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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阳光将它的温暖洒在孩子们的笑脸上。今

天同学们都很开心，因为学校组织大家一起参加农业研

学活动。而我也比平常任何时候都开心，因为我不仅参加

了这个活动，而且还被老师定为节约粮食的倡议人，在全

校师生面前做倡议演讲。

一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好不热闹，就连车窗外的小

鸟也跟着唱起了歌。到达了研学基地后，大家陆续从车上

下来集合。启动仪式开始了，当听到领队老师叫我上台发

言时，我不禁呆住了———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带发言稿

件！我瞬间急得浑身冒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同学们

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连

树上的小鸟好像也在嘲笑我。我结结巴巴地对老师说：

“老……老师，我……我没带稿件……”虽然领队老师没

有责怪我，但是我心里却很愧疚。

回到家里，我忐忑不安，生怕妈妈责备我，于是就对

她说了谎。看着妈妈真诚的眼神，我还是惭愧地低下头，

承认了错误。妈妈对我说：“孩子，每个人都会犯错。人犯

了错不要紧，只要勇于改过，就还是好孩子。”我用力地点

了点头，瞬间想起了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人之过也，各于

其党，观过，斯知仁矣。”犯了错，要勇于承担，并及时改

正，这样我们就还是一位仁德的君子。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让我们

一起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吧。 指导教师：马骁慧

真正的君子
太原市尖草坪区恒大御景湾实验小学

三年二班 任灏如

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是这么说，但我们

还是要以圣贤之人为榜样，努力做到少犯错。尤其是从论

语的学习中“人之过也，各与其党”我知道了，每个人犯的

错误都是不一样的，总结原因有无知和自私两个方面，如

果想要少犯错，就应该从“无知”和“自私”这两方面进行

突破。

记得在我大概四五岁时，晚上经常不按时睡觉，妈妈

便指着窗外楼顶上闪着的红色 “防撞灯”对我说：那是大

灰狼的眼睛，正在盯着我看，如果不好好睡觉大灰狼就会

跳到家里来抓我。当时的我被吓得屏住呼吸，一个大气也

不敢出只好乖乖地睡觉了。现在想想真的是好笑无知，虽

然大部分时候我的无知是由于年龄小的原因，但我想说的

是无知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但凡当时我知道一点点关于

防撞灯的知识，断然不会被妈妈吓住的，正如艾默生所说

“恐惧常起因于无知”。

但也有一种人是“无知无畏”的，比如说新冠刚刚爆发

的那一年，我们大部分人都居家不出门，却在窗户上总能

看到一小部分老年人进进出出的在小区里悠闲地晒着太

阳，社区工作人员曾劝导多次也无果，我想大概也是由于

他们对新冠病毒的无知造成的无畏吧。好在在千千万万

个国人的努力付出下，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疫情退散，我

们又能走出家门去呼吸大口的新鲜空气了。

所以说无论是哪种无知都犹如让我们和瞎子一样，

分辨不清事情的真伪，看不清事情的本质，蒙蔽了我们的

智慧。培根也常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智慧，演算使

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诗人善

辨。”这么看突破无知的唯一方法那就是学习，也是惟一

的通道，特别是向圣贤之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智慧，学习他

们博学多知，心怀大爱的优良品质。

指导老师：王嘉怡

博学多知 心怀大爱
太原市尖草坪区恒大御景湾实验小学 刘锦泽

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在《论语》“里仁第四”第七章中，孔子告诉我们:“人之

过也，各于其觉。观过，斯知仁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所

犯的过错，各有各的类型。考察一个人所犯错误，就可以

知道它的为人了。”

