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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舒玲玲

登严子陵钓台远眺，青冈叠

翠、碧水逶迤，江烟半笼、轻舟隐

现。面对这方现代版富春山居美

景，师生们心中涌起满腔诗意，当

即效仿古人雅集，吟诵唱和。行吟

山水之间，从学校出发，浙江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们重走诗路、再

访古道，开启了属于他们的“文化

苦旅”。

一路上的行思识悟，师生们创

作的诗歌，经过遴选都会被收录进

《诗路行吟》成果集。8年寻诗之

路，师生们留下了100余个诗路典

型案例、100余个诗路文化短视

频、4册《诗路行吟》……“这些原

创诗路作品也被融入课堂教学，成

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

新的生动案例。”人文学院教师金

祎说，以诗路文化为抓手，浙江交

通职院行吟诗路以美育善，在传承

中赓续创新，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育

人的实效。

“原来诗歌可以这么年轻”
“海龟汤”是一种推理猜谜游

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上被用

于拆解《聊斋志异》中的离奇故

事。教师魏素素提前告知开头和

结局，引导学生通过“是与否”的问

答拼凑梳理出故事原貌。以这样

的方式打开课堂，传统文化也焕发

出别样年轻的活力。

作为公共必修课在全校铺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因为与不

同专业结合而衍生出各具特色的

灵动课堂。“若耶北与镜湖通，缥缈

飞桥跨半空。”“云气横开八阵形，

桥形遥分七星势。”给道路桥梁工

程技术专业学生上课时，教师们会

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古

桥、古路有关的佳作诗篇，进而了

解中国道路桥梁技术的历史沿革

和辉煌成就。

在路桥学院讲古路，在海运学

院说古船，在航空学院谈木鸢，而

到了轨道交通学院的课堂上，学生

们在教师引导下，对“车同轨”有

了更具现代意义的解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我们撷取

其中与人文素养、专业理论、实训

技能等相关的内容，慢慢地把所

有专业打通，最后都回溯到传统

文化的精神源头上来。”魏素素告

诉记者，对于交通类高职院校而

言，“行”与“思”同样重要，而作为

浙江地域文化瑰宝的诗路文化，

无疑实现了两者的完美统一。

早在2015年，浙江交通职院

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高渊峰就尝

试将古诗词作为主打元素引入传

统文化课堂。“到2018年，省委、省

政府正式提出打造‘四条诗路’，这

更激励我们以诗路文化带为线索，

将散落在全省各地的诗词名作连

珠成串。”高渊峰说，不只是频频出

现在课堂上，诗词也成为该校保留

节目《华夏故事听我讲》的“常

客”。学生们演绎情景剧版《回乡

偶书》，编排创意汉服歌舞剧《湖心

亭》，原创朗诵剧《浙东唐诗之路》，

排演《诗路流韵》……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
越是感受到诗词的魅力，就越

想实地去探寻一番。于是2019年

夏天，浙东唐诗之路文化遗产保护

与传承实践团出发了。从绍兴镜

湖向南经曹娥江入剡溪，溯江而

上，在新昌经沃洲过天姥而后至天

台山石梁飞瀑，行程超过200公

里。“这条神奇的路线虽声名显赫，

但其实在任何一张地图上，几乎都

看不到它的实际存在。”高渊峰表

示，这条由450多位诗人、1500多

首诗歌串联起的浙东唐诗之路，在

地图上“看不见”、在课本上“摸不

着”，却在师生们脚下逐渐真实、丰

厚起来。

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

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以“寻

访诗路故事”为主题的师生实践团

一年一条诗路，在之江大地上“走”

