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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阳光洒遍田野，微风拂

过树梢，孩子们站在田埂上歌唱，

稚嫩又清脆的声音婉转悠扬，在田

野间回荡。

他们是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洞

村中心学校“小溪流合唱团”的成

员，课余时间，音乐老师钟琳珊常常

带他们到学校附近的山间练习。

地处大山之中的洞村中心学

校有 200 多名学生，其中多数是留

守儿童。 2017 年，新余学院在这

里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

基地，并成立“小溪流合唱团”，由

学校的音乐老师和新余学院师生

进行辅导。

“ 小 小 溪 流 能 汇 成 大 江 大

海。合唱团取名‘小溪流’，希望

孩子们能走向广阔的未来。”钟琳

珊 介 绍 ，目 前 合 唱 团 有 40 名 成

员，能熟练演唱 20 余首歌曲。

起 初 ，学 生 们 因 为 没 有 接 受

过 专 门 的 音 乐 训 练 ，在 识 谱 、音

准 、节 奏 等 各 方 面 都 存 在 困 难 。

钟琳珊回忆：“教室里，我教学生

练声，他们不理解，经常练着练着

就哄堂大笑；教室外，其他学生好

奇，扒着窗户看，赶都赶不走。”

如何让乐理知识贴近生活，

成了合唱团教学的第一关。“我和

钟老师尝试把他们日常熟悉的动

作节奏编录在音乐节奏训练里，比如跳皮筋

时的‘哒哒、哒哒哒……’，孩子们慢慢有了

兴趣，两三个月后就能完整演唱一首歌。”新

余学院讲师、合唱团第一任导师卢亮说。

以赛促学，以演促练。“2018年，合唱团第

一次站上了县里的舞台。上台前

我比学生还紧张，最终呈现效果

还不错。”钟琳珊说，公开演出和

比赛能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增强学习积极性。6 年来，合唱团

在新余市春节联欢晚会等活动中

演出 20 余次。“现在他们都可以和

交 响 乐 团 合 作 了 ！”钟 琳 珊 满 脸

骄傲。

“音乐能让孩子们的内心更

加丰富，更乐于展现自我。”谈及

学生的变化，钟琳珊说，“我发现

他们更开朗了，经常和我分享学

习生活的点点滴滴；胆子也更大

了，演出后能够和观众互动；孩子

们的个人素质、自我管理能力都

在不断提高。”

四年级学生黄煜凡曾经是同

学口中“不太合群”的男孩子。音

乐课上，钟琳珊发现他有音乐天

分，便邀请他加入合唱团。“黄煜

凡和合唱团其他成员一起练声、

唱歌、演出，渐渐地，他活泼起来

了，交了不少朋友。”钟琳珊说。

“要实现学生全面发展，艺术

教育不可或缺。”洞村中心学校校

长梁小安坦言，过去学校的艺术教

育存在短板，近些年“小溪流合唱

团”开设后，学生的精神面貌得到

了很大改变。

“教育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希望学

生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些内容，有助于他们的

艺术启蒙，种下艺术的种子，养成自信乐观

的 性 格 ，这 会 让 他 们 受 益 一 辈 子 。”梁 小

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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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7月 2日电 （记者喻思

南）情智兼备数字人与机器人的研究、

工业母机精度保持性的快速测评、通

过精准化学实现药物和功能材料的绿

色制造……2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

第二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

协发布 10 个前沿科学问题、10 个工程

技术难题和 10 个产业技术问题。

2024 年度重大问题难题征集突出前沿性、创

新性、战略性，共收到 102 家全国学会、学会联合

体、企业科协和高校科协推荐的 597 个问题难题，

涵盖数理化基础科学、地球科学、生态环境、制造

科技、信息科技、先进材料、资源能源、空天科技、

农业科技、生命健康十大领域。一批院士专家和

国际组织参与问题难题凝练推荐，129 位院士专家

在初选、终选等环节严格评议把关。

自 2018 年以来，中国科协连续 7 年组织开展问

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中国科协将持续关注发布

的问题难题，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聚焦问题难题集

智攻关，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在第二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协还发

布了 2023年“科创中国”系列榜单。榜单经初评、终

评，遴选出先导技术榜 150 项、新锐企业榜 50 项、融

通创新组织榜 10 项、技术经理人先锋

榜 20项，共计 230项入榜项目。

2023 年“科创中国”系列榜单聚

焦“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组织赋能+
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挖掘

了一批前沿技术成果、潜力型科创企

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技术转移

转化人才。

自 2020 年 起 ，中 国 科 协 已 连 续 3 年 发 布“ 科

创 中 国 ”系 列 榜 单 。 3 年 来 ，共 征 集 到 先 导 技 术

榜、技术经理人先锋榜等各类榜单 3781 项，遴选

发布了其中 870 项产学研融合典型成果、机构和

人物。系列榜单的发布促成了 117 项入选项目与

高校、产研院、孵化器、投融资机构、企业等的交

流合作。

中国科协发布 2024年度重大科学问题难题
2023年“科创中国”系列榜单发布

■为梦想奔跑R

“从小立大志，瑞莲吐新荷。徐

州 抗 洪 涛 ，西 湖 荡 清 波 。 一 心 为 百

姓呀，何惧困难多”……

走进四川省眉山市苏洵小学的

多功能教室，正是课前一分钟。三年

级（9）班的学生们正在唱儿歌，还不

时加入动作，双臂举在胸前，化身手

捧“书卷”的小诗人。

一旁，两个“生面孔”正依次分发

印有传统纹饰的书签，引来孩子们好

奇的眼神。这时，铃声响起，班主任走

到讲台前：“今天，我们邀请四川大学锦

江学院的两位老师来上课。”

