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文贵 刘子顺 ）7 月 10
日， 旬阳市 2024 年 “幼儿园青年教育学习共同
体———名师引领行动”暨暑期集中培训在旬阳市
第三幼儿园顺利开班， 标志着旬阳市 2024 年暑
期教师培训正式拉开帷幕。

在开班仪式上，旬阳市教育体育局对培训方
案进行解读，学员代表进行了表态发言，旬阳市
师训教研中心对本次培训的学习、纪律要求进行
强调。

培训伊始，安康市教研室工会主席、安康市
首届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吴姝姝做了
以《实践专业成长 育人育己并行》为题的专题讲
座，以自身成长经历分享为切入点，从“融入与认
知、内化与成长、践行与突破”三个侧面展开，引
导青年教师坚定信念，融身幼教，并以《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
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等纲领性文件解读
入手， 引领青年教师牢树以幼儿发展为本理念，
内化好专业理论知识，强化岗位实践，在促进孩
子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自己专业成长。

据了解， 为提高教师教育情怀和业务素养，
建立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旬阳市教育体育局
制定了《旬阳市 2024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暑期
培训工作方案》， 成立暑期教师学习培训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高中职中组、初中组、小学组及学前
教育组等四个暑期培训工作小组，以师德建设和
新理念、新课标、新教材培训为重点，通过教师自
主选学、分层分类培训，多方联动为不同层次教
师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培训，全面引领教师专业
成长，努力为旬阳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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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伴随着明媚的阳光和孩子们欢快的笑
声，7 月 4 日，一场以“公益点亮梦想·
文旅筑梦前行” 为主题的山区儿童公
益研学活动， 在宁陕县渔湾逸谷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和悠然山省级旅游度
假区为山区儿童开启了一段充满惊喜
与收获的探索之旅。

在风景如画的渔湾逸谷， 孩子们
乘坐着稻田小火车， 穿梭于绿意盎然
的田野间，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
近距离触摸民俗博物馆的老物件，感
受先辈留下来的智慧； 参观朱鹮博物
馆，观看纪录片，了解朱鹮保育稻田项
目的感人故事， 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内涵。

“希望孩子们在这个大家庭能互
相关心、 互相帮助， 学会一些手工制
作，体验一下小火车，也希望他们感受
到这个大家庭对他们的温暖， 在以后
的日子里，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
成长。”宁陕县义工联合协会志愿者李
宗莉深情地说。

午后， 孩子们的脚步延伸至悠然
山省级旅游度假区， 这里成了他们探
索自然奥秘的又一课堂。在鸟语林中，

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了羊驼、梅花鹿、矮
马等各种动物，不仅增长了见识，也加
深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 漫步
于海棠林间， 孩子们被自然界的神奇
与伟大所震撼， 每一株植物都仿佛在
诉说着生命的奥秘。

“我和小伙伴一起参加研学活动，
我们参观了渔湾的博物馆， 坐了渔湾
的小火车，又来到了悠然山，参观了神
奇的植物，又观看了小动物，今天我非
常的高兴。”研学学生陈思瑶对于此次
研学游意犹未尽。

活动期间， 孩子们还亲手制作了
郁金香剪纸， 体验了中国传统手工剪
纸的魅力， 进一步感受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

此次公益研学进景区活动， 共组
织 7 至 13 周岁的留守儿童 60 余名，
培养孩子们从小爱党敬党、热爱生活，
保持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 宁陕县文
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钟鸿彬表示：“下一步我们也期待有更
多的家长积极参与进来， 支持我们打
造富有宁陕特色的公益研学项目，为
更多的山区留守儿童带来希望和力
量。 ”

本报讯(通讯员 严杏棋)日前，岚
皋县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发布公告，推
出岚皋境内部分景区 2024 年暑期师
生游优惠政策。

2024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
全国在读全日制大学生、中小学生，人
民教师以及按中省相关规定需免票人
员，凭相关有效证件，可享受岚皋县南
宫山景区、巴山大草原景区、千层河景
区免门票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2024
年高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免
票游览以上景区。

岚皋县地处大巴山北麓， 境内富
集山川地貌、水体、森林、高山草甸、气
象景观和独特人文景观， 旅游资源十

分丰富。有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
园、国家 4A 景区南宫山，大巴山最大
的高山草甸、 国家 3A 景区巴山大草
原，国家 3A 景区 、被誉为 “陕南新九
寨”的千层河景区以及休闲四季、芳流
渔歌、遇见蓬莱、银盘揽胜、大河之尚
等乡村旅游资源，“摔碗酒”“吊罐肉”
“全鱼宴” 等一批精美佳肴享誉省内
外。

