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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8日，邵阳工业学校举行“初心如磐琢精技 踔
厉奋发谱新章”2024年元旦文艺汇演。师生们用一个个精
彩的文艺节目，展示一年来学校发展成果，憧憬美好的新
年。图为活动现场。 李超 禹琳 摄影报道

元 旦
前夕，我市
多所学校
举办特色
活动，让学
生们在快
乐喜庆中
迎接新年
的到来。

多彩校园活动迎新年

▲上月28日，双清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志愿者来到
双清区新渡中心完小，开展“趣运动·悦健康”庆元旦活动。
图为活动现场。李超 李竣 刘亚玲 尹晓冬 摄影报道

▲上月28日，绥宁县思源实验学校开展“迎元旦校园厨
艺大赛”活动，学生在愉快的氛围里，动手动脑，展示自己的
动手能力。图为活动现场。

谢智奇 摄

“不得要求学校安排
教师上街执勤、值守，不得
要求教师下载与教学无关
的 App、关注微博微信，不
得要求教师参加与教育教
学无关的点赞投票、问卷
调 查 、竞 赛 汇 演 等 活 动
……”日前，四川天府新区
推出的《为学校减负十条
措施》在网络上赢得赞声
一片。

地 方 政 府 出 台 为 教
育、为教师“减负”的举措，
早已不是先例。但客观地
说，这些举措是不是落实
到位，还有待考量。

教育点多、线长，覆盖
范围广，教师又是距离基
层群众最近的人。也正是
因此，近年来，但凡是需要
覆盖到基层一线的活动，
宣传到基层一线的政策，
有关部门总是习惯力邀教
育系统的参与，美其名曰

“小手拉大手”，仿佛活动
没有进学校、宣传没有到
学生，就达不到预定的效
果，达不成既定的目标。

教师的本职是教书育
人，虽然“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教圣贤书”已经过
时，新时代呼唤多元化教
育，教育手段与方式途径也

应与时俱进，但是教书育人
才是教师的主责主业是毋
庸置疑的。长期各种“被自
愿”，不但让教师群体浪费
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
因此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进
度和教学安排，最终受害
的，是教育事业本身，更是
孩子们的未来。

别 再 难 为 我 们 的 教
育、我们的教师了。希望
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树
牢“教育优先发展”的理
念，切实把为教育、为教师

“减负”落实到实际行动
中，让非必要的“进校园”

“小手拉大手”少一点、再
少一点，让教育的发展、教
师的工作更纯粹一些；部
门单位和部门能够对教育
再高看一眼、再厚爱一层，
让教育这个“百年大计之
本”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
去发展，尽量做到非必要

“不入校”“不拉手”；全社
会能够把对教育的关注放
在“如何促进发展”的角
度，对教育多一些包容理
解，少一些“指点”，用心用
情去为了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献策出力。

毕竟，只有专心，才能让
专业的人干好专业的事。

让专业的人专心干专业的事
——谈为教育、为教师“减负”

李 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南群 尹
超） 为深入实施文化润疆
工程，助力吐鲁番市教育优
质发展，上月11日，市十中教
育帮扶实践志愿者奔赴新疆
吐鲁番，开展为期一周的教
育帮扶实践活动。

在疆期间，志愿者先后
深入吐鲁番鄯善县连木沁镇
第一中学、连木沁镇第二中
学和托克逊县第一中学，通
过文化互访、经验座谈、教学
示范、物质捐赠等形式开展
教育帮扶实践活动。市十中
带队领导分别与三所学校交
流分享了办学理念、师资建

设、制度建设、教育教学研
究、班主任队伍建设、思政课
程建设、协同育人机制以及
学校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
容，优秀教师代表开展了示
范课活动。市十中还向帮扶
结对学校——连木沁镇第一
中学捐赠了图书和书法绘画
作品，促进两地的文化交融。

在此之前，市十中与吐
鲁番地区学校开展了线上师
徒结对、线上集体备课、线上
班主任技能培训和两地学生

“手拉手”系列活动。连木沁
一中党支部副书记沙塔尔·
合科木到市十中开展了45天
的挂职学习工作。

教育帮扶高原情 同心共筑中国梦

邵阳日报讯 （通讯
员 龙锦化） 上月20日，邵
阳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易
慧茗名师网络工作室派出团
队，前往大祥区罗市镇中心
完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送教
下乡活动。

