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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精神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
要精神财富，凝聚了对党忠诚、无私奉
献、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这些精神品
质是吕梁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小学
教育的重要资源。作为中小学教育的
重要内容，吕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不仅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
神，还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
责任感。

必要性

培养爱国情怀
吕梁精神是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融入中小学教育，可以激发
学生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了解革命历
史，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从而增
强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

弘扬革命传统
吕梁精神是中国革命传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融入中小学教育，可以
弘扬革命传统，让学生学习革命先烈的
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培养他们的革命
精神和奋斗精神。

促进全面发展
吕梁精神不仅具有思想教育的价

值，还具有实践教育的意义。通过融入
中小学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促进他
们的全面发展。

实践路径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主要途径。教师可以结合历史
教材，讲述吕梁地区的革命历史，介绍
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让学生在学习中
感受吕梁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教师
还可以结合时事政治，引导学生思考吕
梁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重要载体。学校可以通过举办
革命历史讲座、红色文化展览、革命歌
曲比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革命文化氛
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吕梁精神
的熏陶。此外，学校还可以建立革命历
史陈列室或纪念馆，收藏和展示革命历
史文物和史料，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学习
资源。

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是吕梁精神融入中

小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学校可以组织
学生参观革命遗址、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等红色教育基地，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
历史的厚重和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
同时，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
务、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吕梁精神的内涵和价值。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重要补充。家长可以通过讲述
革命故事、观看红色影视作品等方式，
引导孩子了解革命历史，感受革命精
神。同时，家长还可以以身作则，用自
己的言行影响孩子，培养他们的爱国情
怀和革命精神。

具体策略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教育

的关键。学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
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通过组织教师培训、开展教学研讨等方
式，提升教师对吕梁精神的理解和认
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将吕梁精神融入
教学中。

完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基础。学校应完善课程体系，将
吕梁精神纳入课程计划，确保学生在每
个学习阶段都能接触到吕梁精神的相
关内容。同时，学校还应根据学生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式，确保教学效果。

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关键。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采
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例如，可以采用
情境教学、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教
学方法，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吕梁精神
的内涵和价值。

加强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

教育的重要保障。学校应加强与家长
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吕梁精神的传
承与弘扬。学校可以定期召开家长会，
向家长介绍学校开展吕梁精神教育的
相关情况，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同
时，学校还可以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的革
命历史讲座、红色文化展览等活动，共
同营造良好的革命文化氛围。

案例分析

方山县职业中学的革命历史讲座
方山县职业中学定期邀请革命历

史专家为学生举办革命历史讲座，讲述
吕梁地区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先烈的英
勇事迹。通过讲座，学生了解了革命先
烈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质，激发了他们
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同时，讲座还
引导学生思考吕梁精神在当代社会的
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

方山县城内小学的红色文化展览
方山县城内小学举办了一场红色文

化展览，展示了吕梁地区革命历史中的
珍贵文物和史料。展览中，学生们看到
了革命先烈使用过的武器、穿过的衣物，
以及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留下的书信和日
记。这些展品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了解
了革命历史，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伟大
精神和无私奉献。展览结束后，学生们
纷纷表示要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品质，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方山一中的志愿服务活动
方山一中组织学生参加了志愿服

务活动，学生们走进了社区和乡村，为
老人和儿童提供帮助和服务。在活动
中，学生们不仅学会了关爱他人、奉献
社会，还深刻体会到了吕梁精神中的无
私奉献和艰苦奋斗。他们表示，要将这
种精神带入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成为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方山县职业中学的项目式学习

方山县职业中学采用项目式学习
的方式，让学生深入研究吕梁精神的内
涵和价值。学生们分组进行课题研究，
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专家访谈等
方式，深入了解了吕梁精神的历史背
景、形成过程和当代意义。在项目展示
环节，学生们用多种形式展示了研究成
果，包括 PPT 演讲、微电影、手抄报等。
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让学生深刻理解了
吕梁精神，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

挑战与对策

挑战
由于革命历史距离现代生活较远，

部分学生可能对革命历史缺乏兴趣，导
致学习效果不佳。部分教师在教授吕
梁精神时，可能过于注重历史知识的传
授，而忽略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导致
学生对吕梁精神的理解不够深入。部
分家长对吕梁精神了解不足，无法有效
地引导孩子了解革命历史和学习革命
精神。

对策
创新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教

师可以通过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如
情境教学、案例教学等，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还可以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
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革命历史。

加 强 教 学 内 容 与 现 实 生 活 的 联
系。教师在教授吕梁精神时，应注重与
现实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思考吕梁精
神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可
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
行吕梁精神，如何将吕梁精神融入学习
和工作中等。