据了解，各景区还将举办避暑季、
趣味登山赛、高山火锅美食节、帐篷露
营季等活动， 展示岚皋县的传统文化
和民俗风情，丰富游客的体验感，让广
大游客在欣赏岚皋美景的同时， 感受
岚皋文化魅力。

本报讯（通讯员 吴凡）由市藏一角博物馆、华茂教育基金会、徐万茂美堉公益基金
会、安康儿童版画教育活动基地宋安平工作室联合主办的 2024 年安康市第五届“美堉
花盛开”乡村儿童版画夏令营公益服务活动，于 7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汉滨区瀛湖镇瀛湖
小学圆满实施。

宋安平老师讲授了“观察生活与写生方法”，活动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一帮一，有
针对性地培养学生发现美、描绘美、创造美。 在快乐文化的实践中，提升儿童核心素养和
智能以及审美水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50 多名师生携手创作了 60 余件新农村
题材作品。 活动还向优秀学员、优秀辅导教师、优秀组织单位和个人颁发了证书。

据悉，安康乡村儿童版画系列公益活动已被浙江省东钱湖教育研究院列入“华茂美
堉奖”公益合作项目。 下一步将举办“美堉花盛开”———乡村儿童版画展（安康），儿童美
堉艺术展特展———乡村儿童版画展（宁波）。

本报讯（通讯员 李欣逸）7 月 9 日，陕西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薇带领“‘本草’星辉 熠熠‘陕’光”社
会实践团赴汉阴县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此次
活动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深入汉阳
镇松林村村委会、松林村中药材种植基地及汉阳镇中心卫
生院，围绕当地的党建扶贫政策、中药材产业发展以及百
姓民生等方面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乡村振兴社会实践活动。

在汉阳镇松林村村委会，实践团发挥专业优势，结合
中草药性状、药理作用开展中草药相关知识科普、进行药
用植物标本讲解，教会当地村民及学生辨识西洋参、大叶
三七、藤五加等药用植物；结合学院专业品牌特色，为学生
们讲述中医药小故事、讲解健康安全小常识、开展互动小
游戏、制作中药香囊，激发学生对中医药的兴趣，让他们更
好地了解、传承中医药文化；为孤寡老人及留守儿童免费
发放生活物资及学习用具 200 余份；为群众讲解中医药相
关知识，增强除湿防暑的意识，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
份。

走进松林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实践团了解当地吴茱
萸、药木瓜等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情况，围绕中药材的种质
选择、土地条件、田间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内容进行讲
解，针对该村中药材销售不畅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
案，助力农户实现长期稳定增产增收，并就如何更好发挥
农业科技力量，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进行了交流探讨，
让乡村振兴既有“智”更有“质”。 王薇表示，将进一步依托
“大思政课”的格局，把思政课融入祖国大地上来，发挥好
高校服务社会职能，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长效化融入
乡村振兴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高校力量。

在汉阳镇中心卫生院，实践团通过参观，对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运作和服务有了更直观地了解和认识，并开展
安全用药小课堂。 交流环节中，双方积极分享经验 、探讨
问题 ， 共同寻求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药学教育质量
的方法与途径，进一步加强了院校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
合作与交流， 也为培养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开辟了新的路
径。 同时，捐赠医疗物资 100 余份。

陕西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按照团中央和团省委有关
2024 年暑期“三下乡”“返家乡”社会实践的统一部署，将
暑期社会实践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在形式内容上力
求深入深刻，在效果导向上力求触动思想，通过沉浸式的
实践活动着力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在实践中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永杰）“昨天我教的解
题思路，同学们学会了吗？ ”“老师，学会了。 ”
“同学们真棒，那今天继续我们的学习任务。 ”7
月 9 日， 平利县长安镇千佛洞村文化活动室
内，大学生志愿者刘志彬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为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作用，千佛
洞村组织辖区党员、大学生志愿者，举办以“知
识启航 快乐暑假”为主题的暑假小课堂活动，
丰富暑期学生的暑假生活，切实缓解家长们暑
期“看护难”问题。