出了他们的闪光青春。“寻访路线到

底怎么走、经过哪些点、想要寻访哪

些人，这样的讨论往往要耗时一个

月。”魏素素说，学生们白天分头查

找资料，到了晚上碰头讨论，数易其

稿，才能成全最后的“出发”。

“埭头村有得天独厚的景观，

还有历史文化名人翁卷，自然人文

底蕴深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士习民风、耕读传家的深邃底蕴文

化……”随着视频画面切到永嘉县

楠溪江边的埭头村，学生讲解员李

郑楠出现在镜头中，娓娓道来。新

增短视频形式的记录，让瓯江山水

诗路的寻访变得更加有声有色。

“白天寻访、摄制，晚上剪辑、发布，

虽忙碌但充实。”学生们表示，早在

行前讨论环节，他们就敲定了写脚

本、拍摄、出镜讲述、后期制作等具

体分工，一切都井然有序。

“行吟路上看见共富力量”
一走进新昌县班竹村，就见古

道两旁开设了许多驿铺、客栈，放

眼望去，每家每户门口都挂了一个

竹牌，上面题一字、配一诗。“一字

一诗一庭院，我们村‘藏’了400多

首唐诗在古道两侧，这条古道就是

我们村的‘唐诗之路’。”村党支部

书记章必才告诉师生们，班竹村通

过基础设施入股、闲置山林入股和

现金入股3种方式，实现了“人人

参股、户户分红”，2017年新昌县

班竹旅游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全村

4000多亩山林资

源和 300 多亩梯

田一周内就实现

了流转，人均收入

超过10万元。

“他们不仅请

来中国美术学院

的专家对古建筑进行保护开发，还

设立了‘深奥百匠艺术文化村’项

目，邀请近百名非遗手艺人、艺术

家和青年创业者入住那些闲置的

老房子，彻底把曾经的空心村变成

了网红打卡地。”2019级学生潘俊

杰说。

但最让他感兴趣的，还是深奥

古村自南宋建村时就设计好的一

整套完善的地下水系统。“每座古

宅的天井里都有一方口字形水渠，

由地下排水系统相互连接，路面上

从来不会出现积水。”在他看来，溪

流、井水、明沟、暗河等的排布都凝

结着古人的智慧，这对他的专业学

习也有很大启发。

专业小课堂连上时代大课

堂，师生们一路行吟一路思考。

在安吉，因为听村民说“竹林里的

新鲜空气可以卖钱”，他们一路追

寻后发现，是当地的竹林碳汇收

储交易平台打通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在永嘉，

曾经荒废的楠溪江滩林，摇身一

变成为滩地音乐公园，吸引了大

量文化产业新业态的集聚和年轻

人的聚集，学生王怡婷还表示毕

业后要回这里创业。

“我们要依托诗歌来做所有文

学层面辐射到文化层面的文旅宣

传工作，以文旅宣传资源再去推动

新嵊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以精神

富有反哺物质富裕。”新昌县文化

广电旅游局局长高雪军的话，不仅

回答了师生们关于“浙东唐诗之路

上的这1500多首诗歌真正发挥了

什么作用”的疑问，也道破了诗路

文化带所蕴含的共富密码。

□陈永强

高校要推进有组织科研，意味着高水平的重大科研需

要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实现，而有组织的方式到底是指什

么，需要有哪些要素和制度来支撑？笔者认为，应从以下

四个方面来加以把握。

首先，有组织科研需要有系统架构。有组织科研是一个

系统的设计，有顶层的系统谋划、中层的组织构架和底层的基

座支撑。顶层设计要围绕科研项目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展开，

高校应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对接国家科技发展的“十

