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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高中恩政课教学渗透劳动教育之管见⋯⋯⋯⋯⋯⋯⋯⋯⋯杨玉林

●情境在线●

76)新媒体时代思政教学诊断与改进方式探究⋯⋯⋯芦智龙文道群

79)强化高中思政课党史教育的路径⋯⋯⋯⋯⋯⋯⋯毛玉楠 刘小黎

●学科研修一

81)正确把握“至上思想”增强育人自觉意识⋯⋯⋯于晓丽 赵炳勇

83)思政课校外实践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构建⋯⋯⋯⋯董前程 张楠

一涵养精神一

86)习近平生态治理观的内涵体系与时代价值⋯⋯⋯⋯⋯⋯⋯张国茹

89)习近平家国天下思想重要论述探究⋯⋯⋯⋯⋯⋯茹晓冬 蒋超

92)习近平青年观的三重逻辑⋯⋯⋯⋯⋯⋯⋯⋯⋯⋯⋯⋯⋯⋯王夏冀

9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四维视域⋯⋯⋯⋯⋯刘飞燕黄梅珍

。萨官o
■学术品读■

基于“三全育人”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探索(郭 嫔 郭洪梅)／新时代高

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姜 红)／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生管理中的价

值探讨(郭建敏)／高校教育质量评价改革(蔡松伯)／中学思政课育人功

能研究(李方启)／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陆淮光)／

思想政治教育助力学生管理工作策略(许爱贤)／论学校党建与思政教育

协同发展(张雪莉 崔 巍)／教育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赵 丽)／新

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思考(白凌婷)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已然实施，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正在编写，

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课程改革与发

展势在必行。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进教材、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

养如何解读，新课标背景下思想政治

课教学面临怎样的挑战，亟须一线教

师给出应对举措。我们欢迎您能对此

深入思考、提出选题。投稿邮箱：

】【zzk666@163．com。

★培训合作

为推动中学学科建设，服务中学

教师专业发展，本部依托陕西师范大

学优质师资力量、西安市名校办学经

验，以及办刊50年来积累的优质学科

资源，全年推出系列专业会议及培训

活动。您可以选择性参加骨干教师、班

主任、学科德育、名师工作室、教研员等

各类培训活动，也可以参加课题研究、

卓越课堂、品位课堂等品牌学科会议，

我们更希望与您在会议培训方面展开

合作。咨询电话：029—85308010。

★封面征集
自“第3周”在邮局征订，被中国知

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全文收录后，其

影响力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与“第1

周⋯‘第2周”刊登封面人物不同，“第3

周”利用封面、封底对全国知名中学进

行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

本刊诚挚邀请各地名师和教研员积极

推荐当地重点中学，加强刊校互动，寻

找研讨课题，促进教师成长。详情请来

电咨询：029—85308351。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以数字化方式复
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

文。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

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

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
明处理。

☆所投本刊稿件，须为原创，遵守

学术规范，文责自负。

☆本刊自2022年1月1日起只接

收首阳云平台投稿，原投稿邮箱仅供联
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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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传承与创新中的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

植根成功故里的文化渊远，融汇海丝源头的钟灵毓秀，创办于1939年的福建省南安第一中学(简称南安一

中)，迄今走过八秩风华。学校现有“两区一分校”，2011年秋建成江北校区，2f)17年在石井镇设奎霞分校。

2018年3月，被确认为首批“福建省示范性高中建设学校”。

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办学宗旨和“以人为本，持续发展”的办学

理念，以“诚、毅、博、勇”为校训，形成“严谨、勤奋、求实、进取”的优良校风。以学校取址“大新山”

地脉之缘，构建“有容乃大，至善为新”的“大新”文化体系，以争做学生示范的大先生，坚持守正与创新并

重、弘源与展望并举，紧跟新高考改革步伐，勇立教改潮头， “双减”政策高效落地， “双新”教研深度拓

展，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致力培育“为学大格局、为事大担当、为人大作为”的祖国未来新时代

建设者。

教师结合校园建设、地方文化、学科特色自主编撰80多本校本教材，成为学校课程的有益补充和特色延

伸。其中，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海丝梦成功梦》《南一往事》等学校优质校本教材为周边学校、

社区共享。

学校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深入践行“五育并举”，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立足校本实

际，学校开发了棋类、攀岩、网球、游泳、高尔夫、武术、击剑、声乐、南音、瑜伽、国画、电工、木工、陶

艺诸多项目，涵盖体育、音乐、美术、劳动、心理、信息等60多门特色选修课程，使课堂得以扩容和丰富。德

育、劳动教育等获省级表彰。

学校重视涵养格局，拓展学生视野。因“大志向”“大担当”成“学之大”，求“新思维” “新跨越”达

“时之新”，开展“大新讲坛”系列活动。邀请高校教授、著名作家、知名校友、学科专家、校内名师为师生

开设多元讲座，营造了科技创新、学术研讨、文化争鸣的浓郁氛围，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启迪学生熔炼智慧。

在全体师生的携手努力下，学校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成绩突出。学科奥赛优势明显，近年来，共

有5人进入国家集训队，8人获金牌、10人获银牌、19人获铜牌，近300人获省级一等奖。2008年，傅永平同学摘

取第40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徽于前，i灼妁于后。一代又一代优秀学子从此出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家乡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
贡撼奠百年基器语万里航。南安一中将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化精神和育人理念，卓立扬帆，聚力远航!

(供稿：南安一中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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