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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教学案例设计的本土化。要
依据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知识点，搜集本
土的素材，优化运用。本土素材是多样
化的，要将最能引导学生理解知识、引起
学生情感共鸣的素材优化，运用于教学
设计中，巧用教学语言点破，激发学生情
感。

我们在红色思政课教学中，选择了
本土红色资源中最适合我们课堂教学的
部分，通过深挖、加工、运用于教学设计
中，让学生在红色故事中学知识，在红色
故事中学情怀，也在红色故事中学担
当。当然我们本土还有其他的特色文
化，只要能恰当地运用到教学中，思想政

治教育课本土特色、育人特色就能得到
充分呈现。

其次是教学练习设计的本土化。例
如设计社会实践活动，开一趟韶山旅游
专列，开启探索韶山红色历史文化的寻
根之旅，运用课堂所学知识解决本土的
一系列问题，既巩固课堂知识，更使知
识得以运用，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同时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锻炼了学生的能力，激发学生责任
感，将学生对家国的情感贯穿于课中、课
后，立德，也树人。当然，我们的教学练
习肯定不只是立足于本地，更应该是立
足于国家、世界。一个对故土有深厚情

怀的学生，也必然对国土有着深厚的感
情，自然也会承担起该担负的责任。随
着知识的积累，他的视野会更开阔，胸怀
也会更宽广，报效国家、走向世界是迟早
的事。

最后是编写本土化教材。要组织一
线教师搜集本土文化资源，编辑具有地
方特色的本土化教材供学生学习，让学
生继承本土的优秀传统，弘扬本土的优
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思想政治
教育教师学习本土化教材，可以丰富教
学素材，使教学更加得心应手，也会更有
特色。

（作者系雨湖区鹤岭镇仙女中学老师）

有人问什么年龄才叫青
春。我认为“青春”这么有活力
的词，不能用“年龄”来限制。

青春是“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的美好年华，
青春带着“和羞走，倚门回首，却
把青梅嗅”的羞涩，青春也会走
过“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困
惑。但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
时，少年是“唤起一天明月，照我
满怀冰雪”，少年是“算平生肝
胆，因人常热”，有“大鹏一日同
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意气。

青春应当永葆“闯”的精
神。杰克·伦敦说：“一个人只要
有意志力，就能超越他的环境。”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江梦南，
她学一个字要念一万遍，通过海
量的重复与练习才能读懂唇语，
这需要何等的意志和毅力呀！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
明，虽柔必强。”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
坚强的人，才能自渡并抵达生命
的彼岸。居里夫人就是这样自
强不息的人。她说：“我的最高
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决不
屈服。”江梦南的人生，每一步都

是“困难模式”，她也像居里夫人
一样，选择了绝不屈服。江梦南
从无声的世界里突围，她心中始
终奏响着迎接挑战的强音。生
活于她，是浩瀚辽阔的原野；她
于生活，是迟开但怒放的鲜花。

青春应当永葆“创”的劲
头。感动中国 2021年度人物张
顺东、李国秀夫妇虽遭不幸，但
他们没有放弃，而是不断适应。

“没脚走出致富路，无手绣出幸
福花。”勤劳是他们的日常课，即
使遭遇重大的变故。张顺东说：

“汗水不是白流的，总有收获。”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缺陷而等
待或依靠他人，而是更加积极地
奋斗，创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他们用勤劳摆脱贫困，用奋
斗书写人生，他们是凡人中的英
雄。弱者不自暴自弃，不妄自菲
薄，自强不息，笃行不怠，也能与
幸福撞个满怀。你看张顺东、李
国秀夫妻两人加起来只有一只
手一双脚，但他们没有怨天尤
人，而是胼手胝足，将暗淡的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青春应当永葆“干”的作
风。35岁的杨振宁为什么能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因可能

很多，但成绩一定是“干”出来
的。当然，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
是杨振宁的全部，顶级物理学家
的贡献不是一个方程所能衡量
的，价值也不是一个归国人才所
能概括的。他为国家奉献光和
热，对人才的提携和培养不遗余
力，人生的价值在不断显现。那
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影响力，早
就写进了杨振宁一个世纪的岁
月里，写在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注
脚里，写在了心怀国家、功在世
界的隽永篇章里。我们要向他
学习，把握时光就是把握生命，
坚持奋斗才能实现生命的光
芒。只有这样，当我们回首一生
时，才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沮丧，
也不会因蹉跎了岁月而悲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百年，青春的旗帜高高飘扬，我
们应该向书写了“青春之歌”的
前辈们学习，学习他们“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
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
中红星，献礼中华；以青春之我，
创造青春之中国。

（作者系湘潭大学附属实验
学校高一 2102 班学生 指导老
师：谭关渔）

谢谢您，老师！
周千斌

清晨，伴随着您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有韵律的“嗒嗒”
声，紧张的一天开始了。

您大步走上三尺讲台，顿了顿，手半扶着桌面，闭上眼又
睁开。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光。耳旁传来您热情激昂的声
音：“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感谢在这最好的年华遇见了您。虽相识不久，您却已在
我们的心中种下向阳而生的花。

您的身体并不好，却总是用饱满的热情去掩盖眼底的疲
惫。虽说您心有猛虎，却总会细嗅蔷薇。无论是刮风，还是
下雨，您每天都要到教室转一转，观察我们的生活学习情况；
每晚都要到寝室查寝，督促我们早点休息；变天了，您及时提
醒我们添减衣物。

