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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春霞 

近日，2019-2020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项目在上海师范大学

启动，十来天里，来自英国的107
名中小学数学教师走进上海数

学课堂，这也是历年来沪交流

的英国教师和专家数量最多的

一次。

作为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的重要成果之一，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是我国与发达

国家之间最大规模的教师交

流项目。中英双方的项目合作

领域，也从以往的小学领域，拓

展到了中学。该项目不仅展现了

上海在基础教育改革理念、措

施、方法等方面的积极成效，也

展现了中英互学互鉴、人文交流

的丰硕成果。

英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安德鲁·麦卡利指出，该项目

给英国的学生及学校带来了真

正的改变，部分学校七岁学生

的数学水平已接近期望值，从

而真正提升了学生数学水平的

潜力。

另外，在今年来访的107位

中小学数学教师中，有近1/3是

中学教师，说明该项目的合作

已顺利地拓展到中学领域。项

目自2014年执行至今，如今已步

入了第六个年头，很多中英教师

参与其中，其中有超过20000名

英国教师在英国与上海教师互

动。据悉，英国政府还将继续拨

款用于在中小学中推广上海的

数学教学方法，到2023年，预计

将辐射11000所英格兰学校。

据介绍，此次交流活动中，

英国教师走进了上海市黄浦区

等九个区的中小学数学课堂，全

方位开展教学交流活动。其

间，上海师范大学组织上海数

学教师代表与英国教师共同参

加模拟数学课堂的工作坊，并

就中英数学课堂教学进行深入

的讨论。2020年2月底，上海也将

陆续派出70名小学数学教师及

24名中学数学教师赴英格兰中

小学开展为期2周的数学教学交

流活动。 

记者 郭漪

近日，静安区中学生共产主义学校的

学员们来到百年老校市西中学，和市西中

学业余党校的同学们一起，聆听了市西

中学党委书记方秀红书记带来的专题党

课《理想与现实》。

方书记分别从国家和个人角度阐述

了理想如何激发动力。回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年以来5个阶段，中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代代接续奋斗，激

发着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实

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再到个人层面，有

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的氢弹之父于敏、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辈子学做教师的于

漪，这些时代楷模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发

展紧密结合，做出了卓越贡献。

方书记告诉广大学子，在仰望星空的

同时也要培育理性精神，勉励青年学子

适时放飞青春激情，树立远大理想，踏实

努力学习，培养理性思维，相信未来大家

一定会为中国的发展乃至人类的进步作

出贡献。

自今年暑假，静安区教育党工委、静

安区团委、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达成合作共建静安区中学生共产

主义学校以来，静安区中学生共产主义

学校围绕“青年人的选择、时代青年”等

主题，每月开展学习活动——同学们参

观了渔阳里、蔡元培故居等红色景点，学

习基础理论课程，进行课题研究，跟随高

校学生随班听思政课，听“90后”老红军

讲述真实历史故事，体验了情景党课、沉

浸式戏剧，以及在共青团平台上进行网

络直播……

而本年度静安区中学生共产主义学

校导师的阵容也十分强大，他们是：上海

市市西中学党委书记方秀红、上海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亮、原上

海市总工会主席江荣、中共上海市委党

校哲学教研部讲师肖鹏，以及渔阳里历

史研究会会长、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学院副教授李瑊。这些校外资源和专

家丰富了静安区各高中阶段学校的业余

党校课程。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

石，故能成其高。”每一次学习结束，现

场总会响起热烈的掌声，共产主义学校

的师生们总能在学习与实践中备受鼓

舞，深深感悟到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记者 郭漪

“诗王争霸”、“巅峰对决”……这不

是武林大会，这是诗词盛会。在近日举行的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2019年浦东

新区科普诗词大会”上，建平中学三位高一

学生，凭借出色的现场表现、团结默契的

分工合作，荣获高中组金奖。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

省”近160所中小学的师生们，在为期一

个月的时间内，以诗会友、交流切磋。今

年科普诗词大会进一步聚焦爱国主义

情怀、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的重大主题，现场比拼中不但呈现了屈

原、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林则

徐、龚自珍等古代爱国主义诗词名篇，更

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当代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诗词。

赛后，来自建平中学的选手总结

道：“不能光背诵诗词，一定要理解掌

握意思。”“让我感受到了诗词之美、诗

词之趣，从古人的智慧与情怀中汲取营

养、涵养心灵。诗词大会是短暂的，但学

习诗词的路途永不止步，弘扬传统文化

的进程不会停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脚步永不停歇。我也会在之后

的学习中，更加积极奋进。”另外一位建

平学子如是说。

让理想照进现实

跟着静安高中生一起聆听党课

107名英国教师走进上海
九个区中小学数学课堂

建平学子展华夏诗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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