地
、

共建 部队共同组建 了
“

橄榄绿少 年军

校
” 。

通过开展少年军校活动
,

对学生进行热爱党
、

热

爱祖国
、

热爱人 民军队教育和国防教育
。

每个新学期开学
,

进行 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
,

组织

学生参加队列训练
、

军体拳训练
、

汇报表演 比赛等活

动
。

学生都积极参加
,

表现 出不怕苦
、

不 怕累 的精神
。

其次
,

我们还开展
“

走进绿色军营
,

体验军营 生活
,

弘

扬革命精神
”

活动
,

带领学生走进军营
,

参观
、

学习解

放军战士严明的纪律
、

严谨的作风
、

紧 张而有序的部队

生活
。

通过这一系列的训练
、

参观
,

不仅锻炼 了学生的

体魄
,

磨练了意志
,

还培养了遵守纪律
、

团结协作等品

质
。

同时
,

通过军训学生的责任心增强了
,

同学间互相

关心了
,

更加关爱集体了
,

纪律方面明显好转
,

责任意

识普遍增强
。

2
.

开展革命传统 主题教育活动
,

培养学生 的 责任

感
。

为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学

校以胜利公园方华烈士纪念碑为教育基地
,

每逢清明节

都要联合站前街道办事处
、

653 16 部队警调连组织烈士

墓祭扫活动
,

此项活动已经坚持 10 多年
。

学生在 为方

华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

聆听方华革命烈 士的英雄

事迹的同时
,

被方华烈士舍 己为人的高度的责任感所感

染
,

立志发扬革命先烈们的精神
,

遵守纪律
、

勤奋学

习
,

不怕困难
、

勇于进取
,

争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

3
.

积极参与社区教育活动
,

培养社会合格公 民
。

学

校与长春市站前街道办事处西广场社区密切合作
,

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

学生作为社区公民
,

积极参加

社区组织的
“

八一建军节
”

慰问活动
,

走进军营与战士

共同庆祝节 日 ; 参与社 区组织 的清理小广告
,

扫除社 区

白色垃圾 ; 与站前街道联合举行
“

忆党史 感党恩 铭

责任
”

革命传统教育系列活动
,

开展红色教育图片展
、

唱红色歌曲
、

讲红色故事等活动
。

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

活动的开展使学生们感受到自己不仅是一名学生
,

更是

社会的一分子
,

要为建设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

四
、

以家庭教育为有力补充
,

促进家长和孩子共 同

提高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
,

家庭教育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

要培养学生负责

任
,

首先要培养家长学会对孩子负责任
,

才能将学校责

任教育的成果在家庭中得 以巩固和延伸
。

我校视家庭教

育为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
,

充 分利用 家长资源
,

培养学

生的责任感
。

我们每学期利用两次家长会的机会对全体学生家长

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讲座
,

学校编制 《家教绿洲》

小报
,

定期发放到每位家长手中
。

在每年迎接新生入学到送别老生毕业的时段
,

学校

都会组织隆重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

邀请家长参加
。

学校每年召开的艺术节
、

运动会
、

开放课等大型活动
」

都会邀请家长来校参加
,

使家长们能够了解到学校开展

的各项活动
,

了解孩子在学校 的表现
。

活动无形中增强

了家长的责任感
,

使他们对学校的责任教育非常理解和

支持
。

这些活动的开展
,

使责任教育更好地深入家庭
,

得

到家长的有力支撑
,

能够更加深入
、

有效地开展下去
。

几年来
,

通过
“

四位一体
”

责任德育模 式
, “

责任

教育校本课程模式
”

的构建
,

让责任教育进入学校常态

管理
、

进入课堂
、

进入课程
、

进入家庭
、

进入社会
,

既

增强了师生的责任心
、

责任感和责任意识
,

也引领了学

校工作的全面发展
。

(上接 13 页 ) 调动了教师学经典
、

背经典
,

用经典的积

极性
。

② 为了营造学 习传统文化的声势
,

掀起学习传统

文化的高潮
,

推进课题研究工作的进展
,

我们利用周一

升旗仪式
,

每月搞一次全体学生的诵读活动
。

清晨
,

全

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
,

透射出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的背

景屏风立在主席台前
。

升旗仪式后
,

学生们用整齐的韵

律动作
,

气宇轩昂的声音
,

认认真真地表达着 自己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
。

沐浴着晨光
,

孩子们在学经典
、

诵经典

中成长
。

回荡在校园上空的铿锵有力的诵读声让我们感

受到了传统文化在我校的蓬勃发展之势
。

③ 为了让家长

了解
、

支持
、

参与孩子们的诵读
,

督促孩子们的背诵
,

规范孩子们的行为
,

引导孩子们说到做到
,

我校又开展

了
“

亲子诵读展示活动
” 。

活动现场
,

有的家庭吟诵中华

经典诗文 ; 有的家庭演绎 梯子夫卿 ; 有的家庭选择 《论

澎
,

再现我们悠久的文化
。

家长与孩子声情并茂的精彩

演绎
,

赢得了现场阵阵热烈的掌声
。

2 个多小时的活动

洋溢着浓浓的
、

和谐甜蜜的亲子之情
。

孩子们的经典诵

读
,

在父母的陪伴下
,

充满了信心
,

充满了热情
。

80 余

名家长学生参加的亲子诵读展示
,

给学校留下了精彩的

一幕
。

④ 为让老 师们充分利用晨读午读时间
,

为督促班

主任认真抓好班级的经典诵读活动
,

学校每学期组织 以

班级 为单位的展示活动
,

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的展示
,

激发 了学习欲望
,

培养了学习兴趣
。

这种多层次
、

多方

位的诵读展示是有计划
、

有组织的
,

是连续的
,

目的是

强化老师们带领学生坚持学 习背诵国学经典
。

我们认

为
,

只要坚持
,

就一定能达到既定目标
。

为了整理和汇

总经典诵读 内容
,

我们编辑出版了
“

诵读经典
,

传承文

化
”

读本
,

在研究实践中整理出版校本教材
。

总之
,

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
,

让我们的学校充满 了

生机
,

给我们的课堂注入了活力
。

我们在研究中得到发

展
,

得到成长
,

教师的素质得到提升
,

学生的能力得到

培养
。

我们在努力践行着科研兴校
,

科研兴教
,

科研促

进教 师专业化发展的办学理念
。

为形成办学特色
,

我们

将继续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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