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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师生走进天博同上一堂“行走的思政大课”

科学启迪智慧 教育点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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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红色传承教育

积极探索活动育人模式

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
在考察平津战役纪念馆时强调，“对中国革
命战争史要学而时习之，珍惜来之不易的
红色江山，发扬革命传统，增强斗争精神，
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今年11月29日是平津战役发起76周
年纪念日，当天，天津商务职业学院组织
师生走进天津博物馆，在红色展馆里开展
了一场“行走的思政大课”，深刻感悟初心
使命，坚定赓续奋斗决心。学校党委书记
马雷讲授现场党课，学校领导班子及校院
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全体思政课教
师和思政理论社团学生代表参加。

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
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为纪念中共天津地
委成立100周年，天津博物馆推出“相约�
起航——天津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原创
展览。津门大地、红色脉动孕育了革命的
先声与时代的变革，学院师生跟随讲解员
穿越百年时空重温革命历史，驻足于一件
件厚重的历史文物展品前，激荡起继承先
辈遗志、建设美丽中国的无限豪情。

天津红色资源研习社成员、金融2407
班学生王露晓表示，实践教学让思政课
“活”了起来，更激发了大家作为新时代大
学生的斗志，“我们要接过先辈们传下的

接力棒，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为祖国、为
天津的发展作出青年一代的贡献。”

思政课教师雷丽云表示，本次研学透
过一份份珍贵的文物史料，仿佛回到了那
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与革命先烈进行
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聆听这些
文物背后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革命
故事，我深刻感受到仁人志士为新中国的
建立做出的英勇斗争和伟大牺牲。作为
新时代的青年思政课教师，要立足本岗本
责，坚定历史自信，讲好新时代思政课。”

该校党委书记马雷表示，天津商务职
业学院党委始终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通过深入抓好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
政治工作，持续练好治校办学基本功。本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研学，从党委扩大
到基层党组织、思政课教师、学生思政理论
社团，突破课堂的局限，干部师生同学同研
同感受，是一次引起高度共鸣的精神和弦，
也是学校思政教育模式的有效创新。下一
步，学校将继续积极推进“大思政课”示范
校建设，不断创新“五育并举”教育模式，深
化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培育时代新人，在理
论研究、课程教学、实践育人等方面努力取
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贡献商职力量。 通讯员 刘晓璇

经验分享

日前，2024年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
大赛红色文化赛项落下帷幕，我市共有563
名中小学生参加全国决赛，108人获得一等
奖，市教科院信息中心获得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市教科院信息中心积极创新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承教育的方法
路径，充分整合国家及天津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的优质资源，多维度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实践。通过经典诵读、软硬笔书法、
党史知识竞赛、革命遗址实地考察以及红
色影视作品观摩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
系统加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道
德建设，让红色基因深植我市中小学生心
田，并切实转化为自觉行动。在不断探索
活动育人模式的过程中，市教科院信息中
心着力构建“四个一”工作体系，不断提升
育人成效。

办好一类活动

依据教育部面向中小学生竞赛“白名
单”活动项目的安排，以“品读英雄故事，
致敬心中英雄，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组
织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党史知识竞赛
天津市选拔赛活动。该活动将党史知识
学习线上答题与线下活动实践相结合，引
领广大青少年追寻红色记忆，厚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同时，以
“我心中的红色圣地、红色事迹我来讲、我
是小小红色文化传承人”为主题，组织青
少年开展学习红色文化、讲述红色故事、
创作红色作品、传播红色精神等系列活
动。此举旨在促进中小学生在实践过程
中深刻感悟红色文化的内涵与意义，有力
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工作有序开展。

用好一批资源

引导学生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从小
学党史”专栏进行自学，开展党史诵读微
视频录制活动，以此培养中小学生的诵读
兴趣，锻炼其表达能力，提升自信心，让学
生在完善作品的过程中尽情享受成功的
喜悦，引领我市广大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地
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数字
化转型战略部署，充分借助数智技术，探
寻红色文化传承的新质生产力，实现学生
学习平台数字化、学生作品数字化、评价
方式智能化、成果展示网络化。积极探索
以学生案例作品、优质教学资源、地方特

