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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目☆目圃o
★选题征集

《普遇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义务教育

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已

然实施，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程改革

与发展势在必行。那么，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思想如何进教材、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思政学科核心素

养如何解读，新课标背景下思政课教

学面临怎样的挑战，亟须一线教师给

出应聍举措。我们欢迎您能对此深入

思考、提出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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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料德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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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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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周”“第2周”刊登封面人物不同，“第3

周”利用封一、封四对全国知名中学进

行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此，

本于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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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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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原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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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

“低重心”教学体系。学校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静待花开”理念，降低教学难度，抓好基础知识；

打造多样化特色教学，音、体、美、书特色教学硕果累累，赢得学生和家长广泛赞誉。

常规化教学管理。学校教学管理多管齐下，重细节、重过程、重日常。比如，教务处每月一次教学常规检

查，考核教师备课教案、作业批改、听课记录；学校领导随时推门听课；各年级组每天三次巡课；每位教师每周

一次公开课；等等。

以教研促教学，着力品质提升。学校推行同年级、同学科协作组集体备课制度，集中团队智慧，打造学校精

品教案。

重视科研水平，强化成果转化。近10年来，学校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省、市级课题4()余项，获得优秀成果

一等奖，省、市基础教学成果奖等。

重视劳动教育。学校以“培养幸福生活的人”为教育目标，每年由政教处牵头开展劳动技能大赛、果树采

摘、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形成劳动教育新特色。

注重习惯培养。学校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卫生习惯、交往习惯，并

将其纳入班级量化考核，成效明显。

阳光心理促生长。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始终围绕学生、家长和教师三个主体，通过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家长课

堂、教师心理健康培训等，三方合力，让学生心灵向阳而生。

科研增慧开新路，静待花开共树人。新时代新征程，学校紧扣时代脉搏，砥砺奋进，初心不改，谱写教育教

学新篇章!

(供稿：许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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