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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学校对面的
MOHO广场吧？广场旁边的江宁路673弄10号，
它曾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密办公场所，它是
上海现存革命旧址之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这座充满历史记忆的石库门，重温那些峥
嵘岁月……经过一番探访，让我们近距离地学
习到了革命同志的忠诚与奉献，这幢不起眼的
石库门小楼见证了党的第一代秘书工作人员
忠于使命、甘于奉献的革命情怀。而如今，一
座现代化的商厦拔地而起，在它旁边见证过百
年历史风雨的中共中央秘书处，向革命先辈宣
告着如今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功。同时，也让
我们牢记，时刻不忘先辈的付出，做合格的少
先队员，建设祖国更美好的明天！”

看着上海市静安实验小学学生们稚嫩的
脸庞中流露着认真的态度，用生动的表演诠释
着由他们参与创编的《追忆峥嵘岁月 赓续红
色血脉》情景剧，台下观众的思绪不禁随着小
演员们的表演一起穿越历史，“沉浸式”走进隐
蔽斗争时期的上海，亲身感受到了秘书战线工
作者忠于使命、深藏功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立下的特殊功勋。据了解，这是上海市静安实
验小学通过“打着队旗看江宁”活动，以“红色
记忆”为主线，在组织学生参观中共中央秘书
处后排成舞台剧向全校公演的一个演出画面，
更是学校推进“家、校、社”合作大课堂的一次
有益尝试和探索。

打破传统教育边界，实现共享教育资源
位于市中心的上海市静安实验小学是一

所为社会认可的“家门口的好学校”。从办学

伊始，静安实小就确立了“让学生在不同起点
上得到发展，使学生在和谐发展上取得成功”
的办学理念。近年来，学校以学生发展为本，
以研促教，关注学生差异，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全面实施以学业质量绿色指标为基础的教育
质量综合评价，努力打造“实验”二字。

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在育人过程
中，静安实小发现，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家
庭、学校和社区往往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沟
通和协作。这导致了教育资源的浪费，以及教
育效果的不理想。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
术的进步，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学校聚
焦育人方式变革来适应这些变化，为学生提供
符合时代需求的教育，成就学生的全面发展。
对此，静安实小打造以社区《江宁启航》课程为
依托的“家、校、社”合作大课堂，通过整合家
庭、学校和社区三方面的资源，打破传统的教
育边界，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提高教育的质
量和效率，积极探索学生全面发展新实践，构
建教育新生态。
建立家校社合作机制，提高参与者教育能力

在具体实施《江宁启航》课程的过程中，静

安实小主动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引导家长参与
到课后服务活动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中来。据
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学校希望通过“家、校、社”
合作大课堂来促进学生在知识、技能、品德和
心理等多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助
力家校社协同发力，学校建立了一个由家委
会、学校和社区课程联络人组成的委员会，负
责协调各方的活动和决策。在这个家校社合
作的长效沟通机制中，三方定期召开会议和活
动，让家庭、学校和社区能够及时了解彼此的
需求和资源，共同制定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并实现资源的共享。

同时，学校通过提供教师培训、家长教育
和支持服务，帮助所有参与者提高他们的教育
能力；利用微信、钉钉等数字化工具和平台，使
家庭、学校和社区能够方便地共享信息和资
源，提高教育的效率和便利性。根据具体学情
和生情，学校还在课堂中融入社会实践、体验
活动等多元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新思维和社交技巧；通过引导学生自主
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学校持续开展专题

活动，如科技创新大赛、社区义工活动等，引导
学生参与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增强学
生的综合素质。

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形成校本化实施思路
近期，静安实小将“家校社”合作大课堂与

