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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在 江 苏 教 育 最 前 沿

本报讯(记者 王玭）3月 16日，全省
教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
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葛道凯对全省教育系统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活动进行动员部署，省委教育工
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徐子敏主
持会议。

葛道凯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
国的迫切需要，是纵深推进教育系统全
面从严治党、提升党建质量的内在要求。

葛道凯表示，要准确把握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学党史、悟思想，深
刻铭记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付出的巨大
牺牲、展现的巨大勇气、彰显的巨大力
量，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
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
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系统掌握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
的重大理论成果，学习传承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领
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
的宝贵经验。要学党史、办实事，把解决
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教育
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办好一批实事
难事要事，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确保
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推动教育评价
制度改革，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贡献度，
建强新时代教师队伍。要学党史、开新
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对标现代化教育
强省的目标任务，高水平编制“十四五”
发展规划，使得教育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供给方式更加多样，公平底线更加牢固，
发展活力更加迸发，服务成效更加凸显。

葛道凯强调，要严格落实党史学习
教育目标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要抓好专题学
习，强化“四史”教育，开展专题培训、专
题宣讲以及学习实践活动，特别要加强
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与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发挥好课程教材
的主渠道作用、思政工作的主阵地作用、
网络空间的主平台作用、研学实践的大
课堂作用、党史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的
支撑保障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
和研究平台的引领带动作用，遴选一批
聚焦党史研究的重大项目，推出一批高
水平理论研究成果，为党的创新理论发
展贡献江苏高校力量。

徐子敏从提高站位、精心组织，结合
实际、务求实效，突出特点、彰显特色等
三个方面提出了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
神的具体要求。

大会采取视频形式召开，主会场设
在省教育厅，全省各设区市教育局、各高
校设立分会场。在宁全体厅领导、省教
育厅机关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
人在主会场参会，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
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及以上党
员干部，各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处级及以
上党员干部在分会场参会。

本报讯（记者 王玭）3
月 16日，省教育厅召开全厅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省
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
委教育工委书记、厅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葛道
凯对全厅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作动员部署，厅机关党委
书记、厅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副组长汪国培主持会
议。在宁厅领导、机关处室
（含参公管理单位）全体党
员干部、直属事业单位领导
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葛道凯指出，在建党百
年之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一次面向全体党员自上
而下层层推进的政治教育
活动，也是一场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的精神洗礼。我们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决策部
署上来，深入扎实地把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向前推进。

葛道凯强调，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是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要途径，是
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

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迫
切需要，是推进自我革命、
永葆生机活力、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的内在要求。

葛道凯指出，精准把握
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内容要做
到，深刻铭记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
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
的初心宗旨，系统掌握中国
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学
习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
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
领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
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

葛道凯强调，严格落实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要
具体抓好四方面工作：聚焦
学深悟透，扎实推进专题学
习，原原本本学，示范带动
学，专题研讨学，支部组织
学，专题党课学；聚焦载体
创新，不断拓展教育阵地，
注重加强政治引领，注重开
展集中培训，注重发挥线上
优势；聚焦群众关切，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

省教育厅召开全厅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

从问题出发

骑路小学地处睢宁西北，距县
城 23公里，学校仅 210名学生，其
中留守儿童 130名，全校 15名教
师，多数都在 50岁以上。一幢两
层楼房、两排平房，站在学校门口，
可以一眼看遍全校，是一所典型的
农村小学。

说起骑路小学的花样跳绳，有
两个人绕不过去，即该校跳绳队教
练、六年级语文教师刘彦和她的丈
夫、该校校长刘恩。自 1987年参
加工作以来，刘彦和刘恩一直在农
村学校工作。2001年，他们一起
转到了骑路小学。

“农村家长教育意识弱，留守
儿童隔代教养，导致不少孩子养成
了爱看电视、玩手机和电子产品的
不良习惯。”刘恩告诉记者，由于不
注重生活和学习习惯培养，前些年
有些学生三、四年级就近视了，还
有的学生存在学习动力不足、社会
适应和交往能力较弱、合作意识不
强等问题。