四五”规划，围绕“四个面向”，并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学科

来明确科研定位和科研目标。中层的组织构架以科研团队与

学科方向为轴心，体现的是科研能力、协作能力和整体运行水

平。底层是实验室和制度保障，实验室提供从事科研的必备

工具和场所，制度用以保障整个科研的顺利开展。目标与定

位、科研团队与学科方向、实验室与制度共同构成了有组织科

研的要素。

其次，有组织科研需要有系统方案。重大科研项目通

常都具有交叉学科性质，一个重大项目的科研团队可能需

要数个乃至十余个子团队，每个子团队肩负着完成子项目

的研究任务。整体上，要强化团队研究方向的确定性，确

保团队人员的稳定性。此外，不同学科团队之间的协作与

协同是十分必要的，每个细分任务之间是相互支撑和补充

的，如果没有一种良好的协作与协同机制，即便实现了细

分任务，总目标也未必能够实现。

再次，有组织科研需要有制度保障。重大关键技术攻

关与突破需要有制度上的支撑，这意味着高校不仅要善于

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办大事的优势，还需要有创新的评价制

度。由于高校采用的是科研教学一体的评价模式，在集中

攻关重大研发项目时，就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期的考核评

价制度。应按项目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单独考核与评价。

制度上要允许科研团队和研究人员在一个任务期内不再兼

任教学工作，也不再从事其他科研项目，全心全意从事项目

研究，从而保障任务目标的高质量完成。要建立不同研究

成果的分别认定机制，如按项目的级别认定，而不能统一按

经费多少认定，同类级别的项目计分应相近或相同。

最后，有组织科研需要有平台支撑。高水平科研组织

形式的底座是科研平台。平台可以是国家重点实验室、文

理交叉实验室等。一个大的实验室背后一定是一个大的

科研团队，大团队通常是交叉学科团队，不同学科的理论

与方法的交叉、融合是科研创新的首要推动力。要打造高

水平大团队构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校需要整合不同学

科资源，集中不同学科的优势力量。对于中长期重大技术

攻关项目，尤其需要高端的科研平台和稳定的团队。对于

短期突破项目，以研究中心为依托，以小而精的团队为建

制，短期作战，迅速行动，集中突破。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质量法治智库执行主任）

□吴存华

新时代，教师要努力做“经师”与“人
师”的统一者，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和
品味的“大先生”，这对区域开展教师培养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温岭市教师教育学院以“涵育先生之

风”作为新时代教师培养目标，将“思政体

验涵养师德，经典啃读培育师能”作为教

师研训工作的着力点，区域开展有深度的

教师研训工作。

先生之风包括德行与知能两个方面，

德行包括德之风骨与行之风范，知能包括

知之风华与能之风格。

德之风骨、行之风范、知之风华、能之

风格四大维度集中体现于每一位教师身

上，德能并重，构成有机统一的新时代教

师形象。

为了打造一支具有先生之风的教师

队伍，市教师教育学院将“体验式思政教

育、知行化啃读经典”两大策略融入教师

研训工作之中，一体推进市域层面先生之

风的涵育行动。

一、多载体提供思政体验，涵养教师
德行

思政教育是涵养师德的必由之路。

市教师教育学院采用建思政基地、树师德

典范、创研修项目等方式，以思政体验涵

养教师德行。

1.建思政基地，提供沉浸式体验

以“1+X”的方式建设思政基地。“1”

