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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策并举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 丁岚 戚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源
泉，是中华民族历史中道德、文化、观念的载体。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到基础教育的过程
中，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其传
承和弘扬的最佳途径。中学时期是学生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但这个年龄阶
段的孩子排斥生硬的灌输和说教。我们应以创新
的理念为指导，多策并举，用丰富多彩的活动激
发学生兴趣，使之主动学习、乐于参与，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是开展国学教育，弘扬传统文化。国学是
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载体，学国学可明得失、鉴
是非、知兴衰、辨善恶，提高人文修养和德行素
养。学校可编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本教材，
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可开设太极拳、京
剧、书法、诗词、陶艺等选修课，挖掘每一个孩
子的长处和闪光点，还可举办名著赏析、诗文背
诵、汉字 听 写、成 语 问 答 等 多 样 的 “国 学 大 擂
台”，让学生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抑或举
办传统节日游园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

二是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践行立德树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继承。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地体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在凝练并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学校可组织学生通过观看道德模范
事迹、讲述道德故事、诵读道德经典、畅谈道德
感悟等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组
织主题班团会、诗文朗诵会、课本剧展演、特色
班集体创建等活动，关注学生精神与心灵的成长。

三是开展爱国教育，树立家国情怀。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从校园走向校外，多渠道、
全方位地开展。学校可挖掘校友资源，通过建立
纪念馆、开设选修课、走进故居等方式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有责任、有担当等美德; 挖
掘家庭 教 育 资 源，组 织 开 展 征 集 “我 的 家 风”
“家长讲家风”等活动，用优秀家风带动优秀校
风，用优秀校风培育优秀人才; 挖掘社会资源，
把厂矿、纪念馆、博物馆作为学校的社会实践基
地和德育基地，弘扬爱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第一中学)

实践共同体推动新时代教师专业发展

◆ 王钢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进入新时代，高素质
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备受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理
念经历了重要转向，从理智取向到生态取向，从
专业个人主义到实践共同体。在教育领域，实践
共同体是由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对相同问题抱有
热情的教师组成的学习型团体。它以解决教学中
的问题为抓手，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目标，在
构筑互惠环境、创设对话平台、搭建成长通道方
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为此，建构具有共同愿景、
承袭合作文化的实践共同体是新时代教师专业发
展的有效途径。

实践共同体为教师营造互惠共生的环境。教
师的专业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一定的生态
环境之中。依托实践共同体，教师相互交流、讨
论，加强情感和认知互动，从个体的 “我”转型
为集体的“我们”，破除传统 “我的地盘我做主”
的封闭式教学样态。教师专业发展不再是闭门造
车、孤军奋战，而是有同伴的互助、同行的启发
以及专家的引领。通过教师间的合作实践，强化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激发创造潜能，
产生创新成果，彰显实践共同体的归属感。

实践共同体为教师创设对话交流的平台。本
质上，实践共同体是一个对话共同体。在平等自
愿、协商互助的前提下，对话可以让教师更加自
由地阐述观点，全面审视教学实践，改善自身的
教学行为及反思意识。通过与专家及共同体成员
的对话，教师不再是知识和技能的接受者，而是
共同体中知识的分享者和贡献者，成为实践共同
体生产与再生产的推动者。可见，实践共同体使
教师专业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接受走向分享，
体现实践共同体的获得感。

实践共同体为教师拓宽专业成长的通道。基
于教师差异性的发展需求，实践共同体应做到外
部培训与内部建构并重。利用教师专业成长案例
研究、专家同伴研训一体化和校内校际交流等不
同路径，提供类型多元的发展通道，有助于形成
设计科学、保障有力的多通道教师成长机制，提
升实践共同体的认同感。诚然，实践共同体的建
构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只
有立足国情，突显校本意涵，才能不断助推新时
代教师专业发展。

( 作者单位: 巢湖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