加强家校合作，共同推动吕梁精神
的传承与弘扬。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
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吕梁精神的传承
与弘扬。学校可以定期邀请家长参加
学校的革命历史讲座、红色文化展览等
活动，让家长了解学校开展吕梁精神教
育的相关情况，并引导家长在家庭教育
中融入吕梁精神。

吕梁精神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重
要精神财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将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教
育，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和革命精神，还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课堂教学、
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活动和家庭教育
等多种途径，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和加强
家校合作等策略，可以有效地将吕梁
精神融入中小学教育。同时，面对挑
战时，我们需要 创 新 教 学 方 式 、加 强
教 学 内 容 与 现 实 生 活 的 联 系 以 及 加
强 家 校 合 作 等 对 策 来 应 对 。 只 有 这
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吕梁
精神，为培养新时代的接班人贡献自
己的力量。

在下一步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应继
续探索和实践吕梁精神融入中小学教
育的有效路径和策略，不断完善教育体
系和方法，让吕梁精神在中小学教育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加强
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革
命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为培养具有爱国
情怀、革命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贡献力量。

作为基层的一名新闻报道员，多年
的写作实践让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想拿
好手中的笔杆，用好手中的镜头，写出让
自己有获得感、让干部群众有幸福感，让
读者有认同感的好新闻，需要细心观察，
专心倾听、用心撰写。只有把握好文章
的新意和立意，才能讲好基层故事。

细心观察基层生活
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如今，一些基层报道员觉得
基层生活每天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多少
令人耳目一新或者与众不同的新闻点，
其实不然。只要基层报道员打开视野，
细心观察，便会发现源源不断的新闻
点。比如，单位担负的任务最能直观地
体现出日常工作的重点；单位的文化氛
围建设可以展现单位的精神内涵和精神
风貌；深入挖掘干群之间的小故事便是
一篇有温度的小特写……报道员在收集
素材的过程中要打开思路，不要把新闻
报道的内容局限于事务性工作，经常性
活动。只要留心观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
小事，就能找到新闻报道最鲜活、最生
动、最丰富的切入点。

专心倾听基层声音
既然是写基层单位干部群众的故

事，那就要多听听干部群众的声音。基
层宣传报道的受众是广大干部群众，干
群的眼睛是雪亮的、智慧是无穷的、故事
是动人的。基层干部群众的话语也许没
那么华丽，却是其内心想法的真实表
露。我们的宣传报道，要少一些唱高调，
多一些烟火气，只有习惯于俯下身子和
基层干群面对面、心贴心交流，才能知道
大家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我们的文字才会有人情味、接地
气，才会对照“泪点”、找准“痛点”、捅到“笑点”，大家才愿意
看、看得懂、看得进。

用心书写基层故事
清代文学家郑板桥说：“为文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再

三更改，无伤也。”新闻报道简短精练，因此每一字每一句都
要反复斟酌。我们的新闻报道虽然写的是基层故事，但不
能如流水账一般平平无奇，只求单纯地讲明白事情，而是要
通过描述事情表达一定的观点和主张，使之发挥出积极正
面宣传鼓动作用。同时，基层报道员一定要有严格的职业
操守，切忌弄虚作假，始终秉持对事实负责，对单位负责的
原则，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反复推敲，用心撰写，用
有限的篇幅把文章主旨表达清楚。

提升宣传报道的立意
新闻报道工作很多单位领导十分重视，这就为基层报

道员提供了便利，就需要克服“绳短不能及深井，浅水难以
负大舟”的心理障碍，纠正那种“只吹号，不冲锋”弊端，须把
强化内功作为必修课，始终站在宣传报道正能量上撰写稿
件，既要做到抛砖引玉，又要深入新闻素材的核心深处，抓
住关键要害，提高站位，力求深刻，真正凸显出新闻报道的
价值，让其更有思想性、时效性和可读性，将新闻报道打造
成展现基层单位全面建设发展、反映干群生活的窗口，传播
新人新事弘扬新风尚的好故事。

注重宣传报道的新意
基层一般性、事务性的工作较多，如何把“旧饭”炒出

新口味，功夫还是要花在“配料”上，既要紧紧围绕“饭”这
个主体，又要跳出“饭”的一般做法。所谓“配料”，就是新
闻的切入点，切入点要小、要新、要奇，不仅要加强思想和
内容上的创新，还要加强形式和手法上的创新。比如，同
样是体能锻炼这项常见的生活琐事，既可以突出健身的
创新点，也可以着重刻画典型事例，把人物写活，发挥出
报道的宣传感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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