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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健康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为进一步落实打造“书香陈仓”的具体要求，营

造爱阅读、爱写作的良好氛围，培养中小学生的阅

读和写作兴趣，本报在《文学周刊》开设《新苗》栏

目。具体征稿要求如下：

一、原则上面对本市中小学生和青少年，可自

己投稿，亦可由老师推荐；

二、题材不限、字数不限；

三、要求主题鲜明、条理清楚、语言通顺 ；

四、推荐作品注明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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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师事迹你我讲奏响教育“合奏曲”
—— 我市开展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工作综述

《用心理营养呵护孩子健

康成长》《家长如何陪伴孩子

顺利度过青春期》……11 月

7 日，我市学生家长李斌，一

边翻看自己的育儿笔记，一边

感叹道：“十一年育儿路，越

走越‘顺’了。”

这个“顺”是宝鸡市协同

育人的硕果。近年来，市委文

明办、市妇联、市教育局等部

门联手出台配套政策，将家

庭、学校、社会拧成一股绳，奏

响了协同育人“合奏曲”。

改革创新

协同育人平台“多”

“为什么对孩子管得

越多，孩子身上的毛病越

多？”“为什么家长跟孩子的沟

通越来越难？”……提起家庭

教育，家长们常常会感到困惑。

如何破解家长的困惑？

我市及时启动“好家风·好家

长”家庭教育绿荫计划。于是，

多个协同育人平台陆续登场。

——家庭教育讲座月月

听。被誉为“中国苏霍姆林斯

基式的教师”李镇西、赏识教

育专家魏建惠、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马青松、北京师范

大学学业规划高级导师张玉

梅……这些教育界的“大腕”，

乘着宝鸡市家庭教育公益大

讲堂的东风来到西秦，给我市

家长讲授道德养成、习惯培

养、亲子沟通、心理疏导等涉

及家庭教育方面的“真经”。据

统计，从 2013 年 6 月至今，我

市共举办家庭教育公益大讲

堂 69 期。

——家庭教育知识天天

看。宝鸡市家庭教育公益大讲

堂微信平台自 2014 年开通以

来，已经连续运转了十年。十

年里，该平台坚持日复一日地

推送家庭教育知识。这些知识

中，既有政策解读，也有专家

指导、名家访谈，为我市中小

学生家长营造了时时能学、处

处能学、人人皆学的家庭教育

学习环境。

此外，我市还通过家长义

工队伍校校有、家庭教育社会支

持人人享等，夯实了协同育人的

载体，普及了家庭教育常识，提

升了全市家庭教育的能力。

部门尽责

协同育人天地“宽”

曾经，育人的主角只局限

在家长、老师之间。随着我市协

同育人进程不断推进，协同育

人天地越来越“宽”。

“法治副校长”是见证者

之一。近日，陈仓公安分局西虢

派出所警官王子晗走进辖区

千渭小学，以“对校园欺凌说

‘不’”为主题，给学生们上了一

堂特殊的法治课。课堂上，王子

晗身穿警服，一身正气，义正词

严地告诉所有学生：“校园欺

凌行为触犯了法律，如果同学

们遇到校园欺凌，一定要拿起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健康副校长”也是见证

者之一。日前，在健康课上，

宝鸡实验小学的“健康副校

长”——金台区东风路社区

卫生中心主任许明红，将学生

分为两组，一组扮演“支原体

病毒”，负责“传播病毒”；另

一组扮演“病毒卫士”，负责防

止病毒传播。许明红有趣的授

课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让病毒预防知识深

深“种”在了学生心田。

近年来，不少政法、卫生

系统的专业人士，变身“法治

副校长”“健康副校长”，走进

校园，用简洁凝练、生动形象、

风趣幽默的话语，普及法律、

卫生常识，提升广大学生的法

治意识，丰富其健康知识，开

拓了协同育人的新天地。 

群团给力

协同育人活力“足”

