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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的花儿 甜蜜的石榴
——青海省西宁市教育局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纪实

◎ 肖子树

青藏铁路花园学校前身为兰
州铁路局西宁铁路分局职工子弟
第一中学，是一所传承青藏铁路红
色基因，赓续青藏铁路精神血脉的
学校。学校通过建设“青藏铁路精
神展示馆”，教育引领广大师生深
切感悟青藏铁路精神饱含的爱国
主义的豪情壮志、顽强拼搏的英雄
气概、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团结
协作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青藏铁
路花园学校永远的精神标识和共
同价值认同。“广大师生在不断赓
续红色血脉的过程中，自觉将这种
精神融入学习和工作中，不断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藏铁路
花园学校副校长王小易说。

漫步西宁市海湖中学教学楼
走廊，头顶的天花板用灯带装饰出
五十六个民族的图腾标志，两侧墙
体分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我眼中的青海、青海民俗文化、
诗画青海、青海历史印记等；操场
外围的教学楼墙体外廊，分别展示
了五十六个民族文化、传统节日、
二十四节气、京剧、四大发明等内
容；操场台阶上，雕刻着丝绸之路、
唐蕃古道、民族融合等主题诗画。

“两廊一阶梯是学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努力做到知
识与意识的有机结合，营造出中华
民族共同体大态势大氛围。”校长
赵鹏翀说。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红领
巾石榴籽乐园，广大师生通过民族
服饰展示区、民族绘画书法作品展
示区、少先队风采展示区、民族英
雄故事讲解区、中华民族一家亲皮
影戏表演区、民族卡通笑脸墙打卡
区了解到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
生活特点，还能现场参与体验民族
乐器、民族歌曲、民族舞蹈，营造各
族师生和睦相处、相互尊重的良好
氛围。西宁市国际村小学、育才学
校等学校以民族舞蹈、民族乐器、
民族工艺、民族体育等为主题打造
的特色长廊，集中展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髓，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
将各民族传统文化扎根于心。十里
铺小学以传统节日、民族服饰等为
主题班级文化墙，生动形象地展现
各民族民风、民情和民俗，让每一
面墙都散发着民族团结的芬芳。西
宁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建设以红色
青海场馆、民族非遗文化长廊、生
态青海场馆等为主题的民族团结
进步基地，现已投入使用，努力营
造处处能看见，时时能学习的良好
氛围。

西宁市教育局结合校园文化阵
地建设，在全市各学校开展中华文
化符号和视觉形象建设行动，充分
发挥学校宣传阵地作用，大力推广
中华文化符号进校入班，优化视觉
形象建设，营造校园浓厚宣传氛围。

2023年，青海省西宁市教育局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以交往、交流、

交融为载体，不断探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思路、

新方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教育引导各

族师生成为民族团结的维护者、促进者和建设者，

在全市各校园中精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培育出

有形有感有效的累累硕果。

2022年暑期，在家人的鼓励
和支持下，西宁市沈那中学“90
后”教师李倩“抢”到一个青南支
教名额，前往玉树藏族自治州玉
树市第一民族中学开展为期一年
的支教服务。站在讲台上，李倩就
从学生们的眼里看到了淳朴和好
奇。很快，李倩就跟这些“00后”
成为知心朋友，时常跟学生分享
西宁的发展，以及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也激
发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中考成绩
出来后，她所教四个班级的道德
与法治平均成绩排名全市第二。

“离开学校时，闻讯赶来的家长手
持哈达夹道欢送，我能感受出来，
他们是特别懂得感恩和尊师重教
的。”李倩说。

西宁市第五中学“90后”教师
董生珠是为期一年半的“组团式”
教育帮扶工作组成员，帮扶学校是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民族
中学，董生珠担任化学备课组组
长。针对化学教学实验这一薄弱环
节，她不断优化课程设计，带领教
师和学生积极参加各级赛事，共同
打造化学公开课、精品课。今年8
月18日，董生珠与大武民族中学
教师加羊东知、更措吉共同打造的
《探究乙醇的化学性质》一课，在青
海省教育厅举办的第六届全省中

