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坚守主阵地“五育”并举，
促进全面发展

学校坚守教育主阵地，认真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落实国家政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双减”和“五项管理”

政策，建立制度体系、完善作业公示、优化
作业设计、重视集体备课、加强质量监督、

科学设计课后延时服务课程，坚持“减负”

和“提质”两手抓，严格落实教学常规。通

过优化管理流程，提升课堂效率，深化教

研内涵，确保课程内容的有效传授，让学

生在课堂上能够学到更多知识，掌握更多

技能，实现课程育人的目标。

2.尊重个性创造，丰富特色社团活动。

学校开设了艺术创作、科技创客、音乐舞

蹈等30多个特色社团。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和特长选择参与，在活动中展现自我、

提升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促进

了个性发展。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的

课余生活，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和创新精神，实现活动育人的目标。

3.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学校高度重视红色教育和中华优秀文化

的传承，通过举办经典诵读、革命传统歌

曲大赛等校园体育艺术科技节活动，让学

生在参与中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通

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革命历史纪念馆

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红色文化的熏

陶，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通过参与志

愿服务、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国家的发展和变化，增强

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民族精神，激发他们的爱国热

情，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4.开展评优树模，强化学生养成教育。

持续开展养成教育和“三好学生”“美德少

年”“文明班级”等先进评选。通过表彰优
秀学生、班级和个人，树立榜样，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

神，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引导学

生关注自身行为规范，注重品德修养，形

成良好的品德素质。

5.关注心理健康，促进和谐健康成长。

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定期举办“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进行心理状况筛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

案，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学生解决心理

困扰和问题，提高学生应对挫折和压力的

能力。

二、突出主渠道三位一体，
强化协同育人

通过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资

源，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通、活动共办，形

成育人合力，共同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机制。成立以

校长为组长的家校共育工作小组，建立家

校共育工作机制，完善协同育人规章制

度，明确工作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

作措施，强化工作保障，确保家校共育工

作有序地开展。

2.加强校家联系，协同育人。一是印

发家校联系卡，卡上显示科任老师的电

话，密切家校联系。二是通过家长会、“家

长开放日”等方式，向家长汇报学生在校

表现、学习习惯的培养；在家长中树立典

型，评选“好家长”，交流育儿经验；邀请家

长入校上课或参与班集体的各类主题活

动，共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三是办好家长学校，定期举办“家校育人

大讲堂”，联合关工委举办“家庭教育讲

座”，引导家长“变身”学校管理的参与者，

教育教学的监督员，家庭教育的实践者。

3.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积极邀

请派出所干警和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安

全进校园活动，组织学生参观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和爱国教育基地，组织开展未成

年人进社区、进工厂、进警营，开展垃圾分

类和环保志愿服务，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力

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和进劳动教育基地实

践活动，每年组织新生赴延安开展红色研
学等，形成校家社协同育人的强大合力。

三、针对主群体精准帮扶，
扶危济困

针对学校家庭困难学生、问题学生多

的实际，学校党委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持续组织开

展“红色领航济弱困，教书育人精准帮”活

动。通过问题大排查、爱心大家访，着力从

关心关爱、困难资助、学习帮助等方面给

特殊群体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

助。近三年来，通过红色教育与扶贫相结

合、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和建立长效帮

扶机制等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促进特殊群

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入，累计帮扶

困难学生、问题学生600余人次，取得了显

著成效。

1.完善大家访和谈心制度。学校建立

了完善的家访和谈心制度，全体党员参与

帮扶工作。定期组织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开

展家访活动，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生活和

学习情况；同时，我们鼓励学生主动与老

师交流谈心，倾诉自己的困惑和烦恼。通

过这些活动建立师生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2.建立帮扶工作考核和反馈机制。我

校建立了帮扶工作考核和反馈机制。我们

定期对帮扶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对表现优

秀的教职工进行表彰和奖励；注重收集学

生和家长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帮扶工作

策略和方法。

3.建立贫困学生帮扶的长效机制。通

过建立定期评估、调整帮扶计划等方式，

确保帮扶工作始终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和发展状况，保证帮扶工作的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

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有效机制，构建了

良好的学校教育生态，促进了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协同育人

工作，不断加强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与

合作，持续探索和创新育人方式方法，形

成更加紧密的育人网络，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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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秭归县，

跟着导游，

走进屈原故里，

拜谒了圣贤屈原。

端午节前夕，

人们又在思念屈原。

一个人，与一个节日，

与一种民俗关系，

能如此之紧密无间，

中国历史上，

恐怕唯此一人。

屈原，

一个让历代文人墨客，

朝诵夜吟的巨擘先贤。

掸落鏖战的尘埃，

拂去历史的云烟。

一尊伟岸的独行者身影，

从遥远走来，

他的身影渐行渐近，

走过了两千多年。

后人应感谢司马迁。

在屈原愤然投江150年后，

他伫立汨罗江边凭吊先贤。

从浩瀚的历史长河里，

从亘古不息的汨罗江中，

打捞起这位古代的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

外交家、文学家。

在《史记》中，

司马迁用1200多字的描述，

让后人记住了，

那个不屈不挠的屈原。

他创作的

《离骚》《天问》

《九歌》《九章》等等，

登上了文学雄奇之巅。

《离骚》之后无《离骚》，

《天问》之后再无《天问》，

《九歌》之后难寻《九歌》，

屈原之后的中国文化人，

都会聚集在这座高山之下，

刨挖文学的思想深井和泉眼。

屈原，

心系国家，志存高远，

襄理朝政，竭力勤勉。

身居庙堂，而心忧楚天。

身居荒野，却庙堂顾盼。

即使屡遭离间，

屡受陷害而被疏远，

他仍然一步三回头，

期盼君王的幡然醒悟，

而将他重新召唤。

然而，可悲的是，

屈原遇上了两代昏君，

他的希望不再可能被点燃！

屈子忠烈，千年一叹。

他以身自洁，

以死明志的精神，

真是可叹可赞。

然而一己之净，

岂能换得天下之洁。

屈子刚烈，一声悲叹。

他以自戕的方式，

给一个国家的式微，

画上了一个可悲的句号，

所荡起的涟漪，

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追思屈原，

世人千百叹。

缚石沉江，

报国无门怨。

人去丹心铮骨显，

汨罗声声冲霄汉。

岁岁年年，

求索志向远。

一曲离骚，

华夏永留传。

思念啊，屈原！

■闲者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构成了教育的三大支柱。家庭教育作为基础，对塑造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深远的影响。家庭是

孩子最初接触的社会环境，家长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性格形成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校教育则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

育，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主渠道。学校不仅传授知识，还通过各种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孩子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社会教育作为支撑，蕴含着丰富的

教育资源，是儿童道德养成、道德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要场所。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实践活动和公共资源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实际操作能力。近年来，安康市初级中学高度重视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坚守主阵地、突出主渠道、

针对主群体，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合力育人，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志虎（安康市初级中学校长、安康市教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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