简单的开场白后，思政课教师周

巍提问：“同学们，先来猜个谜语，打

一个人名，看谁猜得又快又准。”一说

猜谜，班上立马活跃起来。

“眉山人”“唐宋八大家”“明月几

时有，把酒问青天”……听到一条条

线索，谜底就在嘴边，孩子们纷纷举

手 抢 答 ，“ 苏 轼 ”“ 东 坡 居 士 ”“ 苏 子

瞻”。

“ 很 棒 。 我 们 这 位‘ 老 乡 ’确 实

太 有 名 气 。”周 巍 说 ，在 眉 山 ，三 苏

祠 、东 坡 城 市 湿 地 公 园 等 地 方 都 与

苏轼有关。“如果没有苏轼 ，生 活 会

有什么不同？”

一个假设，让学生陷入思考。前

后排 4 人成组，大家展开了讨论——

“ 中 华 文 学 宝 库 可 能 就 少 了

像《念 奴 娇·赤 壁 怀 古》这 样 的 千

古 名 篇 。”

“没有他，西子湖畔就没有造福

百姓的苏堤。”

“ 也 许 就 没 机 会 看 到 东 坡 提 梁

壶，设计多么精美。”

…………

旁听的几名教师也纷纷加入，鼓

励学生：“想法很有创意！”“一个有趣

的回答。”

其 间 ，周 巍 把 提 前 准 备 的 资 料

图 片 陆 续 贴 在 黑 板 上 ，形 成 板 书 思

维 导 图 。 大 家 边 看 边 议 ，讨 论 更 加

热烈。

随 着 讨 论 声 渐 弱 ，周 巍 继 续 讲

解。“我们今天学习和了解‘三苏’的

故事，也是在感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从‘三苏’的故事中，我们能感受

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坚定文

化自信。”话音落下，周巍又留了一道

思考题：如果与“三苏”相遇，你们会

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课堂时间过去一半。

接下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思政课教

师 杨 扬 开 启 了 以“‘ 三 苏 ’家 风 润 童

心”为主题的讲授。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清廉，

一 个 个 故 事 娓 娓 道 来 。 摆 出“ 家 风

树”道具，播放动画片《少年苏东坡传

奇》，多种教学手段调动着孩子们的

注意力。

最后，杨扬拿起课前发的书签布

置作业，“请写下自己的家风故事，与

同学们分享。”话音刚落，下课铃响，

大家仍意犹未尽。

当学生们走出教室，一场“趁热

打铁”的评课活动随即开始。

“平时讲‘三苏’忧国爱民，学生

的认识还不到位。怎么把重要概念

具 体 化 ，讲 活 道 理 ？ 这 堂 课 做 了 探

索。”苏洵小学一名思政课教师说。

“五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专设

弘扬优秀家风章节，‘三苏’家风的故

事能巧妙融入其中。”眉山市教体局

德育专干补充。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思政课教师提

醒，“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们将学习

‘三苏’文化获得的知识和感悟用到生

活中……”

“三苏”文化，如何融入思政课教

学环节？眉山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

一体化研究中心怎样提高共建共享

成效？教师们讨论热烈——

发挥高校教师理论水平优势，选

派经验丰富的教师走进中小学，开展

培训研修；

依托“东坡文化讲师团”，开展流

动课堂，形成符合不同学段特点、可

复制推广的“金课”；

用 好“ 东 坡 诗 词 操 ”“ 东 坡 小 书

童”等品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听“三

苏”、学会讲“三苏”。

…………

一堂课，现讲现评，收获满满。

校 园 中 ，随 处 可 见“ 三 苏 ”诗 词

文 赋 ，传 递 出 学 校 的 育 人 理 念 ；图

书角，《苏洵小故事》《我爱苏东坡》

等 校 本 读 物 陈 列 其 中 ；走 廊 上 ，家

风 家 训 主 题 的 美 术 作 品 连 成“ 书 画

大道”……

一名学生在课堂分享感悟：“我

参加了‘苏娃讲苏府’志愿者队，在三

苏祠醉翁亭记石碑前讲解时，感觉就

像在与苏东坡对话。”

“一门父子三词客”，这是自古颂

扬的文化传奇。在东坡故里，千年文

脉仍旧滋养着校园育人沃土。

四川省眉山市邀请大学教师走进小学课堂，共上思政课

东坡故里话“三苏”
本报记者 黄 超

■解码
思政课怎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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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2日电 （记者张贺）由中

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

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44 场活动 2 日在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举办。中

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李忠杰在活动中作演讲，题为《弘扬兵团

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李忠杰表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

的大家庭，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

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

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格局，共同守护我们的祖国家园。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又一代

兵 团 人 扎 根 新 疆 、报 效 祖 国 ，在 建 设 新 疆

的 伟 大 实 践 中 孕 育 出 热 爱 祖 国 、无 私 奉

献 、艰 苦 创 业 、开 拓 进 取 的 兵 团 精 神 。 这

是 民 族 精 神 和 时 代 精 神 的 具 体 实 践 和 生

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当日，可克达拉市机关各部门及各直属

单位党员干部、师市先模人物、连队职工、志

愿者、青少年学生和市民代表在现场参加活

动。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对活动进行了

现场直播。

“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 144场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