在生活中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也各有缺点。记得有

一次，我在小区里看见一个小朋友骑自行车摔倒了，另一

个小朋友看到了急忙跑过去，把他扶了起来，摔倒的小朋

友家长看见了，以为是他把他们的孩子撞倒了,于是就对

那另一个小朋友破口大骂，摔倒的孩子见状忙跟父母解

释:这位小朋友是过来帮我的，你们错怪他了。这对父母没

有弄清楚状况就随意指责别人，误会了一颗善良的心。这

就是没有做到观过知仁，从而犯了错误。

此外，观过，不仅可以知仁，还可以知人。所以我们要

做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不能只苛责和批评他人的缺点和

过错，也不能从别人行为的表象上过早地下结论。就像那

对父母，过早下了结论，却没有发现表象背后的真相。人之

初，性本善，当别人犯错时我们要多一份善意，宽以待人。

而当我们自己犯错时，要勇于承认错误，为自己犯下

的错误及时道歉，并尽可能弥补。我们要持有一颗阳光积

极的心态面对，怀有一颗仁爱之心爱人。

人生难免会犯错，可怕的是犯错了还不承认、不反省、

不作为。如果我们能把所犯的错当作宝贵的经验，就能在

一次又一次的错误中改进、反思、不断完善，最后定能成长

为一个高尚的人！

读《论语》有感
太原市尖草坪区恒大御景湾实验小学 韦牧言

摘要：在初中体育教学中，依据形势发展
的需要，我们要确立一种新的体育教学方式，
那就是在初中体育教学之中：指导新形势下的
广大初中学生建立一种科学的体育与健康观
念，促进广大初中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全面提
高。

关键词：初中体育 新的观念 （认识
比较中 体验中 良好习惯）
体育教育是所有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的基

础。我们开展体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
是通过体育教育，体育锻炼，让广大学生身体
健康。随着形势的变化，体育科学技术方面的
发展。体育教育专家得出一个惊人的科学结
论：学生的身体健康，不仅仅只限于学生参加
一些体育锻炼。学生的身体健康除体育锻炼之

外，而且还包含学生的心理健康，情绪健康，
卫生习惯健康，长期的习惯性健康等等。为了
让广大初中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应该
在初中体育教育中指导广大初中学生建立科学
的体育与健康的观念。
其一，切实开展科学的体育与健康观念认

识的教育。
现在，我们的初中体育教育可以说还处在

一个相对传统落后陈旧阶段。现在的初中体育
教育往往是用一种孤独的体育教材，一个学习

周一般只有一个教学时，指导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这种落后的体育训练能增强青少年初中学
生的身体健康吗？其实，青少年初中学生的身
体健康需要多个方面的教育，一周一个教学时，
能真正增强学生的健康吗？科学的结论是：唯
有指导广大初中学生建立科学健康的体育观念，
才能改变现有落后的体育教育，让广大初中学
生真正增强健康素质。当前，我们在体育教育
中，提高学生的认识，转变落后的体育观念，
树立科学的体育健康观念是非常必要的。

其二，如何指导学生建立科学的体育健康
观念。

1、从对比中，让广大学生建立科学的体
育健康观念。我在教育中收集了不少关于体育
与健康方面的光盘，播放给学生观看，增强新
观念的树立。这些光盘中，播放出了：现在世
界上最健康，最长寿的人是哪些人群呢？最健
康的人群是庙宇中的僧人———和尚。据有关统
计：大多数和尚多很长寿，一般要活到80—90
岁。年寿最长的和尚要活到100多岁。这些长
寿和尚生活很有规律，饭食素食，早起早睡，
天天适当锻炼，意念集中，少有私人杀念。这
些启示说明：身体健康生活要有规律，生活讲
究卫生，坚持天天适当锻炼，意念集中，少有
私心杂念，健康是由多个方面促进的，不能仅

仅靠一周一个体育课增强来使人的身体健康就
健康起来。我从和尚与现行体育课的比较中阐
明了我们现行的体育课教育存在不少的弊端，
需要改革创新，要树立一种科学的创新体育与
健康观念。

2、指导学生建立一种心理健康认知。人的
健康是由心理支配的，心理健康控制着人的肌
体健康。比如庙宇里的和尚每天只需打坐念经，
私心杂念少。我们的学生也需要少一些私心杂
念。什么今天考分落下了，老师要批评我这次
考试落后啦，回家父母亲要骂我，要打我呀。
这些私心杂念应该少一些。主要心思要放在，
我要有一种健康的新观念。心理要健康，要坚
持天天锻炼等等。学生的心理健康确立了，身
体锻炼就有常态化习惯了，锻炼就成为了自然，
锻炼就成为了良好的习惯了。

3、指导学生建立一种讲究卫生健康的良好
习惯。其实人的健康与人讲究卫生习惯是息息相
关的，前国民党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十分讲究人
的身体健康。她曾多次说：人的身体健康要从卫
生习惯开始。身体有疾病，要找医生看一看，及
时治一治。而且生活的饮食要注意卫生，饮食要
有规律的。对于我们的初中学生而言，学生平时
就要讲究卫生习惯，不要把卫生看成一件小事，
要当成大事。宋美龄一生活了—106岁，是一位
横垮活过三个世纪的女人。她的讲卫生的习惯值
得我们学习。天天讲卫生，年年讲卫生，一生一
世讲卫生。把讲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4、指导学生心态要好，自然、和谐、乐
观。人的健康与心态好有关的。“笑一笑，
百年少”，就是说身体健康与人的心态好有关