活动中，工作室主持人
易慧茗为该校高年级的学生
开展《生命·健康——小学生
防性侵教育》主体讲座。易慧
茗首先通过身体界限 YES
or NO的游戏，让学生们知
道自己和同学的身体界限是
什么，感受到每个人的身体界
限是不同的。易慧茗带学生

们了解青春期身体的变化，了
解到男女生青春期的不同之
处，让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自己
和他人的身体变化。接着，
易慧茗通过场景模拟让学生
们学会分辨哪些场景是危险
的，应该怎样避开。最后，易慧
茗组织学生们讨论当遇到有
人侵犯隐私应该如何应对，
同时给孩子们种下心锚，无
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世界
上总有人在爱着他们。

这堂课让学生们进一步
学会“防性侵”，学会保护自
己，学会接纳自己和他人青
春期的变化。

心理健康教育送教下乡

前不久，我市举行乡村骨干教师教
育信息化能力提升培训班，由我市的省、
市名师网络工作室名师担任讲师，通过

“培训培训者”的方式，致力提升乡村教
师教育信息化水平，助力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

依托名师网络工作室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作用，推动全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已
经成为我市不断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有
力抓手。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名师网络工
作室建设，市委、市政府将“名师网络工
作室建设和管理”纳入2023年邵阳市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工作任务，市人大将其纳入2023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执法检查的重要内
容，市政协委员以提案的方式建议加强
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各县（市、区）政
府从经费上、政策上对名师网络工作室
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

2022年以来，我市依托14个省级名
师工作室，先后建设了 77 个市级（含省
级）名师网络工作室，涵盖学前、小学、初
中、高中 4 个学段，共 20 个学科，辐射学
校 606 所，辐射教师 16300 余名，形成了
一张覆盖全市的“名师网络”。

在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工作中，作
为主管部门，市教育局不但举办了省级
名师网络工作室授牌仪式，还在政策方
面予以倾斜，全力推动名师网络工作室
的建设。具体负责的市电化教育馆竭力
提供高质量服务，经常组织专家深入各
工作室开展调研，了解工作实情、疑难困
惑，及时帮助教师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为建好名师网络工作室，我市的 14
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从队伍组建，到活动开展，手把
手地帮助市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开展工
作。市级工作室则以省级工作室为榜
样，全面提高教育教学教研能力。双清
区颜家骐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首席名师、特级教师颜家骐，每个星期至
少组织开展一次教研活动，团队团结协
作、工作风生水起。2022年参加“基础教
育精品课”遴选，2位教师的课获评部级
精品课。2023年制作选送7堂课参评，全
部获评市一等奖、省一等奖，且全部送部
里参评全国精品课。在前不久湖南省

“用好精品课”“做好精品课”活动中获得
1个省级第一名、1个省级第二名、2个市
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市级名师网络工
作室争先争优，反过来又推动了省级名

师网络工作室的勇往直前。两级名师网
络工作室相互促进、携手成长。

近两年来，我市的名师网络工作室勇
挑重任，先后承接了省教育厅下达的小学
一年级科学、初中八年级地理和小学一至
六年级数学（苏教版）共计480个成套教学
资源开发任务，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智
趣新课堂”全套（78个）资源的脚本撰写任
务，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得到了上级教育
部门的高度肯定。在2023年的“基础教育
精品课”遴选中，我市有53堂课获评省级
精品课一等奖，这些课绝大多数来自省市
名师网络工作室。2023年的全省“用好精
品课”“做好精品课”活动中，我市5个名
师网络工作室获得2个全省第一名、1个
全省第二名、1个全省第三名、2个全省第
四名，团体成绩全省第一的优异成绩。

与此同时，名师网络工作室还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通过网络联校，扩大在线
上开展教育教学教研活动的范围，开展
名师课堂及主题班会等活动。2年来，我
市77个名师网络工作室利用全市292个

“农村网络联校”（含智慧网络联校）的
292个主校，带动了825所乡村薄弱学校
（含教学点）的发展，受益教师12496人、
学生141439人。

名师引领 共育芬芳
——我市大力推进名师网络工作室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昌勇

▲上月28日，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建功新时代·开
启新征程”2024年元旦文艺汇演，师生们载歌载舞，喜迎新年的
到来。图为活动现场。 李超 欧阳雅静 摄影报道

◀上月 28
日，市五中举行

“同青春、共成
长”第十三届校
园文化艺术节
闭幕式文艺汇
演。师生、家长
们载歌载舞，用
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充分展示
了学校全面落
实素质教育、提
升学生综合素
质结出的累累
硕果。图为活
动现场。
李超 林文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