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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问题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从多个维度系统立体地从多个维度系统立体地
调整了教育评价调整了教育评价，，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发展方向和思进一步明确了教育发展方向和思
路路。。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1818个基本要点中个基本要点中，，只有只有
““乐学善学乐学善学””直接指向考试分数直接指向考试分数，，其他都与人文品质其他都与人文品质、、
社会责任等相关社会责任等相关，，这也从侧面回答了这也从侧面回答了““为谁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教育根本问题这一教育根本问题，，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青少年正处在人生观、、
世界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和理想信念树立的关键期价值观形成和理想信念树立的关键期，，学校学校
在关注学生当下成长发展的同时在关注学生当下成长发展的同时，，更要着眼未来更要着眼未来，，为为
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学校从党史学校从党史、、国史中汲取营养国史中汲取营养，，让学生在理想信让学生在理想信
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打上鲜红底色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打上鲜红底色，，了解国情了解国情、、
党史党史，，成为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成为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重庆三十七中党委书记—重庆三十七中党委书记、、校长校长 余位河余位河

教 育 是 国 之 大
计、党之大计，事关民
族兴旺、人民福祉和
国家未来。

教 育 的 根 本 问
题，是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脚踏中国大地办
教育，今天的教育必
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
本任务，培养一代又
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奋斗的有用
人才。

近年来，重庆市
第三十七中学校（下
称“重庆三十七中”）
以发扬优良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为
己任，以“学党史，听
党话，跟党走”为主
题，在中共重庆市大
渡口区委党史研究室
的指导下，深入开展
“党史进校园”主题教
育活动，创新“五位一
体”实践策略，让广大
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
因，培养时代新人。

党带领各族人民艰苦奋
斗的光辉历史，是我们党丰
富的思想宝藏。青少年正处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和品格塑造、理想信念
确立的关键时期，引导他们
学习党史国史、正确了解党
情国情，将有利于他们培养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激发成长成才的强大精
神动力。

重庆三十七中基于这样

的理念认识，走近学生、走进
高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从引导学生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传承学校红色办学基因
等角度高位谋划，联合区委
党史研究室开启“党史进校
园”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红色
文化全员化、全课程、全覆
盖、全角度、全方位的探索与
实践，以史树德、以史增智，
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
走进重庆三十七中，处

处可见学校打造红色文化记
忆场、教育场，营造浓郁的红
色文化氛围的教育哲思。

校史馆内，学校首批教
师龚淑墉、魏亚雄、朱威等手
写的革命事迹自传，成为重
庆三十七中特有的一手珍贵
教材；学校以重钢环保搬迁
后遗留下的枕木为骨架，搭
建荟轩长廊和义渡亭，成为

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鲜活历
史；将共和国第一条铁路退役
后的钢轨“请进”校史馆，完整
保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办
厂遗址，让师生跨越时空，对
话峥嵘岁月……

同时，学校充分发挥橱
窗、展板、公众号、党建墙、班
队课、升旗仪式等主阵地的作
用，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党史熏陶。

立德树人 深度挖掘党史育人价值

重庆三十七中初二年级
历史课下课前5分钟，讲台
上，余老师用精心制作的幻
灯片，为学生们分享国内外
时事政治；讲台下，学生们听
得不亦乐乎，在一件件国内、
国际大事中体会大国风范。
课后5分钟，成为余老师和孩
子们之间独有的默契。

事实上，这样的党史融
合学科课程的生动案例，在
重庆三十七中还有很多。

“课堂是主阵地、课程是
主渠道，只有将党史教育课
程化，教育效果才会持久，才
会更具生命活力。”

近年来，重庆三十七中
依托市级课题《中学生党史
宣传的策略与路径的研究》，

制定《重庆三十七中“党史进
校园”主题教育活动课程建
设方案》，结合红色资源，紧
抓“课堂”这一核心阵地，以
课程建设为依托，积极探索
政治、历史、语文、地理、物
理、化学等学科融合课程和
专题党史课程。

例如学校挖掘历史、政
治等国家课程中的党史要素
进行课程开发的学科拓展课
程《改革开放 40 年家乡变
迁》，紧扣改革开放主题，让
学生通过查阅家乡历史资
料，走访老街小巷，记录口述
历史等方式，以家乡市政建
设和百姓生活质量的变化侧
面印证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深刻巨变，