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中获得一
等奖，入选2023年青海省实验精
品课及教育部实验精品课遴选资
格。在随后的比赛中，三人均获得
实验教学能手荣誉称号。“这是我
州教师的实验课在支教教师的引
领下，首次在省级评选活动中获
奖。”果洛藏族自治州教育局在全
州范围内通报表扬通知中指出。

西宁市第十二中学依托集团
化办学，充分发挥新时代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主阵地作用，选调骨干教
师定向支教湟源县日月藏族乡中
心学校、哈城学校及寺寨乡中心学
校等城乡中小学，促进各族师生之
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根植于河
湟大地的民族民间艺术是各民族
智慧的结晶，我们通过各类活动、
载体，让不同文化元素在校园融
汇、交流，不断提升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强烈认同感和自豪感。”第十
二中学党委书记刘家荣说。

今年以来，西宁市教育局充分
发挥西宁与民族地区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选派278名教师前往青南
地区进行支教，遴选24名教育人
才开展“组团式”国家乡村振兴教
育帮扶工作，对民族地区课程设
计、教研打磨、教学理念等传帮带
作用日益凸显，优质教育资源辐射
民族地区能力不断提升。

书法艺术的背景是中国传统
文化，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小篆、
隶书、楷、行、草书等各个阶段的演
变，一直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漫步西宁市第二十一中学校园书
法碑刻长廊，方正古朴的汉隶《张
迁碑》，秀美飘逸的《曹全碑》，甲
骨文、秦篆、汉隶和魏晋、唐宋元明
清及近现代书法名家名作、教育家
书法，学校师生书法碑刻等，让人
能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博大
精深。围绕书法碑刻长廊，学校小
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均建立起书
法、碑拓等社团，各族青少年在教
师的指导下欣赏、体验书法、碑刻
和拓片的文化内涵，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戏曲从
一诞生起，就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
缘。西宁市第二中学与西宁市群众
艺术馆合作实施“星火计划”，每年
在初高中起始年级进行艺术课走
班制教学，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
同时，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
厚的民族情感，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西宁市东关回族女子小学从
土族、撒拉族、藏族、回族等的民族
舞蹈中提炼适合学生的经典片段
编排“民族舞蹈操”，通过载歌载
舞、自由活泼的形式，拓宽工作载
体，彰显民族特色。湟源县大华镇
中心学校邀请武汉海淀外国语实
验学校研学支教团队及青海聚贤
书画研究院的书画家们进校园，开
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谱写民族复兴新时代赞歌”为主题
的现场书画创作、展示活动，并指
导学生习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师生们的审美情趣。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积极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开展

“中华颂·传承中华文脉”“经典诵
读”“传统手工技艺体验”等专题活
动和“非遗传承、指尖跳跃、妙笔生
辉”“手拉手、心连心”等主题研
学，推动“河湟剪纸”“青绣”“湟中
农民画”等非遗文化进校园，促进
市域内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
融，不断激发师生对中华文化的强
烈认同感。同时加大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成立西宁市语言文字达
标校建设评估验收专家库，圆满完
成市级语言文字达标验收工作。

“滴水在大海中才能得到永生，生命在团
结中才能绽放光芒。我们每一个泉韵的小水
滴，就像一颗颗石榴籽一样，要紧紧抱在一起，
共同汇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西宁市晓
泉小学依托中华小记者项目，组建泉韵红领巾
电视台，就民族团结、道德风尚、传统文化等主
题采访各领域模范带头人士并制作视频节目，
在广大师生和家长之间引起广泛共鸣。“此外，
学校通过打造‘泉韵讲堂’，邀请从事医生、警
察等职业的家长进校园上讲台，为学生讲述各
自的从业经历与感人事迹，推动各族师生、家
长之间的交往交流，激发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晓泉小学校长王琳说。

今年11月初，在西宁市教育局的组织下，
36名来自青藏铁路花园学校、晓泉小学、大通
县青山乡中学中心学校等学校的小学生代表
赴江苏省南京市开展“‘宁宁’牵手，相伴成
长”主题研学活动。孩子们来到南京博物院，
深入了解南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风情，
追溯古代文明发展历程和历史足迹；来到中
山陵，孩子们缅怀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在六朝博物馆，孩子们通过丰富的文物古迹
资源感受中华文化、文物与艺术作品的魅力；
在夫子庙，孩子们逛市集、品小吃、赏建筑、学
知识，感受十里秦淮的繁华景象和特有风貌，
体验南京传统文化习俗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
力；在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孩子们了
解科举历史，体验古代学子赶考之旅的艰辛；
来到南京城墙博物馆，孩子们从设计思想、筑
城技术、军事防御、遗产传承等方面，全面了
解南京城墙的历史文化及遗产价值；在南京
大学仙林校区，孩子们探寻百年学府的智慧
与传承，零距离接触大学生活，树立远大志