怎么办？怎样通过学校教育，
引导农村孩子健康成长？从问题
出发，刘恩他们面向全校学生做了
一项调研，看孩子们最喜欢什么
课。结果显示，超过 90%的孩子都
喜欢体育、美术等参与度高的
科目。

“结合学校周边的课程资源，
最初我们尝试带学生跳广场舞，
但对于这项运动孩子们创新能力
不足，没能坚持下来。”刘彦说。
受场馆设施设备等限制，学校能
开展的音体美项目有限。2012年
前后，通过校际间的交流学习，他
们发现花样跳绳投入较少，学生
们也很感兴趣，于是就开始了新
的尝试。那时学校没有教师熟悉
花样跳绳，于是，仅接受过几天培
训的刘彦做了教练，边摸索边带
着学生练习。

跳出了200多种花样

“这是我儿子在和同学一起完
成‘彩虹跳’。”采访时，家长严艳指
着办公楼墙面上的一幅喷绘对记
者说。严艳家住骑路村，两个孩子
都在骑路小学读书，女儿六年级，
儿子三年级，女儿冯冬梅还是校跳
绳队队员。冯冬梅原来上课好动，
通过坚持跳绳，课上自律性强了，
成绩也提高不少。“现在两个孩子
都喜欢跳绳，有时放学回家吃完饭
还要回校练习。”

简单的跳绳较为枯燥，怎样才
能让孩子持之以恒地练习呢？记
者了解到，从 2014年开始，该校开
始了花样跳绳的探索。刘彦带着
六年级的两个学生一起尝试，通过
不断观察、反复练习，他们慢慢摸
索出了窍门，单摇跳、双摇跳、车轮
跳……孩子们学会的花样越来越
多，劲头也越来越足。就这样，从
六年级的两个学生，到六年级全班
参与，再到全校师生参与……2015
年，刘彦还带出了全校第一个花样
跳绳队。

“在创新方面，学生的能力比
我们强。”刘彦说，随着参与跳绳的

学生越来越多，跳绳的花样也层出
不穷。为提升学生创编花样的积
极性，只要学生发明的跳法和花
样，学校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目
前，骑路小学师生探索出的花样跳
绳基础跳法已逾 30种，花样跳、合
作跳和创新跳等多达200余种。

肖雅是该校第一个学会二人
车轮跳的学生。由于父母离异，她
早年一直与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
直到升入初中，才跟随父亲前往常
熟。因为拥有跳绳特长，即便到了
完全陌生的环境，肖雅也充满自
信，很快就融入了新的集体。“真心
感谢老师带着我们坚持跳绳，不光
让我有了一技之长，还给了我生活
的信心！”肖雅说。

跳出了健康

仅仅因为跳绳，就可以让学校
的近视率、肥胖率均为零？学生每
天究竟需要练习多长时间？“学生
在校跳、回家跳、三五成群到老师
家跳，每天基本都练习两个小时以
上，花样跳绳队的学生跳的时间更
长了。”刘彦说，正是保证了两个小
时的跳绳时间，骑路小学的学生才
跳出了健康。

刘想是骑路小学六年级学生，
也是学校跳绳队队员，这个看上去
阳光、恬静的女孩在一年级时，曾
因患有过敏性紫癜不得不休学半
年。二年级复学后，她奶奶专门到
校叮嘱老师，不要带她跳绳。但看
到同学们都在跳绳，刘想也忍不住
参与其中，结果跳得越来越投入，
身体也越来越强壮。“我现在很少
生病，成绩也稳定在班上前五名。”
刘想说。

课外上跃下跳、闪转腾挪，课
上聚精会神、自信阳光——坚持跳
绳让这个村小的学生身体越来越
好，精气神也越来越旺。 2019年 3
月，徐州市教育局与市卫计委公布
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显示，骑
路小学学生近视率和肥胖率均为
零，全校学生平均身高高于同龄人
0.8厘米，到了今年，这一数据已经
提高到了 1厘米。不仅如此，在
2017年之前，每到冬天，该校都有

不少孩子生病，有时甚至整个班级
的同学都感冒发烧。2020年疫情
期间，县城及周边不少学校都因有
学生感冒而停课，骑路小学却没一
个学生感冒发烧，全校学生一直坚
持正常上课。

