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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所呼，海有所应。
多年来，沪滇两地在帮扶协作中，互

通有无、相汇交融。教育事业，关乎着国
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是沪滇协作的
重点工作，各方都十分关注。5月20日，
由上海市青基会、上海市希望志愿中心
联合主办的“2024云南希望小学教师培
训班”正式开班。

勐海县西定乡贵人鸟希望小学的老
师万顺岚介绍起沪滇帮扶协作的岁月，
满是感动。万老师的学校地处边境，毗
邻缅甸山，是一所村级寄宿制完全小学，
全校在校学生332人，有哈尼族、布朗族、
拉祜族以及汉族四个民族。“我到校任职
还不满5年，算是我们学校教龄最长的教
师了。另外，我们学校还缺乏专业的任
课教师，幸运的是，我校引进了上海的

‘希望网校’项目，上海的志愿者老师们
为我校的同学们带来一堂堂生动的音
乐、美术、科学、法治、朗诵、英语课，他们
用专业的知识和魅力开启了同学们新世
界的大门，也让同学们了解到了外面的
世界，充满了对世界未知的探索。”

一席话语让云南临沧和西双版纳的
教师们感慨万千。

据悉，希望小学教师培训项目自
2000年实施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
持和参与下，已为全国各地培训希望小
学教师22200余名，其中培训云南希望小
学教师12600余名，这是上海青基会多
年来与云南教师的互动成效。上海作为
希望工程全国培训基地，后续还将聚焦
助学育人目标，融入“沪滇协作”工作大
局，更好彰显教师培训的社会价值。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如何爱
国？昨天上午，在嘉定区教育系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主题展示活动
上，来自小学、初中、高中的三位老师，围绕
同一部电影《长空之王》，开展了一次跨学
段、跨学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有一门光
影中国课，它由5位教授联合授课，很受大
学生的欢迎。于是，上海大学把这个做法
的经验辐射到了小初高学段，与上海大学
嘉定基础教育集团的老师们一起，立足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关键词，构
建了一套贯穿教育集团小初高三个学段的

“影领成长”课程体系。
这个课程体系由10个专题构成，鼓励

老师们以问题引导的方式，围绕同一个专
题、同一个问题，观看同一部电影，来开展
跨学段、跨学科的价值观教育。

比如，“中国英雄”专题，对应的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题。三个学
段的老师都选择了《长空之王》这部电影，
引导同学们探究“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如
何爱国”。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小学的李老师
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学唱一首影视
主题曲。岳同学所在的小组选择了《长空
之王》的主题曲，但在学唱的过程中，同学
们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学认为，开头的演唱
要轻柔舒缓，而岳同学则认为，这是一部反
映战斗机试飞员的影片，主题曲应该激情
高昂地唱。

面对同学们的疑惑，李老师启发道：
“看影片前，你们听说过战斗机试飞员这个
职业吗？”同学们表示不知道。“这部电影刻
画的是一群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依然默
默无闻的英雄，用怎样的声音才能表达这
份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感呢？”随着李老师的
不断分析，岳同学逐渐明白，英雄从来不会
高声为自己唱赞歌，他们通常都默默如常
地做着感天动地的壮举，“这首歌的开头就
像是试飞员在唱自己的心声，所以唱的时

候要轻柔，力度不能太强。”
明白了这一点，爱国的种子也在同学

们心中开始发芽。但同时，他们又产生了
另外一个疑问：试飞员默默无闻地做着这
些，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了什么？

类似的疑问，在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
云中学八年级同学上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一课时也存在，不少同学疑惑：在和平年
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惜一切去维护国家安
全、捍卫国家利益？

思政老师以《长空之王》这一影片作为
教学资源，通过项目化学习的方式，引导学
生在做中学、学中悟。同学们分成小组，通
过电影小报的制作和展示，让更多同学了
解那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安全而奋斗
在第一线的试飞员们。小报的版面设计图
文并茂，不仅概括了电影概要和观影感受，
还很巧妙地把《道法》学科知识融合进来。
在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结合起来的过程
中，爱国的种子也在同学们的思辨展示中
成长起来。

而在上海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老
师则让学生结合《长空之王》中的人物形象
和故事情节，思考其中展现的精神品质和
人生选择对自己有什么启示，并联系自己
的生活，以《和平年代，我们怎样爱国》为题
写一篇演讲稿。

苏张扬同学写了一篇演讲稿，却被其
他同学评价为“有点空”。在仔细对电影中
的人物进行了分析后，他意识到，电影中最
打动人的不是那些台词文字，而是融入骨
血的家国大义。对演讲稿进行修改后，获
得了老师、同学的一致认可。

这三个学段三门学科的教师同台现场
说课，展示了“爱国”主题落细落小落实在
不同学段、不同学科课堂中的实践做法。
活动中，上海高校“大师剧”中小学校园行
项目也正式启动，一批“大思政课”兼职教
师被授予聘书。

现场，嘉定区还以读本、唱片等成果辑录
和篆刻、书法、草编、剪纸、竹刻、陶艺等多种艺
术形式，以及学生现场社团活动，多途径多载
体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成效。

山海相约写新篇

云南希望小学教师来沪“充电”

五月的上海阳光明媚、绿意盎然，位于松江区的希望工
程全国培训基地再次迎来50名来自云南临沧和西双版纳的
教师。2024云南希望小学教师培训班在此举行，来自彩云
之南的教师在党的初心始发地接受为期5天的培训，他们访
问申城名校，参观上海地标建筑，参加专题讨论，感悟初心使
命，一起讨论如何做有情怀有温度，放眼世界的好老师、大先
生，为云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而努力。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来自云南的教师们在培训班上认真听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为了更好地托举起边境多民族青少
年，助力孩子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本
次培训班主办方为学员们准备了丰富的
课程与活动，既有业务课程，又有思政课
程；既有团建活动，又有分组讨论；既有
红色史迹寻访，又有现代化城市观摩。

鲁文华是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一所
乡村小学的校长，他坚守三尺讲台二十
年，一直潜心教书育人，这是他第一次走
出云南，来到上海参加培训。他所在的
学校现有教师12人，义教生263人，全寄
宿。提起自己团队和学生，鲁文华满满
的骄傲：“我们很多学生为上学，要翻山
越岭走十多公里。他们的学习都很努
力，近几年，我们学校教育成绩在临沧市
能排进前十五。”鲁文华坚信教育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学生们离开落后的家乡，而
是为了家乡不再落后。“所以我很珍惜这
次来沪的机会，希望通过这5天的培训，
提升我的教育理念，提高我校教育质
量。”

培训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天，可主
办方精心准备的课程与活动，让来自云
南的教师们深感收获满满。“这次的培训
内容很丰富，上海的教育教学理念多元、
包容、辩证，让我耳目一新。”景洪市普文
镇中心小学85后教师刘剑芳是一名扎
根在教学一线15年的优秀教师，在学校
主要承担德育工作和四年级语文教学工
作，她表示将带着新思路、新方法回到岗
位，将培训所学应用到教育教学中，为家
乡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初心如磐数十载
云南上海互动交融

精品课程干货满满
托举云南学子美好未来

和平年代应该如何爱国？
三个学段老师围绕同一部电影开展价值观教育

教师与学
生交流互动。

青年报记
者 刘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