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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引领学校德育内涵发展
李经文

（庆阳特殊教育学校，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思想政治课程建设有序推进，特色鲜明，形成了丰富的课程体系和学科特色，呈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德育实践和学校文化，

构建更加卓越的课程，有利于进一步引领学校德育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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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主要亮点

（一）课程意识强，课程体系丰富

庆阳三中依托“心理信箱”，帮助学生走出青春期心理困境；

庆阳五中开设《红色南梁》《周祖农耕》《田园心语》等校本课程，

形成了经典诵读、体育艺术、心理健康、科技制作、乡土文化、

社会实践为主体的六大类校本课程；华池柔远小学以“五小”

教育统领学校德育教育，把唱红色歌曲、诵红色经典、演红色

故事作为重要内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华池列宁学校开设

了南梁腰鼓、红色剪纸、红歌演唱等校本课程，编印了传承红

色基因的校本教材，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了学生

的兴趣特长。

（二）实践活动多，德育教育有情怀有视野

庆阳五中加强与陇东学院生命科学园、市会展中心、南小河沟

水土保持试验场、南湖湿地公园等实践基地的联系，积极探索实施

旅行研学课程，走出校门看世界，把握当前赢未来；华池柔远小学

注重课程拓展，探索形成了“走进烈士陵园”“走进气象”“走进

军营”“走进社区”等社会实践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效果

良好；华池列宁学校每年组织学生深入了解学校发展史，组建红色

小导游带领大家参观学校历史展馆，每年利用南梁“两点一存”广

场之“长征红飘带”，分年级进行“重走长征路”体验活动。

（三）家校共育浓，协同育人有实效

学校普遍重视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教育格局，

培养家长、传承家风、联合社会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引导家长

和社会担负教育责任，教育学生懂得感恩、有抱负。庆阳五中成

立了“协同育人委员会”、开办家长讲堂、聆听家长心声、聘请

大师进校园，有效开拓了教育的途径和方式；庆阳三中大胆探索、

针对学生青春期心理变化，实施以“心理信箱”为桥梁的家长、

学生互通信件活动，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华池一中倡导的“家

长进课堂”活动朝着常态化、制度化、卓越化方向发展。

二、全市思想政治课程建设的愿景

（一）努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随着城区学校办学层次提高和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现有思

想政治课教师数量少、年龄大、专业教师紧缺，部分学校近五年

没有新进教师作补充，乡村思想政治专业教师供给远远不足，教

师队伍建设制约学校的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也影响学校的长远发

展。要按照学校实际需求，及时补充新教师，合理优化教师队伍，

使专业教师真正肩负起课程建设的重任，使科学建设朝着更为严

谨、专业、权威的方向发展。

（二）努力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教师专业发展缓慢，培训现状不能有效满足教师需求，普遍

存在教学研究氛围不浓厚、科研能力相对弱、科研层次比较低等

问题；存在着教育教学论文（案例）、课题、赛教等教学成果少、

质量不高等情况；存在着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等改革研究相对

滞后的问题，这些因素和问题不同程度制约着教师的专业发展。

要加大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培训力度，统筹资源，为思想政治教

师教研、论坛、赛教创造优质条件，服务教师的专业发展。

（三）努力加快职称改革步伐

职称核编少、参评分母大、教师基数大、年龄结构不合理、

评聘分离等因素造成的职称矛盾长期不能化解，对教师的职业生

涯规划、职业尊严、工作积极性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要切实加大

改革力度，充分调动思想政治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努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部分学校存在德育教育主题过于宏大、落地不实、实效性不

强的情况；存在着调子高、行动少，说教多、体验少，墙上多，

落实少等问题。学校对德育工作缺少细品味、深挖掘和常研究，

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造成学校德育

思路模糊、师生精神气象不佳、校园文化不浓等问题。要立足学

校实际，认真分析学生思想现状，广泛研讨学校德育策略，大处

着眼，小处着手，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学校发展遇到的现实

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制定具有地域化、校本化、个性化的学校德

育策略，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五）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师幸福感

乡村学校教师流动性较大，影响教师队伍稳定性，也不利于

建构持续发展的学科团队。部分乡村中小学每年向城区流动教师

10 人左右，使本来缺少专业教师的基层学校出现了更为严峻的教

师短缺情况。要建立教师资源中心，及时补充学校因流动出现的

紧缺情况，同时加大对基层教师的人文关怀和福利补贴，从而吸

引优秀教师能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教育。

三、结语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只有不断深化思想课程建设，

提供更加丰富卓越的思想政治课程，才能学校德育内涵发展提供

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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