色资源构建全面涵盖红色理论、红色历
史、红色精神、红色楷模、红色艺术、红色
基地等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资源体系，逐
步完善开发遴选、质量保证、动态更新、优
质奖励的资源建设机制，以迎接红色文化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搭好一个平台

充分发挥中小学生作为数字时代“原
住民”对数字化信息与交互性新媒体所具
有的亲近感与认同感，利用数字媒体技
术，发挥网络育人功能。引导学生应用数
字平台，将国家及天津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的相关栏目、模块作为红色文化学习的
网络主阵地。在天津中小学智慧教育平
台“个性化学习”栏目中开设“党史在我
心”书法作品网络展播模块，以国家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党史学习”专栏、党史学
习教育书目等作为作品书写内容，精心遴
选并展播学生的党史知识书法作品。学
生将研读党史著作与书法传统文化学习
有机融合，在“跨学科”的数字化实践过程

中，持续深入推进党史学习进校园，在提升
学生数字素养的同时传承红色基因，培养
适应未来智能社会的时代新人。

形成一系列成果

在组织活动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参与热情和主动性，在活动中设立“诵
读之星”“书法展播作品”“优秀实践作品”
等激励措施，以优秀作品、案例在平台的展
示交流促进共享与提升。2021年以来，以
“党史在我心”为主题形成《红领巾心向党》
《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力量》《新时代的
伟大成就》等优秀微视频作品200余件、软
硬笔书法优秀展播作品300余件，全市共
有8000人次中小学生参与党史知识竞赛
系列活动，覆盖全市16个区300多所学校，
进一步凸显了以数字化实践活动在开展传
承教育、弘扬红色文化的规模化效应。

通过四年来以中小学数字化实践活动
弘扬红色文化的探索实践，市教科院信息
中心发挥数字化新动能，在我市中小学逐
渐夯实了红色文化传承基础，丰富了传承
形式，筑牢了思想根基，真正做到以数字技
术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成滋养青少年心灵
的精神养料，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好青
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的指示精神切实落到实处。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技术与信

息化研究中心 吴勇 张静

近日，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第39协作组成果经验交流会暨
2024年天津五中科学教育活动周总结大会举行。此次活动以
“科学启迪智慧，教育点亮未来”为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呈现，全国近百所中小学校长、教师汇聚五中，共研共享科学
教育发展新路径。

为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创新人才贯通式培养，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天津大学智能和计算学部与天津五中共同举行了大中贯通式人
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这一合作将为三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
方面的深度合作筑牢坚实基础，为培育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贡献力量。

活动中，天津五中校长王勇以《创新科学教育“3+模式”，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奠基》为主题，分享了天津市第五中学科学教育
“3+”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八项”工程为助推，该校力求达成“提
升科学素养、筑牢家国情怀、培养创新人才”的愿景，为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赋能。与会专家表示，天津五中在科学教
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项目展示部分精彩纷呈，学生们带来的化学校本实验展示，
如鲁米诺反应、大象牙膏等，让人看到了化学的神奇魅力。地源
热泵项目、运河文化项目研究汇报等也充分彰显了学生们在科
学研究方面的才华与潜力。手摇电梯、阴阳壶演示、川剧变脸和
人形机器人表演等内容，更是学校人人有点子、班班有项目的具
体体现。

活动现场，3D打印、激光雕刻、无人机、机械臂、机械蛇等三
十余个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学生的目光。智慧校园展示屏、无
人驾驶技术展示等则让人们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强大力
量。此外，学生们还展示了他们亲手制作的项目作品，如阴阳
壶、气球图钉、自制吸尘器、模拟呼吸模型等，充分展现了他们的
创造力与实践能力。“天津五中将继续秉持‘科学启迪智慧，教育
点亮未来’的理念，为推动科学教育的深入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
和力量。”王勇说。 记者 张雯婧

日前，天津市第五中学举行全国科学教育实验校第39协作

组成果经验交流会暨2024年天津五中科学教育活动周总结大

会。全国近百所中小学校长、教师汇聚一堂，聚焦科学教育，共

研共享发展新路径。 本报记者 刘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