向，实现人生目标。
西宁市第二十二中学利用毗邻青海民族

大学的便利条件，共同开发“行走的课程之我
心中的大学”思政一体化课程，组织学生走进
青海民族大学校史馆、民族博物馆、图书馆和
各院系参观学习交流，助力学生进一步开阔眼
界、提高境界，为学业发展规划打下良好基础
的同时，加强学生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感性认
知，体会到民族团结的力量。十里铺小学引进
棒球、射击、锅庄等多元文化，在开展剪纸、民
族舞、书法、电子琴等专业教师教授的社团活
动的同时，开设珐琅掐丝画、纸伞画、粮食画、
扎染、脸谱等艺术课程，让孩子们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认识到民族多元文化
的交融。第二十一中学充分调动小学、初中、高
中各阶段学生业余爱好与学习兴趣，分别组建
105个社团，为各族青少年提供广泛的交往、
交流、交融平台，进一步增进学生身体素质、文
化知识、艺术素养、科学认知。

近年来，西宁市教育局通过请进来、走出
去的方式，邀请南京、北京等地青少年来西宁
并组织西宁市青少年赴省外，开展“牵手相
伴·共同绽放”“红色领航助成长·石榴结籽一
家亲”等主题研学、夏令营活动，推动各民族
青少年广泛交融；与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南藏
族自治州等地共49所学校开展手拉手帮扶、
参观交流、微研学等活动，各族青少年在交流
交往中相互理解尊重、包容欣赏、学习帮助；
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童心向党”“中华
民族一家亲”等专题活动和“手拉手、心连心”
等主题研学，促进市域内各族青少年交往、交
流、交融，不断丰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
厚植各族少年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怀。

“九年级学生对我国是一个团
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大
家庭、维护和促进民族团结等已经
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西宁市第
十一中学思政教师王丽在教学道
德与法治科目九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和谐与梦想》中，通过讲解青海
省民族地区的团结发展，让学生感
知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构
成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进而
通过了解西宁之美，感受到民族团
结近在身边，进而实现知行合一，
勇担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使命。围绕“大思政”，第十一
中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融入语文、政治、历史课程，实
现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质变的
同时，深入挖掘各学科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元素打造“微课堂”。“新时
代、新形势下的教书育人、立德树
人如同每餐必食的盐。因此，教师
要持续提升自身素养，努力做到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第十一中学校
长王江说。

西宁市虎台中学在课堂教学
中充分挖掘语文、政治、历史、地
理、音乐等学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融入点，开展以“探讨
学科教学如何融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为主题的研讨
课，创建以“五个认同”“四个与

共”为主题的分级课程，精心打造
《驿路梨花》（语文）、《同心共筑中
国梦》（政治）等8节示范课，开展

“信仰公开课”评比展示活动，打造
“大思政”精品课20余节、百名教
师讲百年党史100讲，确保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进学校、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海湖中学在
日常教学中，通过发掘文、理科各
课程和社团等活动中的民族团结
进步因素并加以延伸，在学生心中
埋下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的种子，
教师加以思想引导、心理疏导、生
活指导、学习辅导，让种子向下扎
根向上拔节。

西宁市教育局围绕“大思政
课”，善用“大”的资源、汇聚“大”
的合力，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多
项工作，不断丰富思政课的内涵。
同时，结合新时代、新形势对思政
课提出的要求，把思政教师队伍建
设摆在教育改革发展更加突出的
重要位置，不断加大对思政课教师
在思想理论武装、创新教学方法、
跨学科知识融合、心理辅导与沟通
技巧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
的政治素养与学科素养，激励教师
强化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担当作
为，全力推动全市大中小学思政教
师队伍一体化建设。

“三交”活动培育团结花

传承经典促进心连心

支教青南共描同心圆

阵地建设营造大氛围

丰富内涵实现大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