是指面向全市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实践，

“X”是指在街道与乡镇学校中的特色化子

基地。

市教师教育学院建设师德师风教育

基地，基地分设明德、育德、弘德、立德展

区，涵盖师德政策、师德典范、典型经验、

党风廉政等方面，开设“基地+X”课程，形

成学思体验一体化的现代化思政教育模

式。2021年至2022年，基地接待了4000

多名参观、体验的教师。师德师风教育基

地被认定为台州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实

践教育基地与师德涵养基地，相关工作成

效在省纪委省监委网站中得到宣传。

“X”立足校本特色。例如，浙江省温

岭中学挖掘校史馆的丰富思政资源，通过

首届浙江省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

王海波的引领辐射，创新性开展教师思政

教育。温岭市新河中学传承解放楼的历

史传承与文笔塔的文化底蕴，依托乡村名

校建设，在每年一度的“12·9”校园火炬

接力活动中，涵育师德师风。温岭市温中

实验学校建成大陈岛垦荒基地，将垦荒精

神、“海绵校园”建设与学科融合建设有机

结合。

2.树师德典范，开展多样化宣讲

市教师教育学院依托现代媒体，以

“传承中发展”和“比较中前行”的方式，多

样性开展宣讲。

市教师教育学院组织年轻教师宣讲

本校优秀师德典范的故事，让他们在宣

讲中体悟先进事迹，树立高远的专业成

长目标；开展年轻教师微党课展播评

比，例如对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宣讲，

使榜样宣讲与先锋行动有机整合，在传

承中实现师德发展。

通过多形式比较，促进教师从德向

优。面向名优骨干教师开展新任特级教

师成长分享会，使名优骨干教师在与特级

教师久经磨砺依旧前行的比较中，树立更

高更远的目标；面向全市教师开展“我身

边的师德故事”征文评比，通过与自己生

活零距离的师德典范的比较，回望自己的

教育初心，不断前行。

3.创研修项目，实施卷入式行动

创设形式多样的思政教育项目，吸引

教师参与活动与研修，使他们在学思行动

中深化思政体验。

开展思政教育专项研修。创建王海

波名师工作室、市德育名师工作室、市金

牌班主任研修班学习共同体，不同的共同

体根据建设目标设定研修项目，聚焦现实

性思政议题，定期开展研修。另外，市教

师教育学院面向全市各校设计思政类培

训项目，包括学校党务工作者培训专班、

学校宣传负责人培训专班、思政课教师培

训专班等。

开展思政教育专项评比。通过笔试、

面试加投票的方式，开展市级骨干班主

任、市级名班主任、市级金牌班主任的评

选；举行全市班主任节，开展功勋班主任

评选；开展教育世家评选，营造全社会尊

师重教的氛围；开展思政课一体化课堂教

学评比，推动思政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有

机渗透；开展全市教育暖心故事评比，将

暖心关怀注入教育工作之中。

开展思政教育专项行动。市教师教

育学院以党建引航，结合温岭市“六航”培

训体系，开展“六航”惠师先锋行动；市教

育局基教科和市教师教育学院联合行动，

组织新教师开展“青烛育红苗”志愿行动；

市教育局党建科开展关怀教师暖心行动，

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二、多途径推动经典啃读，培育教师
知能

阅读教育经典是培育知能的有效途

径。市教师教育学院采用三级联动、知行

合一、以读促研等途径，以经典啃读增知

育能。

1.三级联动，营造啃读文化

温岭市启动“市级、校级、小微”三级

啃读经典教师成长坊建设，各成长坊分设

学科类、德育类、管理类与综合类四大类

别。2022年，全市共建成市级成长坊32

个、校级成长坊37个。小微成长坊由学校

内教研组、备课组、年级段、读书会等教师

成长微型共同体组成。

市级层面，开展“局长荐好书”“校长

荐好书”“名师荐好书”专项行动，在全市

营造浓厚的啃读氛围，开展“名师工作室

啃读经典”“种子教师共读经典”等专场；

校级层面，将啃读经典与校本研训融合，

通过建设校内书院、设置文化标识，建章

立制，以共读、研读等方式全面开展。

2.知行合一，提升教师知能

本着“学思一体、知行合一”的指导思

想，设定四大啃读原则，即知晓大师教育

观点、理解著作理论体系、围绕议题开展

反思、结合实践分享观点。基于啃读原

则，设定四大任务：一是形成教育随笔或

教学论文，二是设计典型课例或教学设

计，三是撰写典型案例或典型课例，四是

展示观点报告或专题讲座。各级成长坊

在啃读经典过程中，聚焦四大任务，达成

“设定1个主题、选择1本专著、精选1个章

节、开展1个研讨、提炼1个成果、展示N

个活动”的啃读行动。

在推动啃读经典的工作中，面向群体

促常规，树立榜样作示范。市教师教育学

院将常规啃读活动纳入到校本研训的评

价体系中，各校教师将啃读经典所习得的

教育理论用于指导日常教育教学工作，达

成对教育现象更深度的理解。通过现场

会，树立啃读典范。2022年5月举办市啃

读教育经典工作推进会，11月举办市校本

研训工作现场会暨啃读经典交流会，会上

由各优秀学校与学员代表分享啃读经验，

使在啃读经典中的创新行动与优秀成果

得到推广。

3.研读一体，深化“六航”内涵

市教师教育学院实施分层分类的

“六航”培训体系，将啃读教育经典融入

教师研训中，深化“六航”内涵。全市在

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中划拨专款，为名师工

作室、96学时研修专班、种子教师班、青

年教师成长坊等培训专班购置教育经典

著作，同时将啃读经典作为研修班的专项

任务，使啃读与研训深度融合，提升研训

质量。

聚焦新课程新教材，2022年把《我的

教育信条》《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列入啃

读经典的指定书目，引导教师将教育理论带

入研训现场、融入校本教研，形成“理论—实

践—理论”的研修之路。同时，开展指向教

育实践的啃读经典征文评比，深化“六航”

体系的内涵。

（作者单位：温岭市教师教育学院）

先生之风内涵示意图

以思政体验涵养师德 凭经典啃读培育师能
——温岭市教师教育学院涵育先生之风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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