“有了这个暑假课堂， 孩子假期有地方去
了，作业也能按时完成，我可以安心上班了，我
们还签订了安全责任书， 村里现在环境好，服
务也是越来越贴心。 ”该村梁语彤的妈妈李敏
由衷地为村里开展的这项助学文明实践活动
点赞。

据了解，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大学生志
愿者 6 人，学生 52 人，主要以辅导孩子完成暑
假作业为主，以培养孩子阅读、绘画、手工等拓
展学科为辅，弥补假期管理的空缺，让孩子们
能够安全快乐度过假期。

“有没有同学知道我们应该如何预防溺水
呢？ ”“我知道，我知道，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
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7 月 15 日， 长安
社区举办“共筑欢乐、相伴童年”为活动主题的
暑假小课堂，长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来自
陕西理工大学的研究生黄开梅，正在为社区里

30 多名少年儿童讲解安全知识，同学们争先恐
后举手回答，课堂氛围浓郁。

为打造“暑”有所乐、“暑”有所学的儿童友
好社区氛围，长安社区围绕培养儿童良好习惯、
激发儿童创造力和提升儿童身体素质为重点，
通过入户动员、电话联系和自愿报名等方式，广
泛征集社区家长和学生意愿，形成学校、家庭和
社区三方共建、共享、共管的安全合力。 此次暑
假小课堂活动采取“作业辅导+特色课程”服务
模式，以“授课+托管”相结合的方式，切实为辖
区和谐发展增添亮丽的青春色彩。

“爷爷再也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外出玩水不
安全了，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我的暑假作业了，
而且我很喜欢手工制作，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机
会，提高自己手工制作水平。 ”在长安社区暑假
小课堂学习的刘宇韬开心地说。 10 岁的刘宇韬
是一名留守学生，父母因工作忙，暑期没时间照
看，得知社区开展这个活动，家长第一时间就打
来电话咨询并报名。

通过暑期小课堂活动， 为全镇青少年提供
了一个安全、有趣、富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环境，
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度过一个充实而
有意义的假期。“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党群服
务中心阵地作用与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力量，通
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共同做好暑
期儿童关爱的各项工作， 助力孩子们健康快乐
成长。 ”长安镇组织宣传委员卢海东表示。

2022 年 3 月， 安康市老年大学太
极系来了位新教师，他就是市审计局退
休老干部陈国进。他以太极拳教师的身
份出现在教室里，让认识他的学员深感
意外和惊奇。当你知道他为此奋斗的故
事，你定会由衷敬仰。

2018 年 2 月， 陈国进从领导岗位
退居二线，随即在市老年大学学习喜爱
的太极拳，自此，他与太极结下了不解
之缘。 在太极拳李老师的教导下，他一
学就是 4 年。 除了上课，他全身心深钻
细研国家规定的杨氏太极拳系列教学
课程，包括太极剑、刀、双环及功夫扇等
器械，同时兼修陈氏和孙氏太极拳种的
竞赛套路，他无一不学，无一不深究，每
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分坚持都
将会有收获。 他的努力和执着，得到了
市老体育协的认可，被授予太极拳二级
教练员、裁判员称号，并被市教育体育
局批准为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所有看似轻而易举的背后，都是竭
尽全力的付出。 教学太极拳技很不简
单，不仅要把动作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
来，更需要一招一式身体力行的正确示
范。 “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才能当好教师。为了尽快把握好动作准
确要领，提高动作质量，他以归零心态
再出发。 一苦练基本功健体。 他坚持早
上六点至八点，晚上七点至九点，天天
站桩、走太极猫步、步行步法以及柔韧
度等训练。 一位年过花甲的男士，能做