的。心态好，就是少生气，心境永远自然、
和谐、乐观，从从容容，天垮下来，也不惊
吓。一种永远自然乐观的心态使人的身体永
远健康。

5、指导学生养成一种天天锻炼的良好习
惯。良好的锻炼习惯乃健康之本。依据有关体
育与健康科学知识透露：人的健康，不是一下
子就可以达到的，而慢慢地逐步实现的，坚持
天天锻炼，养成良好习惯，一生一世，不忘锻
炼，就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强壮身体素质。
综上所述，我们在体育教育中，要紧跟时

代前进的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地纠正初中体
育中存在的弊端，改革创新，尤其是通过初中
体育教学，指导广大初中学生建立一种科学的
体育与健康观念，让这种新的科学观念深入自
己的心灵，坚持一生一世，不愁自己不会有一
个强健的身体。我们的初中体育教师在自己的
体育教育实践之中，一定要做好两件教育：第
一点———就是要转变学生的观念，指导学生树
立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树立好一种科学的体
育与健康观念；第二点———就是要把那些科学
的坚持一生一世的讲究方法，锻炼方法教给学
生，让学生在体育教育中，学到一些有用的科
学锻炼方法。
参考文献：
1、万永祥、赵虎文、陈泽军《在体育教育

中，指导初中学生树立一种科学的体育与健康
观念》 2018年《学习方法报·体育教育版》。

2、刘思杜、冯国华、谢俊超 《积极宣传
科学的体育与健康知识》 2020年 《初中健康
教育》。

指导初中学生建立 科学的体育与健康观念
———初中体育与健康教育探索与研究

阴 四川省广汉市向阳学校 陈倩

【摘要】英语课堂是学习语言知识的重要途
径，在英语课堂中进行多元文化渗透是非常必
要的。在英语课堂上加强多元文化渗透的实施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涉外交际能力，可消除文化
差异所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可增强英语学
习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英语教学 文化渗透 跨文化交

际
新课程改革倡导联系生活的教学策略，目

的在于使学生拥有的丰富的直接经验。新课程
也进一步强调教学应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
际，创设尽量真实的语言情境，组织具有实际
意义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师作为实施新课程的
主体，应学会如何巧妙自然地寓英语学习于生
活体验之中，把新理念推向课堂，从而改变学
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释放学生的创造潜能。
为此在教学中我进行了一些尝试，从中感受到
了新课改带来的实效。
一、将教材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

培养爱国情感
爱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每个作为中国

人的应有的高尚的情感，特别对于处在当今和
平时代的中学生来说，更需要灌输这样的爱国
情感教育。作为教师的我们更有这样的责任和
义务来培养青少年的这种情感。

1、在七年级上册Unit 5 Do you have
a basketball?学体育类名称这些单词时，我
们一开始可以展示一些奥运会的图片，结合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这一令人振奋
人心的消息，让学生感受到这是我们?国家的
骄傲，代表着我国政治地位的提升，综合国力
的增强。这一过程不但调节课堂气氛培养学习
兴趣，同时也恰当地浸透了国家意识、爱国情
感的培养。

2、在八年级下册 Unit6 An old man
tried to move the mountains.教学时，我
们可以利用愚公移山的动画片来引入，利用愚
公和智叟的对话来赞颂愚公移山心意之诚，意
志之坚，从而引导学生们学习古人战胜艰难险
阻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我们也应该积极进
取，要有战胜生活学习上的“太行、王屋”的
决心和勇气。

3、在七年级下册Unit5 Why do you
like pandas?讲到了动物，我们在教学中可以
结合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全球珍稀动植物濒临
灭，让学生展开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发
动学生保护珍稀动植物，开展“爱我中华，保
护地球”的活动。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
识，使学生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
养成讲卫生、讲道德的良好习惯，而且增强了
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4、英语教学如果一味地采用老师单调的讲
解和空洞的说教，学生会感到乏味，更谈不上
德育渗透。在教单词时，也不忘“结合”。学生
在学east（东） west（西） south（南） north
（北） 等方位时，我讲了这么一句话East or
west, south or north，home is the best.
?（不论走到东西南北，家是最好的去处）不仅
压韵，还有利于单词记忆。接着我跟他们将这
个“家”也可指国家，顺着就将到了游子盼归，
讲到香港、台湾…讲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
生的“乡愁”—homesickness。

二、将核心素养与教学结合起来，培养学
生的担当意识

所谓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
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基本内容分为文化基础、
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6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
同等18个基本要点。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进一步深化课程与教