协同育人的圈子就像一个

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我市各行

各业的优秀人才向此聚集，并

带动我市中小学校师生走出教

室、校园，走向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滑雪场等“社会大课堂”。

“走，我们去探宝。”近日，

陈仓区新街镇初级中学组织

学生，奔赴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开启“探寻周秦文明”研学

之旅。研学中，师生在宝鸡青

铜器博物院工作人员的讲述

中，透过何尊、逨盘等国宝级

文物，了解了周秦文化。

与新街镇初级中学一样，

宝鸡第一中学附属小学的师

生也开启了研学之旅，他们的

研学目标是“蒙牛乳业”现代

化生产线。活动中，学生们行

走在干净、整洁、漂亮的厂区，

看着有序运转的现代化生产

线，领略到了机械化、智能化

的现代工业魅力。

博物馆、工厂、滑雪场……

近年来，我市中小学生在社会

群团组织的帮助下，走出校园，

走进“社会大课堂”，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红色游学、劳动实

践、工业参观等研学活动，深入

阅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金台区推行集团化办学

让优质资源“遍地开花”
徐红娟  张欣

在家门口有学上、上好

学，是学生和家长的热切期盼，

也是群众关心的实事、大事。

在应对城镇化进程中出

现的教育难题时，金台区积极

探索集团化办学改革，实现了

优质资源从“一枝独秀”到“百

花齐放”的巨变，让家门口有

学上、上好学的梦想变成了现

实。三迪中学宏文校区学生家

长张晓燕就是受益者之一。她

说:“自从实施教育集团化

办学后，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

名校。”

近年来，金台区实施教育

集团化办学改革，化解大班

额，缓解“择校热”，破解了区

域内减负增效、优质均衡发展

难题，走出了一条实现区域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路径，逐步

形成了“一校带多校、校校共

提高”的教育新局面。

“一枝独秀”不是春，整体

提升才是真。金台区实施“总校

+分校”形式，实行“一长多校，

单一法人”管理模式，在办学理

念、师资调配、考核机制、招生

考试等方面实现了统一，全面

打通了管理通道，推进教育集

团内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下

沉、融合，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缩小各校在师资

力量、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差距，

使优质教育资源合成再造，让

优质教育“遍地开花”。

“现在学校环境好了，活

动器材多了，仪器设备先进

了，实验器材也全面了，我们

更喜欢上学了。”三迪中学卧

龙寺校区学生殷佳艺说。

初冬时节，凉风习习，但

难掩菁菁校园朝气蓬勃。学

舞蹈、练书法、下围棋、踢足

球……笔者在三迪中学卧龙

寺校区看到，孩子们正在尽情

地享受多彩的社团课。

“我家孩子就在家门口的

三迪中学卧龙寺校区上学。虽

然我们是从外地来的，但在多

方打听之后特意选择了卧龙

寺中学。”家长曾红说，集团化

办学以后，卧龙寺中学成了三

迪中学的分校，硬件设施和师

资力量有了很大提升，孩子上

学便没必要舍近求远了。

金台区教育体育局副局

长梁生荣介绍说，为调整生源

流量，金台区深化教学改革，通

过“三个课堂”教学改革和集团

化办学，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破解“择校热”难

题。同时，金台区出台随迁子女

积分入学办法，积极落实计划

招生要求；在新福园片区、宏

文路片区实行“共享学区”，设

置过渡期；将行政办公移至学

校一线，负责招生咨询、疑难解

答、现场分流等服务，助力“热

门”学校严控招生计划，薄弱学

校新生人数大幅增加。

集团化办学模式要落地，

优秀师资保障必先行。2024

年，金台区通过事业单位招考

和人才引进等方式招聘教师

245 人，有效缓解了师资短缺

情况；组建了 1 个优秀校园

长工作室，培养市、区级“先进

教育工作者”8 名，命名区级

教学能手 100 人。截至目前，

全区共有区级以上教学能手、

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 1275

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师资保障。

“三迪中学教育集团各成

员校实行统一的教学理念，雄

厚的师资力量加上良好的硬

件设施，相信我的孩子在这里

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金台区

三迪中学总校学生家长常华

满意地说。

三迪中学教育集团总校

长何新胜介绍：“集团化办学

属于深层次融合，我们通过总

校统筹招生、财政、人事等，实

现课程安排、教学计划、教育

教研等的同步，保证优质资源

100% 落地生根。”