劈叉下腰，这得需要多强的毅力与持之
以恒啊！ 二勤练拳架修身。 打太极拳首
先讲究立身中正，含胸拔背，虚领顶劲，
身体的一切歪斜、挺胸、翘臀、勾背都是
行拳的 “禁区”。 为避免错误姿势的出
现， 他按太极拳套路标准动作训练自
己，无论酷暑与严寒、晴天与雨天，六年
如一日从未间断。 就这样靠日积月累，
汗水挥洒，靠老师指导，与拳友切磋，靠
网络视频学习，硬是将拳架、步法、步形
和身形训练规范到位。这是对“勤，天下
无难事；时时做不惧千万事”最好注解。
三善钻理论明理。 太极拳博大精深，要
想少走或不走弯路，除了苦练，更需掌
握规律，只有做到自己明理，学员才能
听得明白入心。为此，他先后购买了《太
极拳全书》和李德印、邱慧芳、陈思坦等
十余位太极拳界名人著作、 影像视频，
进行系统学习，达到内外兼修。 之所以
他的课堂讲练如鱼得水， 其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动作优美饱满，是因他把对
太极博大精深内在文化“悟”出后，转化
成自己的语言和动作，传递给学员。 四
让热爱变成事业。 由喜欢到热爱到研
究，他不仅把太极作为退休后的一种生
活方式和习惯，更是通过 “学 、练 、研 、
悟、授”，将太极拳变成了新的专业，并
融进了老年体育教育事业之中。一个人
想要在某一方面成为佼佼者，仅有喜爱
是远远不够的，能做到“难行能行，难为
能为”， 才是成功的秘籍。 身教胜于言

教，他用行动激发了所有学员和大批太
极拳爱好者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激情。

被聘为太极系教师后， 课堂上，他
教学严谨、拳法规范，每一个招式的动
作要领、攻防含义他都了然于心，“打拳
要打明白拳” 不仅是他教学的座右铭，
更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不但教学员
知其然，更让他们知其所以然，他说，太
极拳是凭借形体动作来表达一种内在
文化和精神追求的体育项目， 所以，理
解拳要从“内”慢慢领会。课上他有着超
乎寻常的耐心，对学员的错误哪怕是脚
手上细小的问题，都会耐心纠正。 课间
他不休息， 教学员如何正确地热身、走
太极猫步、站桩等要领。

没有日复一日地打磨，哪有后来的
得心应手。扎实的拳技，丰富的理论，极
具亲和力的课堂氛围， 灵活的教学风
格，圆润流畅而有力的动作，无不透露
出太极的精髓，深深吸引和影响了广大
学员。 两年里，他担任了杨式 24 式、40
式、37 式、42 式、48 式、85 式太极拳和
32 式、42 式太极剑的教学工作，完成了
25 个班 500 多人次的教学任务。

每一学期课程结束，他都组织教学
结业展示，200 余名学员相互观看 ，这
既是对学员拳技的考核，更是希望这种
全员参与的广泛性和对外交流的宣传
性，让更多的人共享太极拳带来的健康
和快乐。

团体利益大于个人，方能成就惊人

的业绩。 陈国进不仅关心校内学员的进
步，而且关注校外众多太极拳爱好者，为
了让他们走出“小家庭”，融入“社会大舞
台”，引领更多退休老年人树立“积极老
龄观、健康老龄化”观念，2023 年，他组
建了安康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拳展演
团，并任团长，筹备并组织了三次 300 余
人参加的太极拳展演活动；今年初，他又
组建了安康市老年教育协会太极拳演练
团， 开创本市老年教育协会太极拳演练
先河。 三次组织 200 余人的大型活动再
刷新篇章， 在社会上产生了满满的正能
量，用健康、达观的精神，抒写晚年生活
的观念更是深植人心，影响深远。

所有的一鸣惊人， 都是厚积薄发。
前后六次大型活动，创安康太极拳展演
规模记录，史无前例，成为安康市全民
健身的一张靓丽名片。 《今日头条》《安
康日报》《安康电视台》《安康新闻网》等
媒体做了宣传报道，影响力深远，为带
动安康市全民健身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
将成” ，从一个太极拳“小白”，把自己
锻造成一个内外兼备的专业教师，成就
一番新的事业，让人心生敬仰。 他的作
为让众多人明白 : 追求的后面没有句
号，人生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岁月
不是在身体上流逝， 而是在心态中生
长。 谁道人生无再少？ 老年人也可以不
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老有所为，回
馈社会！

谁道人生无再少
———记安康市老年大学太极系教师陈国进

通讯员 熊雪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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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文旅助力
留守儿童研学梦

通讯员 杨稳 许永鹏

岚皋推出部分景区
暑期师生游优惠政策

美育之花山乡绽放

“暑假小课堂” 扮靓假期生活

老师在海棠林为孩子们讲解 杨稳 摄

宋安平现场点评学生画作 吴凡 摄

学生在认真雕刻 吴凡 摄

《和奶奶一起跳广场舞》
天柱教学点 张紫雯 作

《庄稼丰收了》
培新小学 吴佳俊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