课后服务相结合，依托《江宁启航》活动材料，
在此基础上精选了适合校情的课程内容，并纳
入学校课后服务体系之中，形成了校本化的实
施思路。学校将课后服务时间延展到周五放
学后，开发了“红色殿堂”“工业园坊”“艺术人
文”三大课程分类，策划组织了生动活泼的实
践活动。在教师和家长志愿者的带领下，学生
们每周五下午前往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同乐坊、800秀、聂耳旧居、鲁庵印泥非遗工作
室等实践基地，学做小红苗讲解员、学习非遗
知识泥塑建构、设计红色音符宣传海报、学唱
卖报歌……这些新颖富有创意的社会实践活
动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平台，让“教育在
社会、社会懂教育”。不仅如此，在学校积极主
导和家长主动尽职的双向奔赴中，家长们不仅
发现孩子成长的更多侧面，更让创建丰富家庭
生活有了支持和保障。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学校是孩子
学习的主要场所，社会是孩子实践和锻炼的重
要环境。只有学校、家庭、社会相互协作，才能
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今后，静安实验小学将不
断推进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体系，共
同形成良好教育生态，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文/唐理东

打造家校社合作大课堂，构建高品质教育新生态
——上海市静安实验小学积极实践探索学生全面发展新模式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一面国旗激发爱国热情，一群
朋辈携手共同前行，在同济大学，团员和青
年主题教育的学习热潮不断。以同学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入手，融合院系团支部的专
业特色，同济大学团委从“小切口”剖析“大
命题”，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

小切口展现大命题
“现将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在天安

门广场升起的国旗（编号2007-0413号）
赠予同济大学——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
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这面编号为2007-
0413号的国旗，对于同济大学具有重要
的历史意义，这是同济大学建校100周年
即2007年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
国旗。如今，它被作为重要馆藏在同济大
学校史馆进行常态化展示。跨越1200多
公里的距离，这面国旗所承载的责任和荣
耀，也成为同济大学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
中深化国情教育的绝好素材。

“将同济历史发展融入开展国情教
育、成就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让同济师生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增进认同，激励
同学们始终不变的爱国心、强国志、报国
情。”同济大学团委表示。

朋辈引领主动学习
自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依

托于同济特色平台，如党的二十大精神同
济大学青年师生宣讲团、“习近平与大学

生在一起”专题团课等学习资源，同济大
学团委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朋辈引领作
用，依托“青马工程”，结合学生社团，拓宽
覆盖面，让团员和青年唱主角。

一方面，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组织“青马工程”学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严格按
照“六步学习法”展开学习。有计划、有组
织地开展青马读书会，坚持个人自学，选
定代表领学导学，鼓励同学们以青年视
角、青年话语体系开展交流。

在此基础上，让朋辈引领主动学。充
分发挥学生社团的朋辈引领作用，拓宽覆
盖面，积极联络“理论+社团”“时代声音传
播社”等学生社团，让团员和青年唱主角，
以交流学习感受、相互启发思考为重点，
突出分享性和互动性，让同学们在轻松活
泼的气氛中，就青年关切的问题，开展学
习讨论，大大强化了理论学习的主动性。

走入社会大课堂实践学习
除了在课堂、在校园里学习，同济大

学团委还积极引导团员和青年到社会大
课堂、在实践中去接受教育，以脚踩泥土
感知国情，以科技报国挺膺担当，结合研
究生毕业生团员和青年成长实际，在学
用相长中推进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

同 济 大 学 测 绘 与 地 理 信 息 学 院
2021级硕士生团支部的多位团员，参与
到“卓越·领航”红色大课堂和“同行计
划”大学生实践锻炼等社会实践中锤炼

本领、增长才干。支部团员曹哲毅作为
中国第39次南极科考队员，圆满完成南
极冰盖与海平面数据采集等任务。在航
天测绘遥感与深空探测、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全球变化与重大灾害监测等领
域，团员青年们积极开展科研探索。作
为测绘科技青年工作者，支部也持之以
恒引领团员和青年把科研小我融入强国
大我，在科技攻关中甘坐冷板凳、潜心
攀高峰。

结合“4+1”学习专题与信息化专业
学科特色，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2022级控制科学与工程硕士1班团支部
整合学习资源，制作了“一键式学习链接
二维码”。支部引领团员和青年全面把握

“三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联
系，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的理解。在学习中，学生骨干通过分享亲
身感悟鼓励团员和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建功立业。

小故事讲大道理 实践中受教育
同济大学推进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天安门广场国旗赠予同济大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