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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渗透与融合(康 晨)／以爱国主义精神引领

思政教育(李 枫)／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途径(王晓琦)／基于

思政教育分析“奋斗幸福观”的文化渊源(哈 龙)／党建引领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践思考(樊袢冰)／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的学校思政教

育(吴玉刚)／青年学生家国情怀培育途径研究(于 杰 周立平

于红丽)／红色音乐在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孙凌云)／新媒

体环境下的就业指导工作改进(曾红平 张爱林)／学校思政课教

师团队建设的目标与策略(丁 宁 孔 雁)／学校思政教育与心

理教育的融合研究(黄浦芳 孙 剑)／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策略

创新(姚树成)／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辩证关系(丁向群)

黄玉华，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宁波市名师、宁波市骨干教

师、浙派名师培养对象，宁波国家高新

区外国语学校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

兼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获评宁波

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个

人、市“王宽诚育才奖”、市优秀教师、

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市义务教育课

程改革先进个人等。

黄老师教学基本功扎实，曾获宁

波市首届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师综合

能力评审一等奖、浙江省省级“优课”、

浙江省未来课堂学习设计与特色资源

评比二等奖等。

黄老师主张“学有所值”，坚持价

值引领是教学立意之根本，让学习增

值是教学推进之关键，值得回味是教

学结束之延伸。秉持自主发展教育理

念，和团队探究“课堂一课程一评价”

一体化的课改之路。

黄老师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由其

主持或作为执笔人的课题成果获首届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宁

波市“十二五”教育科研十大最具影响

力成果奖、宁波市第六届教学成果一

等奖、宁波市“防疫与复学”专项课题

成果一等奖等。曾获宁波审“我与课

改”征文一等奖，在《中学政治教学参

考》等刊物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用

心带徒，深得同仁和名师工作室成员

推崇，荣获宁波市“好师傅、好徒弟”

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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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马克思主义学科群联学联建
暨《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创-]：lJ50周年交流座谈会

20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t13目,P将迎来党

的二十大；这一年，也是《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以下简称

《中政参》)仓lJ：l：lJ50周年。

自1972年。仓lJTIJ以来，《中政参》遵照“求新、求精、求

导、求活”的编辑方针，突出“为思政课教学服务，为思政课

教师服务”的办刊宗旨，在服务基础教育、推动思政学科发

展、加快思政课教师队伍成长、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及“大思政”格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培养时代新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政参》秉持“追求卓越”的理

念，立足学科，抢抓机遇，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学科建设

同气连枝。为了在未来发展中更好地助推学校“双一流”建

设，擦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期刊集群闪亮的名片，加强与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哲学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合作与交流，2022年6月17日，在陕西师

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澜楼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研究与建设中

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

同举办了“出版总社与马克思主义学科群联学联建暨《中学政

治教学参考》创刊50周年交流座谈会”。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任晓伟出席交流座谈会并致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党总支书记李有谋主持会议。

任晓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祝贺《中政参》仓iJ．：FiJ50周年，

肯定《中政参》50年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尤其

对<中政参>连续五届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以及在构筑优

质学术交流平台、推动思政学科发展、／jnj8,思政课教师队伍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对《中政参》未来发展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锚定新时代学术期刊发展趋势，要在选题的创

新性、前沿性与时代性方面下功夫；二是加强刊院合作，乘势

而上，抢抓机遇，抓住学科建设和教师教育发展两条主线，立

足学校“四维”驱动战略，助推学校马克思主义学科优势特色

建设；三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要求，在“四院”发展中

积极发挥好服务、助力、桥梁及纽带作用。

刘东风社长感谢学院专家学者为《中政参》期TijCfJ办、发

展作出的贡献，对刊院联学联建进一步深入推进表达了美好期

望。一是继承和弘扬党的出版传统，积极承担出版使命，守好

出版事业意识形态阵地。二是基于学校的要求、思政的要求、

教育的要求、发展的要求，坚守理想，以专业、专注、坚韧和

勇气，发扬“西部红烛精神”，积极服务基础教育，服务西部

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三是加大院刊联办及学术研究力度，推进

学术协同，打造“红、专、精、特、新”期刊品牌，持续推动

学校“十四五”规划落实，加快总社建成中国一流出版社、出

版中国一流好书刊“双一流”目标推进。

秘

图

康维铎副总编辑以“不负春光向未来”为主题，回顾了

《中政参》发展的重要阶段和重大事件，全方位地对《中政

参》仓lJ：plJ50年的创新发展作了整体评价。他认为，《中政参》

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初心，以“立德树人”为使命，与党和

政府的方针政策同频共振，坚持“一刊引领，专业开发，综合

发展”理念，不仅为教育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构筑了优质平

台，参与、见证并记录了我国思政教育改革的恢宏历程，还为

传统刊媒高质量发展呈现了鲜活案例。

在自由交流环节，各学院代表从自身成长经历、学院发展

过程等角度深情回顾了与《中政参》的不解之缘，认为《中政

参》的成长壮大不仅是一个期刊的发展历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思政学科的发展历程，并从学院角度展望了未来刊院合作

的方向。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袁祖社真诚寄语，希望

《中政参》全体编辑传承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坚守期刊学术品

位，围绕主题专题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力波提出，

围绕思政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教育、 “优师计划”展开合作。

国际商学院孔祥利教授认为，《中政参》应关注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研究中的差异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并利用刊院合作优势

持续、深入探索。哲学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刘冬提出，可

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教育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马克思

主义学院王梓鉴、赵颖两位本科生分享自己与《中政参》相遇、

相识、相知的故事，肯定《中政参》在其成长中的引领作用。一

方面，组织的各种活动为其提供了展示、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另

一方面，发表文章鼓舞他们勇于超越，成为自身成长过程中弥足

珍贵的经历与财富。黄建炜主编及多位编辑代表回顾了期刊发展

历程，从期刊总体架构、栏目设置、未来发展等方面分享办刊经

验与责任坚守，志在学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群支持下，在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中，进～步密切刊院合作，协力擘画思政育人新蓝图、

共同谱写思政育人新篇章。

李有谋书记作总结发言，指出本次会议是刊院合作进一步

深化的动员会，出版总社要坚守服务师生的初心，坚持社会效

益首位，主动服务学校教师教育主业和“双一流”建设；要积

极服务西部教育，彰显刊院一体学术优势，用期刊旗舰擦亮学

术品牌，引领学科发展方向，为以“四维驱动”加快完成学科

布局等学校发展战略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体现师大出版人的使

命担当。

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通过这次会议，各

学院与《中政参》加深了了解，并对彼此优势有了清晰认识，

表示在未来发展中应勤力同心，共同推动学校马克思主义学科

群建设，传承和弘扬“西部红烛精神”，为学校“双一流”建

设和西部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供稿：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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