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

地址：阿拉尔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电话：0997-4669063

关于开展“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金课”展示活动的通知

各学校：

为深入贯彻习总书记“3·18”讲话精神，促进兵团红色基

因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材，以进一步提升立德树人的工作成

效。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与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将联合开展“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金

课”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筑梦人生：探索选择与价值的成长之旅

二、活动对象

1.2024 年“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教学设计参赛一等奖教

师(见附件 2）

2.名师工作室成员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11 人(见附件 2）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9 人(见附件 2）

3.第一师第二中学全学段思政教师（仅参加线下活动）

4.特邀：新疆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一行



5.有意向参加活动的学校可选派代表参加线下活动。（意

向参加此项活动学校，请于 3 月 15 日前以学校为单位上报附件

3）

三、活动目的

1.深入挖掘兵团红色资源的教育价值，丰富思政教材内容。

2.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程的衔接与融合，构建一体化的思

政教育体系。

3.提升思政教师的教学展示能力和教学创新水平。

四、活动要求

（一）主题鲜明。“金课”以“兵团红色基因”为情境，

“筑梦人生：探索选择与价值的成长之旅”为主题，深入挖掘

兵团精神、红色故事与人生选择、价值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

（小学：五上《面对诱惑，作出正确选择》 ；初中：七上《树

立正确的人生目标》；高中：必修四《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大学：《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 二 ）内容创新。结合学生实际，创新教学内容，融入

兵 团红色故事、英雄人物事迹等，使教学内容生动有趣，易于

学生接受和理解。

五、其他要求

1.教研活动结束后 ，参与活动教师于 3 月 25 日前交听课

心得与活动照片，小学初中发送至邮箱 283195906@qq.com，

高中发送至 236796370@qq.com。本活动线上每次计师域培训 2



课时，线下活动计师域培训 8 课时。（所有参加活动人员以实

际签到和反思上交情况为据）

2.所有参加活动人员食宿交通自理，费用回单位报销。

联系人：陈贞桂 电话：13899292018

曹露翌 电话：15899326289

附件: 1.“金课”展示活动表

2.“金课”展示活动花名册

3.参会人员回执

4.专家介绍

第一师阿拉尔市教育局

2025 年 3 月 5 日





附件 2：

“金课”展示活动花名册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备注

1 牛艳萍 第一师第四中学
2024 年“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教学设计

参赛一等奖教师（小学段）

2 马维度 七团中学
2024 年“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教学设计

参赛一等奖教师（初中段）

3 龚万江 塔里木高级中学
2024 年“兵团红色基因进教材”教学设计

参赛一等奖教师（高中段）

4 陈金霞 一团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5 陈贞桂 六团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6 马纬度 七团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7 许 丹 八团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8 李爱平 师高级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9 寇晓琴 十六团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0 王莉娟 阿拉尔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1 邵佳玉 阿拉尔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2 刘霞 第四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3 牛艳萍 第四中学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4 陈国安 研培中心 陈贞桂初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5 李 婵 第二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6 刘志武 第二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7 魏金柱 第二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8 马玉红 第二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19 曹露翌 第二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20 贺鹏山 师高级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21 周叶明 师高级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22 杨 梅 师高级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23 王 菲 塔里木高级中学 曹露翌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



附件 3：参会人员回执

序号 单位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附件 4：专家介绍

刘铮，新疆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银龄教授。原上海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经济学博士、副院长。曾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经

济纵横》（CSSCI）杂志常务副主编、《当代经济研究》（CSSCI）

杂志常务副主编。

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综合类高校《资

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的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

生态学会生态教育分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上海浦东新区科委基金项目评审

专家。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50 余篇、专著 5 部、先后主持承担国

家和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课题十余项、并获得省

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十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