学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依据。
以其中的“责任担当”来说，中小学生身心发

育还很不成熟，究竟需要培养他们什么样的责

任担当呢？应该从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
点和教育教学目标、任务出发。

一是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责任担当。学习
是中小学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学会学习则是完
成这一任务的首要目标。为此，首先就是要让

他懂得学习是自己的事，学习好坏都得自己负

责。只有当他树立了这样一种对学习的担当意
识，才能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奠定乐学、

好学、会学的基础。
二是对身边环境负责的责任担当。良好的

自然环境是我们生存的基础，破坏环境就等于

自杀。以一颗敬重之心去珍爱、保护自然环

境，不仅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更是每一个人
应有的担当。让孩子从身边小事做起，是对中

小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树立担当意识的重要途
径和有效方法。
三是对集体负责的责任担当。团队精神、

合作意识，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而

这种素质的培养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有什
么样的集体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反之亦然，

为集体贡献一份力量，承担一份责任，不仅是
每个人的份内之事，是儿童心理发展的需要，
更是一种担当。

四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健康负责的责任担

当。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东西
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健康则是人

的生命的重要保证。尊重生命，爱惜健康，既
是一种美德，更是一份责任。不伤害自己和他

人，养成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生命情怀，是

上对国家民族，下对自己和家庭应有的担当。
从小对孩子进行生命关爱教育，是对他们人生

的奠基。
五是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的责任担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孩子。但能否养
成知错必改、过则不腻的思想意识则又是另一
回事。为此，对学生的过错，教师和家长不应
大包大揽，撇下孩子主动揽责，模糊孩子的是
非观念。而应教育孩子明辨是非，主动担责，
“知耻近乎勇”，养成正确的担当意识。

六是对家庭文明、和谐负责的责任担当。
孩子是家庭的一份子，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开
始。孩子从小树立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也是长大
以后更好地为国尽责。常言道，孩子是父母的
纽带和桥梁，是家庭和谐的润滑剂。让孩子从

日常的洒扫应对、待人接物做起，树立担当意

识，不仅能够增进家庭和谐，还有利于家长反

省自躬，提高家庭文明素质。

三、将时政热点与教学结合起来，提高学

生的道德水平

思想品德是为中学生思想品德健康发展奠

定基础的一门课程，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

有赖于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自身的实践，而学

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不能及时多渠道获得

新的社会信息，对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新现

象不清楚，想问题比较简单偏激，而且容易受

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运用时政热点进行教

学，让学生通过对时政热点的分析，在是与非、

对与错、美与丑、善与恶的判断和评价中，了

解我国法律、社会主义道德以及社会发展对个

人的要求，学习榜样人物的优秀品质，从而促

进自身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
发展。

教学过程是一个开放性的环节，学生们可

以学到什么，关键在于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如何科学地把爱国主义、红色基因、担当意识、

初心使命等进行合理渗透？因此我们英语老师

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以上多元渗透只是我个

人的一些做法的理论升华，希望能对广大英语
教师的教学有所帮助。

浅谈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多元渗透
阴 太原市万柏林区官地实验学校 郝志峰

摘要：本文基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深
入探讨了山西红色资源融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明确山西红色资源与爱
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剖析利用红色资源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托红色资
源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为推动山西红色
资源与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融合创新思
政路径。
关键词：山西；红色资源；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
山西红色资源包含众多山西革命先烈的事

迹，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为重要的
素材。如何将山西红色资源融入到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助力现代化人才的发展和培养，是
学术界与一线教师关注的重点课题。
一、红色资源的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认识并不

统一，李贤海、李文瑞提出“红色资源”，即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革命精神”及其“物
质载体”的总称，强调了“红色资源”的不可
再生和不可复制。苑晓杰、易丹丹等学者将
“红色资源”定义为“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的历
史环境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等活动时所产生的一种革命精神。总的来
说，学者们一致认为，红色资源包括革命精
神、红色文化及其物质载体，从1919年开始到
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二、山西红色资源的分类
1.红色遗址
通过对山西文物局公布的《山西省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的分析，发现山西的红色遗
址主要出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更多地产
生于抗日战争阶段。我们要不断发掘山西的
“红色家底”，保护、管理、利用和传承已有的
红色资源。

2.红色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三晋人民群众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共同创造了山西的“红色”
精神。山西的红色精神就是“太行精神”即
“吕梁精神”，还包括右玉精神、刘胡兰精神。
我们要以“这些精神为核心，并对这些“红色
精神”进行深入的理论解读，形成一批新的理

