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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贯穿大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是一
个跨学段的有机整体。怎么传好“接力棒”？
大中小学教师“各管一段”的现象如何改善？

2020年，无锡市在江苏省率先成立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吸纳江南大
学、无锡市第一中学、无锡市江南中学、江苏
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所学校，围绕党
的领导、爱国主义、制度优势、文化自信、生
态文明、依法治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
理念等八大领域，整体架构大中小各学段教

学，并形成一张一体化建设的责任清单。
三年来，围绕责任清单，一项项举措在

无锡市落地：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成立领
导小组，全面统筹推进，形成“市区推动、学
校联动、时空互动、家校促动”工作机制；全
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成员校
增至29所，进一步打通区域、校际界限，构
建起贯通开放共融的“大思政”新格局；下辖
各市（县）区成立“紧密型共同体”，精准发挥
地区核心学校的辐射引领作用；围绕“讲深、

讲透、讲活”，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分
主题、分对象、分学段，每年打造100节思政

“金课”；形成大学以江南大学“宝哥说”、中
学以无锡一中“红楼·思享汇”、小学以锡师
附小“诚勇·红领巾课堂”为代表的思政品牌
活动进阶式矩阵。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就
是要坚持纵向衔接、横向贯通、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凝聚、形成、增进立德树人的集体合
力。”无锡市教育局德育处负责人刘文超说。

跑好立德树人“接力赛”
我市持续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古运河水流，清名桥上走，三月桃花舟，杏花风雨后
……”又到周末，无锡市南长街小学假日寻访小队的学生
们乘坐观光游船，伴随着《印象·江南》的曲调，穿梭于江
南水弄堂，听教师讲述大运河上北塘米市的故事。

在无锡市第一中学，学生们探讨大运河在促进南北
经济文化沟通中的作用，撰写思政小论文。在江南大学
江南文脉研究中心，“新时代江南文脉的保护与传承研
究”是今年的年度课题之一。悠悠运河水，讲述着吴韵古
都的千年历史，也为无锡市大中小学串联起一堂“古运河
上的思政课”。

近年来，无锡市着眼于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积极探索形成一套工作机制、孵化一批品牌活动、
打造一批示范“金课”、产出一批优质课程资源、培养一支
优质师资队伍，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

抓实责任清单，凝聚集体合力

善用“大思政课”，践行“三全育人”

办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无锡从整体
上把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短板，从多平
台、多维度出发，帮助思政课教师找准角色
定位。

在无锡全域，跨学段、跨区域的思政课
创新联合研讨机制已成为常态，这让江阴高
中德育处主任徐霞真切感受到了思政课教
学的变化：“比如，初高中都有‘依法治国’这
块内容，初中只是了解，高中更注重内容上
的进阶，表现为难度上升、广度拓展、深度增
加。以前教师们只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现在则要‘瞻前顾后’。”

多层次的研习活动，帮助锡师附小教师
许蓉雪所在的团队进一步明确了学段目标，
更深刻地理解了思政课的育人力量。在日
常教学中，许蓉雪注重运用学生身边可知可
感的生动事例和典型人物，以鲜活的语言把

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她执教的《伟大事业
都始于梦想》一课获评无锡市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金课”。

“低头研习之余，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抬
头研究一体化建设的相关文件，并思考如何
把它落实到学生培养中去。”无锡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德育室主任张烨介绍，为进一步强化
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的一体化意识、培育其一
体化教学素养、提升其一体化教学能力，目前
无锡正在探索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联合
教研中心、思政课教师轮训换岗制度。

搭建沟通交流平台的同时，无锡把大学
拥有的丰富教研资源下沉，帮助不同学段思
政课教师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依托高校教
研优势，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了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中心，开发专
门的培训项目，打破学段隔膜，构建协同作

战的思政课教学体系。该院副院长唐忠宝
介绍，学院还将通过举办“江南思政讲堂”

“思政青椒讲坛”“思政教授指导站”等活动，
助力提升全市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养。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要求思政课教
师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无锡以党建
引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在全市中小学党
组织开设“铸魂课”“溯源课”“修身课”。同
时，积极筹建一体化建设网络平台，通过定
期推送微党课、思政微课、微政事、微故事
等，加大思想性理论性资源供给。

“今后，我们将通过更加深入的课题研
究、更加丰富的教学实践，传好思政‘接力
棒’，跑好思政‘接力赛’，用‘大思政’理念引
导学生收获‘大立场’‘大思想’和‘大智慧’，
从而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无锡
市教育局局长宋新春说。 （玺娇）

推进研训“一体化”，培养优质师资

“现在的思政课越来越有趣了。”在学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江南中学九年级（1）
班学生戴欣冉和小伙伴们发现学校运动场
看台后的空地废置，建议将其改造成一个农
场劳动基地，“没想到真被学校采纳了。”生
活化的思政教育培养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让他们感受到民主就在身边。

创新发挥思政课主阵地作用的同时，无
锡不断推动思政教育校内外一体化内涵发
展，积极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在实践中“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话剧《喜看稻菽千重浪》是无锡一中三
名学生的作品。以话剧中袁隆平院士的内
心独白戏为切入点，该校语文、政治、地理教
师联手推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国家

安全意识统领下的融合课堂》一课。课堂
上，语文教师紧扣袁老经历，引导学生深入
探索一位人口大国农业科学家的内心；政治
教师从国家意识、国家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
的角度进行分析；地理教师从耕地资源、中
国粮食生产背景等方面进行补充。三科教
师依托各自学科背景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
使课程立意更深刻、更高远。

除了深入挖掘各学科的思政元素，一些
学校还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无
锡市尚贤万科小学让校园里的每一面墙成
为孩子们的“启蒙师”，低年级以展示先锋人
物事迹为主，引导学生学习先锋人物精神；
中年级以了解家乡特色、展现家乡变化为
主，引导学生感受新时代下的美好生活；高

年级以展示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为主，激发学
生对党的热爱。润物细无声的思政育人空
间，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
种子。

开门办思政也让“三全育人”的步伐不断
外展。无锡充分挖掘校外思政教育资源，形
成了“行知大学堂”“心头上的乡韵”“思政E
课堂”“锡引力·新思享——太湖讲习所”“马
克思主义·青年说”“百姓名嘴”等一批思政品
牌，探索“大思政课善用之”的实践路径。

“社会生活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和广阔的场所。”无锡市大中小学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发起人、无锡一中党委书
记朱晴怡说，“它为学生打造立体教育场，实
现从‘育知’到‘育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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