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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的研训活动中，师生共
叙红色记忆、共话家国情怀，让思
政课“活”起来，让德育“暖”起来。
参训学员们表示，这是一场有深
度、有温度、有力度的研训活动。

“一节节课例、一场场讲座让
我受益颇丰。老师们立足宁波本
土，用宁波本土人物故事活化课
堂。这种根植地域文化的教学创
新，既彰显了思政教育的生活温
度，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注
解。”参训学员、慈溪市润德小学
教师朱雨馨说。

据了解，从2024年开始，宁
波市教育局就逐步推进“四明传
习”大思政工作品牌打造工作，以
讲好传统文化故事、讲好红色故
事、讲好榜样故事和讲好宁波故
事为支点，通过构建“追・光”计
划、“00后”青年学生理论宣讲、
大师“金课”评选以及“宁波思政
大地图”等四大版块，逐步推进打
造大思政工作品牌。

作为“四明传习”大思政工作
品牌的子品牌，“阿拉讲故事”思
政教育品牌扎根宁波大地，充分

挖掘宁波的阳明文化、藏书文化、
港口文化、“四知”精神等，以及各
行各业的典型人物、优秀代表先
进事迹，把它们作为思政教育的

“活教材”。同时还有各区（县、
市）、各学校开展的具有各地各校
特点的德育工作、思政工作品牌，
携手推动宁波思政教育从“育分”
走向“育人”，从“课堂”走向“生
活”，共同构成具有宁波特点的思
政工作品牌矩阵，将“阿拉讲故
事”打造成宁波思政教育“金名
片”。

“阿拉讲故事”
让思政课“活”起来

4月10日、11日，宁波市2025年学校思政一体化“真理的味道·阿拉讲故事”品牌建设

暨德育研训活动在北仑泰和教育集团举行，200余名来自宁波市和新疆库车的中小学思政

课老师齐聚一堂，一起探讨如何“讲故事”，开启了宁波思政教育的一次创新实践之旅。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马亭亭 张志龙 通讯员 胡维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劳
模。”研训活动中，北仑区泰河学
校教育集团任晨晨老师带来了一
堂小学班会课《学习劳模精神 逐
梦榜样引领》。

任老师选取了大家熟悉的全
国劳动模范、宁波舟山港桥吊司
机竺士杰，从他立志成为“一根有
梦想的烧火棍”切入，通过观看视
频、小组讨论、实践活动等多种形
式，让学生们运用劳模品质，提高
解决生活中诸如打扫楼梯、提高

体育成绩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传统印象中，认为讲故事就

是用生动的语言口述一件事情，
其实，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
浙江省特级教师、奉化区实验小
学正高级教师俞芬点评说，一场
讲座是讲故事，一部电影是讲故
事，新闻报道也是讲故事，无论以
哪种形式来讲故事，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以小见大。“课堂中的
小，就体现在打扫楼梯这样的环
节设置上。孩子身边共性的问题，

拿出来在课堂上讨论，孩子们感
觉很有兴趣，很有价值，讨论自然
也非常热烈。”

本次研训活动以“课例展
示＋名师点评”的形式进行，通过
多维叙事方式赋能课堂，每一个
课例展示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优
质课程，涉及道德与法治课（思想
政治课）、心理健康教育课、班会
课等6节课。课后都有即时的专
家点评，既有实践细节又有理论
提升，引发在场教师的深入思考。

课例展示＋名师点评 思政课“以小见大”

讲好思政课不简单，因为要
塑造的是学生的思想，如果讲不
好，课堂就会很抽象、很空洞、很
枯燥、很乏味，难以入脑入心，教
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专家讲座环节，宁波市内名
优教师一起探索如何用宁波故事
讲活真理、用身边叙事滋养心灵。
活动更是通过名家领航共研共
进，特邀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副院长章乐教授、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班
建武教授等专家带来高品质的学
术报告，与一线教师共话德育一
体化实践路径。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课程部
主任、省初中道德与法治教研员
李荆说，思政课老师要讲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增强学生的政治认同；讲好
现实故事，增强思政课的时代性。

对于“思政课要如何讲好故
事”这个话题，李荆分享了“三
招”：一是趣化教学内容，讲好故
事能够让教学内容更加有血有
肉，让抽象的理论更加浅显易懂，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
活化思政道理，思政课的本质是
讲道理，要把道理讲清楚、讲透

彻、讲生动十分不容易，需要讲究
方式方法，把抽象的道理转化为
鲜活的例子，更接地气。三是转化
教材语言，从政治话语、理论话语
向生活话语、大众话语转换，能够
极大增强教学的亲和力和感染
力。

她还特别提出：“在教学实践
中，有的人存在一种误区，即认为
故事讲得越多越好，甚至用讲故
事取代理论教学，这显然偏离了
思政课的根本。因为故事是载体，
讲故事的目的是引导学生感悟故
事中蕴含的道理。”

如何讲好故事？专家名师纷纷支招

扎根宁波挖掘资源 打造“阿拉讲故事”品牌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吴彦 胡佳）外贸课，通
过法律分析、提供解决方案，教导学
生诚信立商，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体
育课，在学习排球垫球中感知“女排
精神”；护理课，联系社会健康议题，
激发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近日，在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思政
启智，匠心铸魂”公开课活动周上，各
学科老师纷纷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
大思政课堂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记者发现，公开课有着共同的特
点：自然式渗透。思政元素在教学中
并非生硬的教导和口号，老师们选择

“如盐入水”的方式，将思政与学科知
识巧妙融合，自然地渗透进学习中，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滋养。

在给24商英班上《信用证分析
表的设计和填写》一课时，夏燕老师
采用情境教学法、任务驱动法，指导
学生制作信用证分析表，并从国家策
略强调信用证结算的重要性。当同学
们在填制信用证分析表时，夏老师多
次强调实用、适用、够用。“填制时必
须严谨不能出错，这是准外贸人诚信
严谨、高效融合的工作精神。”她说。

课堂上，师生间多次提问互动。
当学生邵锦程答毕，夏老师径直走到
他面前，从口袋掏出一朵小红花递给
他。当邵同学接过小红花的一刹那，
花儿绽放了。原来，这是一朵“魔术小
花”，手指轻轻转动花茎便会瞬间绽
放。为了给孩子们加油，夏老师特地
选了它作为教具。那一刻，不仅邵同
学十分惊喜，全班也发出了欢呼声。

在分组探讨环节，同学们有感而
发。有同学说，中国能在国际贸易中
掌握话语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
的祖国。还有同学说，信用证分析表
不仅是风险控制工具，更是国家经济
主权的“显微镜”……“思政元素和专
业知识能如此生动结合，这不只是一
节课的事情，是一个‘如盐入水’的渗
透过程。”授课结束后，宁波职成教教
研员崔瑾点评道。

据悉，此次公开课周覆盖11个
专业，多所兄弟学校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参与听课，并邀校内外专家点
评，大家一起探讨教学方法和策略，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副校长
陈洁表示，课程思政对中职生的价值
观塑造、职业素养提升等都能产生积
极正面的影响，希望通过老师授课、
专家评课的方式，让老师们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加深对课程思政教学理念
的理解，多下功夫钻研，从而在课堂
教学中发挥出最大的育人效益。

好的课程思政
“如盐入水”

公开课现场。

课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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