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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学峰

前段时间热播的《中国诗
词大会》让传统文化节目再度
火爆荧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
股国学热，勾起了人们对传统
文化的向往，这对于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旨在全面复兴
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
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是缔造中华文明
的宝贵财富，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茁壮成长。传统文
化为国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精
神食粮，尤其对于正处于成长
关键期的中小学生来说，传承
好传统文化极为重要。

笔者以为，让中小学生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关键在
于作为教书育人主战场的学
校。当前学校在传统文化教育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
学生古诗词的教育教学，教师
更多地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让学
生考出高分，而忽视了对古诗
词中所蕴含思想的讲解；再比
如，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教
师常常把传统文化必考知识点
划出来，让学生死记硬背，这会
让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失去
兴趣。只有让学生自己认识到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
才能以自觉和积极的姿态，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如何让学生传承好传统文
化？对于学校来说，一方面，要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建立
校园文化长廊、开通校园传统
文化广播站、在教室内悬挂经
典诗文版画等，让学生在校园
各个角落都能接受到传统文化
的熏陶；另一方面，要加强传统
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把弘扬传统文化纳入学校教育
教学的全过程。对于社会来
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新媒
体，广泛营造弘扬传统文化的
氛围，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活
动，为学生创造更多体验传统
文化魅力的机会。对于家长来
说，不妨带着孩子诵读经典名
著，也可以与孩子一起看传统
文化节目，或是给孩子讲一讲
传统节日文化等，在家庭教育
中加强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

促进中小学生弘扬和传承
传统文化，社会、学校、家庭合
力很关键。

让传统文化
滋养孩子的
内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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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亮

王丹，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房管1501班团支书。别以为她是个一心想当鲁班
造房子的“女汉子”，她还是一个爱好写作的小文
青，她的作品不仅频繁在《建院文苑》刊发，还经常
被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转载呢。

王丹写作才能的突出是有原因的：她的母亲是
一位小学教师，还是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会员，母
亲的很多作品都会让她提意见，耳濡目染中王丹渐
渐爱上了写作。读大一时，在学校的征文比赛中，
她的作品荣获第二名；2016年学院60周年校庆，
她的作品《校庆畅想——共举金樽歌校园盛世，齐
挥墨笔誉建院华章》在学校新媒体平台刊发，激起
了全校师生的共鸣。

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同学们都选择在这里磨
炼，王丹也不例外。她选择了班级的团支书一职来
锻炼自己。大一时的每个周四，她都会组织团日活
动，她开心而认真地组织好每一个细节，从未疏忽
懈怠过。

王丹对专业的学习也是一丝不苟，同时还要学
以致用。她用学到的房地产知识帮家里办妥了每
一道买房的手续，装修时又从设计到材料严格把
关。平日里，只要有超过一周的空余时间，她都会
去做一些兼职，赚钱的同时，也很用心地去学习企
业独特的经营理念。

如今大二的她，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已经有了比
较明确的规划：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能升本继续深
造，以更强的专业知识武装自己，为将来的就业打
好基础。

大二“女汉子”的追梦日程

拍校园

短讯

亮丽风景线·校园

寒假里，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绿地小学二（2）中队
22名队员参与了“你我争当小小协管员 礼让开出美
美文明花”雏鹰假日实践活动。队员们在交警的指导
下指挥交通、为行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深切体
会到了交警以及交通协管员的辛劳。 李晓华 摄

小小协管员

内大入选“全国首批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名单，内蒙古大学名列其中，也
是我区唯一一所上榜高校。

教育部于2016年11月启动“十三五”期间“全
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
作，在高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推荐、
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核认定的基础上，最终认定99
所高校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 （来源中国高校之窗）

通辽市认定首批
55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日前，根据《通辽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
评估细则》，通辽市认定了55所民办幼儿园为全市
首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今后，通辽市将继续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的建设与扶持工作力度，积极鼓励、引导各旗县市
区教育局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和指导，
实行动态管理，对出现办园不规范、违背学前教育
规律、保教质量严重下滑、财务管理混乱、违规乱收
费、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资格，以便面向社会提供更多公益性、
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使更多适龄幼儿受益。

（来源通辽市教育局）

内师大被确定为我区首家
“免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试点高校

近日，内蒙古师范大学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
首家“免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试点高校，将于
2017年招生。“免费定向培养师资计划”实施范围
是自治区苏木乡中心区、嘎查村及镇的农村牧区义
务教育学校。

据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年拟招免费师
范生386人，涉及汉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数学
与应用数学、音乐学、心理学、小学教育等17个专
业，定向到呼伦贝尔市、兴安盟、乌兰察布市、鄂尔
多斯市、巴彦淖尔市等5个盟市就业。

（来源内师大微官网）

苏尼特右旗
购买基层幼教服务岗位

为了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稳定幼儿师资队伍，
近日，苏尼特右旗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平等”的
原则，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和竞争择优的选聘方式，
面向社会公开购买基层幼儿教师服务岗位。本次
政府购买基层幼儿教师服务岗位共30名，其中，蒙
语授课幼儿教师、汉语授课幼儿教师各15名。

（孙智广）

红山中学开展“校长讲座日”活动

为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学校“生态教育”的
全面发展，开学伊始，赤峰红山中学开展了“校长讲
座日”活动。据了解，每学期开学第一天，红山中学
都会举行该活动，为新学期各项工作的有效实施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讲座中，校长向全校教师陈述了学校的整体发
展目标，对教师的职业定位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分
析。讲座精彩生动，使全校教师深受启发。

红山中学教师宋文娟说：通过这项活动，我知
道了要爱惜自己的学校、珍惜自己的团队的重要
性，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白泳鑫）