跳出了综合育人

“除了跳绳，我还加入了绳画
社团，感受到了跳绳的另一种魅
力。”刘想说，现在除了体育课，在
语文、美术、综合实践活动等科目
中，都有跟绳子相关的内容，感觉
绳子真神奇。

“以花样跳绳为载体，我们初
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花样跳
绳’课程体系，提炼出了以绳健体、
以绳增智、以绳促德、以绳创美的
育人目标。”刘恩说。以“绳文化”
课程建设为突破口，该校从“创”

“跳”“画”“做”等方面入手，设计校
本化融合课程，分别在语文、体育、
美术等学科中渗透绳元素，完成话
绳、写绳、跳绳、创绳、画绳、编绳、
寻绳、用绳等课程任务。2017年 4
月，该校“绳韵少年”特色项目以苏
北第一、全省第十五的成绩，获得
江苏省小学特色文化课程基地立
项，2019年 3月，该项目顺利通过
省教育厅验收。

一根绳不仅跳出了“健康第
一”的生动意蕴、跳出了团结与自
信，还跳出了智慧与创造。近几
年，学生们在身体越来越好的同
时，学习兴趣也大大提高，习作水
平、计算能力、美术技能、动手操
作能力等都有了显著提升。在睢
宁县教育局组织的 2018年度质量
检测中，骑路小学五、六年级全部
进入农村小学第一方阵。在 2019
年度镇中心小学组织的所有年
级、所有学科的质量检测中，骑路
小学的获奖率达 55%，6个学科遥
遥领先。

就这样，在一步步的坚持探索
中，骑路小学逐渐走上了花样跳绳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育人之路，这个村小的孩子们不仅
体会到了跳绳之乐，还收获了很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

跳出了村小新高度

村小如何办？对农民来说，同
样需要家门口的好学校。

54岁的教师张都平，一辈子
都在农村小学教书。由于年龄偏
大，信息化等教学手段不熟练，赛
课赶不上年轻教师，评职称更是没
机会。“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我原本
想着只要上好课，不出错就行。”张
都平说，但 2018年来到骑路小学
工作后，学校的氛围改变了他的想
法。因为跳绳，全校教师相互配
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
会跳绳，张都平就给学生摇绳，向
其他老师学习编织中国结、织毛
衣、织手套，带学生社团。离退休
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张都平工作
的劲头却一天比一天足。

跳绳改变了骑路小学教师的
精神面貌，提升了他们的士气，虽
然全校只有15名教师，但现在大家
都干劲十足。教师王荣弟从家中
带来自己种的红麻，剥皮、晾晒，用
废旧的课桌椅制作了一个打绳机，
带领学生在社团活动中制作麻绳；
教师程艳秋、葛雅静积极参加徐州
市心理健康培训，顺利拿到初级资
格证书；结合跳绳特色，葛雅静发
挥自己体育专业特长，开始围绕学
生体质健康展开深入研究……

坚持跳绳8年，学生在改变，教
师在改变，学校也在改变。家门口
的学校办好了，家长们更是支持。
原先，学校附近的家庭但凡有点办
法的，都把孩子送到中心小学或城
区民办学校就读，但近两年来，陆续
有十几名孩子又转学回来了。2018
年，骑路村在新农村建设中面临拆
迁，因该校跳绳特色已成为睢宁教
育的一张新名片，庆安镇政府决定
在骑路村设置村民集中居住点，长
久保留骑路小学为定点小学，成就
了新时代乡村教育的美好故事。

“骑路小学的成长蜕变，在当
前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我们
也将以这所学校为样板，推动更多
乡村学校特色发展、健康发展。”睢
宁县教育局局长胡鹏说。

跳绳8年，跳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 孙其华 李大林 王琼 见习记者 朱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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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2版）

在 2月 25日召开的全省基础教育工作视频会议上，睢宁县庆安镇骑路小学交流的坚持 8年花样跳绳取得显著育人成效，特别是学生近视率、肥
胖率均为零等内容，得到厅领导充分肯定，也引发了与会人员极大兴趣。近日，本报记者先后两次深入该校采访，一探究竟——

学生开展学生开展““编绳编绳””游戏游戏 学生的学生的““画绳画绳””作品作品 学生开展跳绳活动学生开展跳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