“急群众之所急，解百姓

之所忧。”金台区真正把用心

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这句

话落到了实处，始终将群众子

女入学作为重点民生任务，全

力破解“上学难”问题，打造出

了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

校”，为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未来，金台区将继续在教

育改革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

断探索创新，为社会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

宝鸡高新二小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海棠果进课堂当主角

本报讯 “劳动课，我们

摘海棠果。”“我们语文课要

学的是海棠。”“美术课今天

画一画海棠。”……近日，海

棠果“走进”宝鸡高新二小不

同学科的课堂，成了课堂上

的新主角。

宝鸡高新二小校园内的

海棠果近日全部成熟了，为

了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体

验丰收的喜悦，宝鸡高新二

小教育人特意将海棠果“请”

进课堂。劳动课上，学生们

在老师带领下，采摘海棠果

（见上图），并将采摘好的海

棠果运回教室。语文课上，学

生们了解海棠的文化内涵、营

养价值及其药用价值。美术课

上，学生们拿起画笔，将心中

的海棠果定格在画纸上。

宝鸡高新二小负责人介

绍说：“生活即教育。我们将

海棠果‘请’进课堂的做法是

一次有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

这次实践活动在课堂与自然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学生

心中播下了爱自然、爱劳动、

乐于分享的种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记扶风高中教师穆冠群

“穆老师好”“穆老师

早”……11 月 4 日，新的一

周开始了，刚进校门的学生热

情地和穆冠群打着招呼。正

在接受采访的扶风高中教师

穆冠群一边向学生回礼，一边

说：“我当老师要从‘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的故事说起。”

2008 年，穆 冠 群 从 陕

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毕业，舍弃外地名校抛来的

“橄榄枝”，义无反顾地回到

了家乡。“我跟‘杏林’有特

殊的缘分。”穆冠群满脸笑

容地分享说，“我爸爸是杏

林高中的老师，我妈妈是杏

林初中的老师。长大后，我

也成了一名老师。”

回到杏林这块父母“战

斗”了几十年的地方，穆冠群

甩开膀子大干了一场，牢牢

站稳了讲台。

“穆老师的课堂既尊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又让每个

学生都能‘跳一跳’摘桃子。”

“穆老师把研究生物奥

秘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了学

生心中。”

……

采访时，杏林高中几位

教师对穆冠群的评价很高。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穆冠群站稳讲台的

秘密，除了热爱，还有勤奋。

平日里，他不是在研究名师

的经典课例，就是捧着专业

书籍认真研读。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十六年的教学生涯

中，穆冠群先后斩获宝鸡市

中小学教学能手、陕西省优

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扶风县

青蓝工程优秀师傅等荣誉。

责任也是穆冠群站稳讲

台的秘密之一。在看到个别

学生由于心理问题学习困

难时，穆冠群自费学习了心

理学课程，并获得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学专业本科学历和

“三级心理咨询师”的从业

资格。有了专业知识储备和

从业资格，穆冠群自觉担任

起学校的心理辅导教师，长

期义务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

理辅导，助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

根草去。”这是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

真实写照，也是穆冠群的座

右铭。从杏林高中到扶风县

第二高级中学，再到扶风高

中，十六年来，变的是工作地

点，不变的是穆冠群的教育

初心。未来，他将继续坚守自

己的座右铭，努力引导学生

成为更好的自己。

民警进校园普及法律知识

集团化办学让孩子们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