□本报记者 刘志贤

重点一：重师德师风建设，教师入
职要宣誓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17年工作
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提到，要强
化师德师风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加强教师党的建设，推动各地各
校在教师培养培训工作中切实加强思
想政治教育，做好师德教育宣传工作。
此外，还将颁布教师誓词，建立新入职教
师宣誓制度。

呼和浩特市东风路小学副校长海
雪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德为本。所谓
师德，就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素
养；师风，是教师这个行业的风尚风
气。因此，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非常必
要。作为我们学校负责师德教育等管
理工作方面的负责人，日常工作中，我
在日常工作中要求每位教师要从爱岗
敬业、尊重关爱学生、以身作则、加强学
习等方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成为业务
过硬、品德高尚的人，成为学生成长的
引导者和鼓励者。”

对于《工作要点》中提到的“建立新
入职教师宣誓制度”，海雪妮非常赞成：

“宣誓不仅有助于增强老师的责任感和
仪式感，同时，誓词也将成为教师们的
行为准则。”

重点二：振兴师范教育，增强教师
质量

《工作要点》提到，2017年将启动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推动各地提高
师范生生均拨款标准。还将探索采取

“大类招生、二次选拔”等方式，改善师范
生生源质量。同时，将印发师范类专业
认证标准及认证办法，启动师范专业认
证工作。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师边建平：其实
这几年师范院校一直在进行教育改革，
不过，2017年的《工作要点》又有了较
新鲜的做法。

“大类招生、二次选拔”的招生办

法，几年前在一些师范院校中就有所尝
试：新生录取时，学校只按大类分文理
班。一学期后，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填
志愿、二次选择专业大类；一学年后，所
有的学生都可以再填一次志愿、再次选
择专业，想当老师的可选师范专业，不
想当老师的则可选非师范专业。这给
了师范生一个充分了解自己、了解大
学、了解专业的机会。

此外，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
华曾表示，全面推行教师统考后，师范
专业不再直接拿到教师资格证，社会上
有人担心这会淡化师范的专业性。针
对这种顾虑，教师工作司将从2017年
下半年启动对师范专业进行专业认
证。新做法让师范生的培养更科学。

重点三：提升教师培训，建立学分
体系

《工作要点》提到，2017年将提升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培实效，完成100
万名乡村教师校长培训；实施全国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完
成1000万名教师专项培训；实施高校
教师国培，完成2000名中西部高校新
入职教师示范性培训，支持1000名高
校教师国内访学。此外，还将探索建立
培训学分银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教师进修学校
副校长王学玲：探索建立培训学分银
行，也就是说，以后老师也要像学生一
样通过培训修“学分”。培训有了明确
的流程，内容经过科学制定，考核有了
准则，教师培训真正规范化。这样，教
师水平将得到很大提升。

2016年开始，按照国家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的要求，赛罕区创新新任校长培
训举措，让城区校长到农区学校锻炼，并
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培训效果非常不错。

重点四：农村牧区教育薄弱，关照
乡村教师

《工作要点》提出，研制加强乡村青
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逐步解决青年
教师困难；推动地方实施师范生公费定
向培养，采取定向招生、进编定岗、定期
服务的方式，为乡村学校培养“一专多

能”的教师。同时，还将新设一批“县管
校聘”示范区，推进“县管校聘”改革。

乌兰浩特市第九中学教师杨冬梅：
我做了25年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在
教师群体中算是“弱势群体”，工作环
境、各种待遇和城里的教师还有一定差
距。但是，近几年，各项政策不断向农
村牧区一线教育教师倾斜，民间力量也
把大量金钱、精力投入到乡村教育中，
让我们这些依然坚守在农村牧区一线
的教师看到了希望。

在教师培训提升方面，针对乡村教
师的培训越来越多，并且多元化，还有
很多城区教师将优质教育带到农区学
校。《工作要点》提到的“解决青年教师
困难”，从工作上、生活上对乡村教师加
以关心、帮助，乡村教师的心一定能更
稳，农村牧区教育一定能更加优质。

重点五：提高教师待遇，提升社会
地位

《工作要点》提出，着力完善教师工
资待遇保障机制，依法保证教师工资待
遇；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政策，鼓励各地提高补助标
准；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
补助，扩大补助范围。同时，对乡村学
校从教 30年以上的教师发放荣誉证
书；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对
教师出资奖励。

内蒙古航天学校教师董雪：我所在
的学校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黄合少
镇，是辖区最远的一所农区学校。多年
来，我都是早上摸黑从市区的家出发到
学校，晚上天黑了再从学校赶回市区。
除去节假日，吃住几乎都在学校。去
年，政府给我们这些乡村教师增加了生
活补贴。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重视与
关爱，激励我们这些乡村教师更加努力
工作。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二中学教师
贺来虎：我从事乡村教育已有26年，最
大的感触是苦并幸福着。因为这些纯
朴的农村孩子们非常可爱，他们的点滴
进步都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真心希
望有更多有识之士能参与到农村牧区教
育事业中来，全社会都能关注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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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下发了《教育部教师工作司2017年工作要点》，指出，按照教育部党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聚焦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发展现实需求，出台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着力加强师德建设、提
升培养质量、增强培训实效、统筹教师配置、优化教师管理、强化待遇保障，培养造就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努力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

2017年的教师工作该如何开展？着力点在哪里？教师们又如何看待《工作要点》的？我们和几位教育工作者一起来聊
一聊。

不久前，呼和浩特市锡林南
路小学（南校区）二年级一班的
同学们来到赛罕区公安消防一
中队，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消防
参观实践活动。同学们体验消
防员的不易，并接受了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收获满满。

杨俊 摄

小小消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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