曾经，您因为班上一位同学说的一句不利于集体的话而
气愤。您在严厉地教育他后，在班上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

“身应如琉璃，内外明澈。”在我们因即将面临第一次月考而
紧张时，您安慰我们：“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当我们经历一个
小长假返校时，你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凡是过往，皆为序
章。”学习计划很重要，但您总会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
国。”您甚至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
而后识器。”

我的数学成绩一向不是很好，您为此专门将我喊到办公
室。我站在您的身边，低着头，手背在身后，手指绞在一起，
等待“暴风雨”的来临。“你的数学成绩还要提高啊！是不是
没找到方法？你们现在是学到三角函数那一章吧，那公式我
现在还记得。你要先把书本上所有例题看一遍，公式记不住
要在纸上多推演两遍，再多做点练习题，不是熟能生巧吗？”
您的话似一股清泉缓缓流入我的心中。我抬眸，发现您比平
日多了几分温柔，眼中充满对我的担心与关怀。我猛地点
头。您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吧，我相信你可以的。”您不经
意的一句话，成了我坚持刻苦学习的不竭动力。

和煦温暖的春风，融化了河里寒冷坚硬的冰；润物无声
的细雨，唤醒了土壤里沉睡的种子；而热情温柔的您，激发了
我们学习的兴趣。

谢谢您，可亲可敬
的章老师！

（作者系湘潭县一
中学生）

潭中伴我成长
林子为

看着那尘封了近14载的照片，我的思绪不禁回溯至3岁
那年，我与潭中结缘的初夏。

虽说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细节已无法探寻，但那充满
着生机的谷水塘、卓然而立的陶公亭，仍然刻印在我的记忆
深处。那时的我对潭中的印象，更多的是对自然之美的喜
爱。这可能与幼时的天性有关吧。

到了初中，因为母亲是潭中教师的缘故，我时常会走进
那栋恢宏的、蓝白相间的教学大楼。大楼里浓郁的学习氛
围，自然而然地感染着我，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想要进一步
了解经受时间洗礼，仍充满激情活力的校园。

15岁那年，我进入潭中，提前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涯。我
也通过校史馆内的资料，了解了湘潭市一中这座百年名校的
前世与今生。

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造就了市一中独一无二的文化底
蕴。这底蕴渗透至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春日的满目新绿、盛
夏的高松鸣蝉、深秋的红叶飘零、隆冬的寒风冷雨都因这份
底蕴显得别具一格，让在这里生活与学习的我沉迷。

已在潭中学习和生活一年的我，感受最深的是老师对学
生不遗余力的栽培。他们不会因为学生能力的缺失而心怀
偏见，反而会从不同角度引导学生探寻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与人生道路。他们在课堂上激情四射、元气满满，其实早已
因长年累月的操劳，患上了各种疾病。

时光易逝，但潭中赋予莘莘学子的宝贵财富不会消失，
反而在时光的长河中熠熠
生辉。

（作者系湘潭市一中
2112班学生 指导老师：周
岚）

作品：彩铅素描《东北亚表情包》
作者：湘潭中小学生画院朱婧仪、严婧元
指导老师：杨立新

关于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关于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
走走本土特色的思考本土特色的思考

朱元

教育者说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青少年拔节孕穗期发挥着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对扣好青少年

人生第一粒扣子起到不可替代、责无旁贷的特殊作用。这些年来，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在全国各地遍地

开花，研究浪潮高涨。在教材的统一性背景下，本土文化无疑是最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是大中小

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本土化最大的亮点。

习作园地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刘钰涵

在思想政治教学课的教
学设计中，充分挖掘本土的各
类资源，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的传授与本土文化的传承于
一体，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课
不仅有深度，而且有温度。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
一方水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文化，每一个独特的地域都有
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文化资
源，也承担着传承本土文化的
责任。

我们的湖湘文化有着丰
厚的历史积淀，是思想政治教
育课教学中最好的资源。将
地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课
程有效结合，将使课堂更接地
气，深受学生的喜爱。在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课道理的同时，
也让孩子对本土的文化有了
更深一层的理解。在互联网+
的时代里，还可以让更多的人
了解我们本土的文化历史。
思想政治教育课堂不仅仅局
限为一堂课，更是文明传承的
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课是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最终还是要落实
到育人上，特别是德育上。

思想政治教育课应高站位，培养学
生的家国情、落实学生的爱国行。一堂
生动有趣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可以吸引
学生，让枯燥乏味的道理立体起来，可是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堂触动灵魂的思想政

治教育课。因此，我们要精选本土文化
资源，精雕细琢，巧妙设计，给以学生打
动心灵的教育，充盈他们的情感。

今年我们的红色思政课就提到要
充分挖掘本土的红色资源，弘扬本土
的红色精神。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韶
山红色文化、乌石文化，同时也有我们
不太熟悉的韶山灌区、三湘儿女援疆

援藏、抗美援朝老兵等。这些本土素
材的运用，拉近了思想政治教育课与
学生的距离，也让学生为本土优秀文
化而自豪，再由小家升华到大家，培养
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让他
们能够自觉承担起家国责任。思想政
治教育课堂不再仅仅局限为一堂课，
更是情感担当的传递。

依托思政教材
弘扬本土文化 2 精选思政资源 培养家国情怀

3 设计思政课堂 走出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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