体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
领导下最伟大、最深刻的历
史变革。

“通过探究学习，我从党
员先辈们一个个真实、生动
的故事中，了解到父辈、祖辈
们的奋斗历程，也对今天的
幸福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一
系列的学习探究后，重庆三
十七中不少学生主动到图书
室借阅相关书籍了解党、亲
近党。

除此之外，学校还以区
域资源和学校文化为出发点
进行专题性课程开发，先后
开发出党课课程、团校课程、
地方党史、重庆工业博物馆
课程、红色经典诵读等一系
列专题课程，拓展了党史主

题教育活动的内容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

推动“党史进校园”主题教育
活动，学校专门组建包括思
想政治和历史教师、团队干
部、德育干部、党委成员、离
退休同志以及大学教授、社
区先进党员等在内的教师队
伍，出台《重庆三十七中“党
史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教
师队伍建设方案》，从政治思
想、业务能力、综合素质等方
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如今，重庆三十七中已
经建立起体系化、品牌化的

“党史进校园”课程，形成常
态化、序列化的研讨教研模
式，在师生间形成读党史、学
党史、论党史的良好氛围。

聚焦素养 紧抓课程育人关键渠道

参观校办工厂遗址，了解学校历史沿革

2020 年 11月，大渡口区“爱上阅
读，点亮生命”第六届阅读节系列活动之
书品——“‘红星’耀我成长”演讲比赛在
重庆三十七中经典学堂拉开序幕。以学
期读本《红星照耀中国》读后感为演讲
稿，重庆三十七中学子们慷慨激扬，被红
军的长征经历感动着，被那个红色年代
真实又动人心弦的中国故事启发着，誓
要勇敢前行，传承发扬……

在重庆三十七中，像这样生动、感
人、贴切的实践活动还有很多。

在学校看来，历史和文化是基石，是
力量之源，是有惯性的。只有通过活动
让其真正融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去，
才能产生力量和惯性。学校通过挖掘
市、区级红色教育资源，与学校德育活动
相辅相成，让学生在立体多元的实践活
动中行思感悟，知行合一。

校园内，学校广泛利用艺术节、阅读
节、成人礼等活动平台，开展红色经典诵
读、演讲比赛、党史征文、党史知识竞赛、
作业作品等活动，寓党史教育于教育全
过程；班级年级内，有学生自发组成党史
研究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探究学
习；每年国庆节前一天，党委书记给全校
师生讲党课，从最新时事政治中汲取精
神养分。

校园外，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走进红
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渣滓洞、聂荣臻纪念馆、重庆
抗战遗址博物馆、建川博物馆等，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走进重庆工业博物馆，体会新中国建设的艰辛与
坚守；组织学生参观重庆大礼堂、三峡博物馆、大渡
口区博物馆、重钢档案馆等，深入了解地方党史；组
织学生参观重庆规划馆、仙桃数据谷等，体验未来中
国的光明前景……

作为重庆市研学旅行先进学校，学校将“传承长
征精神徒步行”和“重庆小红军实践基地模拟长征
路”两项行走活动常态化。近年来，学校相继以“信
仰的力量——传长征精神 追梦大渡口”、学习十九
大，做新时代青年人”、“走上善之路，做大德之人”、

“走37公里路，赞70年伟大成就”为主题开展的徒
步行，在市、区引起热烈反响。

近年来，学校多人次获得“全国最美中学生”、重
庆市“新时代好少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特别奖、
大渡口区首届“孝善之星”等荣誉称号；详细阐释“党
史进校园”主题教育活动的经验材料《中学生党史教
育实践三部曲——来自重庆市三十七中的探索》被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报给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
院；《我们在路上——37公里行》被评为2018年教
育部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

久久为功，驰而不息。2020年，重庆三十七中
被大渡口区委、大渡口区政府授予“大渡口区档案、
党史、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先后获得“全国中
小学心理健康特色教育学校”“重庆市立德树人特色
项目研究基地”“重庆市文明校园”等荣誉称号，对推
进大渡口区党史研究，弘扬党史文化和丰富党史资
源具有重要意义。

谭茭 覃燕
图片由重庆三十七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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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党课

党史研究兴趣小组参观学校党建墙

紧抓核心素养
答好教育“三问”

链接链接>>>>>>

茶花广场茶花广场 摄摄//徐士中徐士中

重庆三十七中 党史进校园 培养时代新人

学校党委书记余位河为党史研究兴趣小组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