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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江城深挖传统文化，强根基潜心立德树人

——“区培计划（2021）”--西藏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师德骨干培训班顺利开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厚重的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自信之源、坚实根基与丰厚滋养。为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高西藏自治区德育骨干教师的师德修

养和文化育人能力，10 月 17 日上午 8 点 30 分，受西藏自治区教育

厅的委托，由我院承办的“区培计划(2021)”——西藏自治区中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骨干培训班开班典礼在江城武汉顺利举

行。

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杨程雅老师、我院院长李兵以

及来自西藏自治区各县、市的 50 名德育骨干教师共同参加了本次开

班典礼。

开班典礼现场

新 闻 聚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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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伊始，我院李兵院长首先对远道而来的西藏老师们致以热烈

的欢迎。其次李院长就我院针对本次培训班的课程设计与师资配置进

行了介绍，并表示：我院会竭诚服务，切实保障项目实施成效与服务

质量。此外，李院长也向各位参训学员提出三点希望：一、认清形势，

进一步增强骨干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文化自

信培养作为首要任务；二、深入思考，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努力提升

做好文化育人工作的业务水平；三、严守纪律，服从管理，做规章纪

律的遵守者和执行者，积极保障培训成效见显。

李院长致欢迎辞

随后，本次培训班的领队杨程雅老师代表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发表

培训动员讲话，并对全体学员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遵守纪律，听从

安排；二是全情投入，认真学习；三是积极反思，学以致用；四是提

升自我，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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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领队做动员讲话

紧接着，本次培训班的学习委员格桑顿珠老师作为学员代表进行

发言，格桑顿珠老师代表各位参训学员真切表示在培训中会做到：提

高认识，端正态度，珍惜培训机会；遵章守纪，扎实学习，着力提升

能力；勤于思考，务实创新，注重学以致用。

学员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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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誓言铭于心，初心使命化于行。李院长在学员代表发言后为

培训班授予班旗，并由培训班班长杨程雅老师接班旗。授旗仪式后，

全体学员在培训班宣传委员张朴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庄严宣誓，在星

星火炬的指引下，全体学员庄严宣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国家

和社会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全部力量！

班旗授予仪式全体学员庄严宣誓

典礼结束后，随即开启了本次培训的第一场专题讲座，由武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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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主任程斯辉教授讲授《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科

学回答与中国方案》。程教授立足教育发展需要解答的八大核心问题，

剖析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指导参训教师们如何涵养高尚师

德、潜心立德树人。课堂上，全体老师积极与程教授互动，并在沉浸

式的学习中领悟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与骨干教师肩负的使命与责

任。

程斯辉教授课堂风采

下午，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全体学员前往武汉博物馆进行参观学

习。在历代文物珍藏厅、古代陶瓷艺术厅、京剧脸谱作品展与武汉戏

曲文化历史特展等展厅的观摩中，学员们领略了荆楚风采，拓展了文

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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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博物馆参观

据悉，此前我院曾多次与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合作，承办多项教师

培训项目，近两年即将落实更多自治区国培、区培项目。在延续前几

次优秀培训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本次培训，我院将更加充分考虑学员

需求和自治区教育实际，精进服务，切实提升培训实效，为西藏自治

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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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溯源，筑牢文化自信；铸魂育人，弘扬高尚师德

——“区培计划（2021）”--西藏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师德骨干培训班圆满收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出我们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把西藏建设

成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战略目标，西藏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弘扬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

述和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深刻领会新时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意义，不断提升西藏自治区中小学德育骨干教师的师德修养和文化育

人能力。由西藏自治区教育厅主办，我院承办的“区培计划（2021）”

--西藏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骨干培训班于 10月

16 日至 25 日在江城武汉顺利举办，来自西藏自治区各市、县的 50

名骨干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

筑梦江城，踌躇满志

2021 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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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起步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为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师生文化自信，本次培训乘借“区培计划”

之东风，立足西藏自治区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帮助各市、县中小学骨

干教师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拓宽教育视野，提高师德修养和

文化育人水平，从而促进西藏自治区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骨干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在勤学善思中谋专业成长之策

10 天的培训学习中，我院根据培训需求精心遴选国学领域专家

教授和知名一线骨干教师，组建高水平培训专家团队，围绕《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指导纲要》，从职业信念与教育情怀、传统文化与优秀经典、

传统文化与学科教学、传统文化与专业发展四大维度设计培训内容。

专家们分别就儒家哲学、书法文化、戏曲文化、教师礼仪等具体方面

进行详细讲述和案例讲解，不仅从理论层面巩固了参训教师的传统文

化知识，而且深刻剖析了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涵，指导参训教师如

何以传统文化涵养高尚师德。

专家引领，理论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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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观摩中求铸魂育人之举