论成果，使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山西红色
精神谱系。

3.红色文学
比如以“山西红史”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歌颂山西人民的英勇斗争的歌曲《太行山上》；
以太行山乡村为题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反
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吕梁儿女抗日的影视剧《吕
梁英雄传》等。

三、山西红色资源融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现实价值

1.引领价值观念形成
山西的红色文化资源，既能使青少年从伟

大的革命实践中吸取精神营养，培养他们爱国
主义情感，使其能够在各种艰难的条件下，克
服重重困难，取得胜利；同时，也可以让青少
年牢记先辈的遗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
意进取，并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2.强化思想道德培育
山西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很大的道德教化

功能，它对学生道德观念端正、道德水平的提
高、道德修养的强化都具有很好的教育效果。
透过山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展示，使学生们
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并在学习与工作中，
逐步形成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
国服务的价值观。

3.发挥典型榜样力量
山西的红色历史故事中，都蕴含着浓厚的

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理想信仰，这
些精神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凝聚
力，它是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载体。

四、山西红色资源融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存在的问题

1.与红色基地融合不充分
山西地区的红色资源很多，但学校的爱国

主义教育并未利用这些资源。大多数学校的爱
国主义教育流于形式，并未与爱国主义教育的
内容、目标进行有效的结合，更未建立起关于
爱国主义教育的固定学习点与系统知识的有效
连接。

2.实践教学活动相对较少
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的教学对象既多又复杂，

而且授课老师数量也很少，所以，无论是从场
地问题、安全问题还是资金问题来看，都很难

在校内和校外开展这种规模较大的大型活动。
因此，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在实践活动中学习爱
国主义教育课程的相关内容，也无法从内心萌
生爱国主义情感。

3.红色资源渗透存在不足
当前，各个学校更多的是注重对政治、时

事方面的宣讲，而对含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红色资源的重视程度却降低了。学校的一些公
告栏、展板等，通常都是介绍一些最近的时事
政治、当前社会的一些重要事件等，而有关红
色资源的展览往往比较少。
五、山西红色文化融入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的的创新性路径
1.打造山西红色校园文化，引导爱国主义

情感
打造山西红色校园文化功能有三个：第一，

长期的引导功能。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一旦形
成，必然会对受教育者产生长期的影响。第二，
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校园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影
响着受教育者。第三，极强的凝聚效果。学校
在建设校园文化景观时，能够牢牢把握山西本
土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突出山西红色文化的
特点。

2.开展山西红色文化活动，激发爱国主义
情感
（1）开展专题活动，拓展途径
首先，要借助山西红色文化充实爱国主义

教育的教学内容。比如：在课堂上可以讲述革
命人物的故事，以此坚定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
感，培养其家国情怀。其次，丰富爱国主义教
育的手段。例如：根据组织编排具有一定山西
革命历史背景的戏剧、歌舞等。
（2）拓展第二课堂，陶冶学生情操
运用山西红色文化资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比如：本校于2022年九月份推普周
活动举行了“以山西省红色资源与青少年爱国
主义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3.实施山西红色宣教活动，提升爱国主义
情感
（1） 借助网络拓展山西红色文化宣传的

阵地
学校应加强对校园网络的监管与规范化，

构建健康、生动、占据主流的网络空间；并正
确利用和开发新媒体，以吸引青少年的眼球。
此外，还可以在网上开设山西红色文化的视频
专区、互动讨论专区，以确保学生的主体性与
爱国主义情感的塑造方向相一致。
（2）重视实地考察，丰富山西红色文化宣

传内容

通过构建多种形式的学校道德教育基地，
使学生在亲身经历中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正
确的爱国主义情感。此外，可以通过对山西红
色文化历程、文献资料、文学作品的调查，使
青少年的人文素质与红色文化相融合。

4.创建山西红色教育基地，坚定爱国主义
情感。
（1）深化山西红色文化实践内容
通过歌舞表演、实地考察等途径对山西红

色文化进行宣传和普及、。如：以专业知识为导
向的实践方式，以此增进学生对山西红色文化
的理解；鼓励和组织青少年到平型关旧址、西
河头地道战遗址等地游览，培养其人文精神；
利用高科技手段，如影像、图片等，再现革命
历史的发展过程。
（2）扩大山西红色文化实践的区域
第一，山西省内的各学校各部门要相互协

作，不断创新确保学生随时掌握最佳的文化动
态；第二，要重视山西红色文化在现实生活中
的实践功效。各个学校都可以通过推广当地的
红色文化，将山西红色文化与实践有效结合，
保障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创新性的模式加深对于
山西红色文化的了解，从而实现实践活动的最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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