为弘扬务实之风，拓展理论视野，丰富培训形式，10月 17 日，

来自西藏自治区的骨干教师一行来到武汉博物馆，在讲解员声情并茂

的导览中，领略了荆楚风采。

10月 22 日下午，学员们一同参观了武汉市长春街小学，观摩了

学校远近闻名的智能化图书馆——香橼书院，聆听了学校传统文化校

园实践特色报告，领略到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学生们自主、自信的

精神风貌，并在校园中切实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交融的独

特魅力，在聆听学校关于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汇报中，学员们积极交

流，深入思考、收获颇丰。

实地参访，文化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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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教育中筑理想信念之基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参训学员们在这“英雄

的城市”，以虔诚与激动的心情前往武汉革命博物馆学习伟大红色精

神，参观了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同志旧居、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五大会址前感受历史脉络，传承革命先辈精神；在毛泽东旧居内追

思领袖风采，感怀职责使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回忆苦难年代，

激发奋进之心。在博物馆的浸润式体验中，老师们学习了一代代共产

党人在淬火磨砺中去伪存真、铁血忠魂的自觉担当，永葆忠诚、奋发、

担当的本色。

重温历史，感怀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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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反思中造百舸争流之势

在培训的尾声，班主任以学习回顾的形式带领大家回忆了 10 天

短暂却充实的培训时光，总结了培训期间的收获与成长；随后，学员

们分别以小组进行了文艺汇演，通过经典朗诵、西藏民族舞蹈、藏族

歌曲演唱等形式展示出了小组的精神风采及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最后，

学员们有序在班旗上进行签名，将共同的回忆留存于鲜艳的班旗之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相

信这段江城之旅会帮助学员们更好地立足地区实际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真正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

富内涵，润蕴师者本位职责，潜心铸魂打造西藏自治区高质量的育人

事业。

共迎成长，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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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美 篇

我们开班啦

“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

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师德骨干培训班系列报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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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

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师德骨干培训班系列报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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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计划（2021 年）”——西

藏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涵养师德骨干培训班系列报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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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计划（2021 年）”——西

藏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

养师德骨干培训班系列报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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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

自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

德骨干培训班系列报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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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自

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骨

干培训班系列报道（六）



第 18 页 共 24 页

“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自

治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骨

干培训班系列报道（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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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打开微信 APP，使用扫一扫功能，即可手机浏览学习美篇，

同时可以评论、转发或分享。

“区培计划（2021 年）”——西藏自治

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师德骨干

培训班系列报道（八）



第 20 页 共 24 页

教育学博士，二级教授。现为武汉大学
中国教育家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学科评议组专家，中小学校长国家级
培训专家，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
分会副理事长。

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主任、省域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湖

北省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暨副秘

书长、民政部城乡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湖北省优秀音乐教师，现任武汉市音乐
教研员，武汉市中学音乐教育学会理事长兼
秘书长。。2017 年聘为国家学生“音乐核心
素养”测试组命题专家组织全国测试及质量
分析。任《湖北省中小学音乐教学指导意见》
《湖北省中小学音乐教学指南》副主编。

湖北省唯一一位心理特级教师、国家高级
心理咨询师、全国“心理辅导之星”、湖北省
“三八红旗手”、武汉市“三八红旗手”、“感
动武昌教育十大人物”。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
特级教师，被武汉市聘为中小学心理合格学校
评估专家；被教育厅聘为“国培计划”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授课专家 。

专 家 风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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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传统文化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湖北省书画教育研究院院长、湖北汉字
与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小学书法教师
培训基地主任、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教育
部考试中心湖北书画考级中心总顾问、中国书
法家协会高级书法教师、洪山区政协委员、洪
山区洪山好人、洪山区书法家协会主席、洪山
区书法院院长。

曾任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党委委
员，湖北省国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任湖北
省委、武汉市委宣讲团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特约研究员，中组部、教育部全国教育培训
中心客座教授、高级培训师，湖北省社科院研
究员，武汉大学、华中农大、中南民大等多所
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曾任哲学学院
院长（2012-2020），现为武汉大学文明对话
高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中国
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聘教授”。湖北省社科联委员，贵州省孔学
堂学术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学学术委员会
委员，武汉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 2011 至今被聘湖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
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班级管理方面进行研
究，承担并完成各类科研项目 6 项，发表论
文 58 篇。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师范
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授《班级管理》课程，
为湖北师范学院带学前教育方向专业硕士
研究生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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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礼仪学专家。毕

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任武汉大学阿拉伯研

究中心主任，兼任湖北省干部基本理论与时事

政治教育宣讲团教授、武汉市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工作顾问、湖北省礼仪学会会长，

湖北省演讲协会副会长。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哲学学

院、国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现代

新儒学，诸子学。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现代新

儒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参与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各类项目多项。

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佛

学、周易哲学。出版学术专着 3部，参编高教

社《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等着作多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