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审稿：曾炜 责编：邓娴 版式：邓娴 总检：魏谦 2024年9月18日 星期三

教育

新郎岳鑫 新娘邹月玲
于2024年10月4日正式

结为夫妻。两姓联姻，一堂
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特此登报，敬告亲友，亦
作留念。

结婚启事

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

蓝天、白云、绿树、红墙。秋韵弥漫下的市一
中学校园内，阳光自信的学生们或沿着小道徜
徉，或在球场激情对抗，看到教师匆匆走过，一句
句“老师好”接连响起，教师们则微笑点头，好不
和谐、温馨。

近年来，市一中以“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为
指引，从厚重的校史中挖掘锻造师德师风的“源
动力”，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抓实育人的

“真本领”，在建设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工作中
奋勇前行。

乐教爱生 甘于奉献

“老彭，我想请一会儿假，三天没见到女儿
了，有点想她。”9月5日22时许，市一中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中心副主任兼2401班班主任邓琪辉说
这话的时候，不自觉有点儿扭捏。

“去吧，我帮你看着。”听着这话，中心主任彭
美明的心里也很不好受。

“谢了，老彭。”邓琪辉表示感谢，又回头看了
一眼教室的方向，快步离开。好在，如他所愿，邓
琪辉一打开家门，“小棉袄”一边尖叫着“爸爸，我
好想你”，一边撞进了他的怀里。

作为班主任，邓琪辉每天6时起床、洗漱、出
门，晚上到家已是23时，甚至更晚，和女儿好好
说几句话都不容易。“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都交给
了爱人，大儿子初中高中时学习习惯不太好、成
绩一般，和我照管不够也有很大关系。”不过，邓
琪辉认为，既然当了班主任，就要对得起学校的
信任，对得起学生和家长的期待。

“老师们抛小家为大家，十分辛苦却从不讲
条件！包括邓老师在内，这几年学校有10多位
老师获得全市及市直教育系统‘最美德育工作
者’和‘身边的榜样’等殊荣。”该校党委书记欧阳
铁光说。

市一中办学八十多年来，一代代一中人薪火
相传，敬业爱生的优良作风不断继承、发扬。特
别是进入新时代，市一中坚持以党建引领师德师
风建设，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师德师风建设活
动，引导全校教职员工坚定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的理想信念，秉持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
度，勤修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争做

“教育家”“大先生”，先后涌现出刘刚、范诗琪、刘

艳清等一批敬业爱生的师德典型，为一中树起了
一面师德师风“省示范”的旗帜，更激发了全校教
职员工投身立德树人的热情与信心。

启智润心 因材施教

“省示范”的教师，不但要站稳讲台，更要站
好讲台。近年来，市一中以“十问课堂”为抓手，
狠抓教师队伍专业素养的提升，推动教师树立胸
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涵养启智润心、因
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以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十问课堂”是近年来市一中最具特色的课
堂教学改革成果。通俗来讲，“十问课堂”就是在
课堂中把预先设计好的十个左右问题，向十个左
右学生发问，师生在问题探讨中完成教学目标的
课堂。“‘十问’的‘十’是虚指。我们推行‘十问课
堂’，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按照不
求快、只求实的原则，哪怕一堂课只解决了三五
个问题，那也是收获。”市一中教学副校长杨易军
解释道。

虽然“十问”不求数量，但必须有质量。这就
要求教师在备课前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能
力情况，还要熟悉学科知识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要
求，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在任课教师拟定
问题后，还要与同备课组、同教研组的教师共同
研究，一致通过才能进入课堂。在一次次“提出
问题、研讨打磨、成型使用”的过程中，教师的专
业素养也得到显著提升。

在坚持以“问题”提素养的同时，着眼学生长
远，转变育人思路，教师也是责无旁贷。

这不，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化学教师肖利
民就开始逐步调整实验教学在课堂教学中所占
的比重。

“这两年，我一直在研究大学要求的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也在一些培训班上，特别是今年暑
假的全省基础学科领军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上，
聆听了大学教授指出的高中生实操能力不足的
问题。”肖利民表示，实验是化学的灵魂，但在高
中阶段，或受条件限制，或受应考压力影响，一些
高中学校不重视实验操作，多以观看视频代替动
手实操，很容易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尽管我们平时的实验不算少，但平心而论，

还是远远不够。站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核心
素养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努力为学生搭建更多的
平台。”肖利民说。

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

“我们要在自身建设上对得起‘省示范’这块
牌子，更加充分发挥出‘省示范’的积极作用。”秋
季开学伊始，市一中就再一次向教师们发出倡
议，激励他们陶冶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
操，发挥自身优势，彰显引领示范作用。

近年来，市一中在发挥“省示范”功能和效果
上颇有建树：欧阳铁光获评湖南省正高级教师，
使学校正高级教师“储量”跃居市区第一、全市第
二，“专家集群”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提升；校长
马昌晖参加湖南省新时代基础教育齐学军名校
长工作室，在三湘大地贡献了“一中智慧”、传递
了“一中声音”；彭美明作为湖南省新时代基础教
育卓越教师培养对象，在湘浙教学交流活动中，
代表湖南上公开课；欧阳建美组建邵阳市高中语
文名师工作室，联手本校的贺小卫、邓可成等名
师致力于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室成员遍布全市
各地；陈齐美等数十人次作为特邀专家执教各类
培训，分享宝贵经验；肖洪文等作为高考、学考命
题专家参与命题工作……

新时代、新形势，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市一中紧扣时代需求，围绕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际，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方向调
整育人策略、转变教学思路，根植学生长远发展
开展育人工作。

该校积极鼓励教师们研究大学的学科资料，
明晰大学生学科素养要求，同时积极联络国内知
名高校，建立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一体化育人方
案，还组织教师参加高校组织的各类交流研讨活
动，旨在为高中阶段的教学提供指导，从而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今年，市一中成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心，
致力于拔尖人才培养的研究与试点，目前进展顺
利，甚至在彭美明任教班级，已经有学生开始熟
悉大学数学的相关知识，助力高中与大学知识的
融会贯通。“我希望能够在三年时间里，摸索出一
套可在邵阳推广、复制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对于未来，彭美明信心满满。

“ 站好讲台，更要超越讲台”
——市一中狠抓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育人质量走笔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剑臣

“一旦发现学生有中暑的迹象，要及时采取
措施，让学生休息、补充水分，并尽快就医……”
开学前夕，为了能更好地紧抓学校常规管理工
作，隆回县横板桥镇罗子团小学校长廖超波多
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廖超波曾先后在隆回县横板桥镇中心小
学、隆回县横板桥镇罗子团小学任教，现任横
板桥镇罗子团小学校长。作为一名校长，他
热爱自己的事业，勤奋求进，创先争优。他认
为，这不仅是对学校和学生负责，也是对自己
负责。

这所农村小学，规模虽不足以比肩城区学
校，廖超波却坚持把“不能让学生比城里孩子
差”作为办校理念。

由于各种原因，罗子团小学教学成绩曾长
年位居全镇末位。2019年，廖超波接手罗子团
小学后，他认真分析现状查找原因，找到了根
源——校风校纪存在问题。他认为，没有良好
的校风，就不会有良好的学风，学生将学习视
为完成任务，教师出工不出力，学校整体成绩
上不去。

要改变现状，必须从源头治理。廖超波仅
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将罗子团小学师生凝聚
在一起，大大改善了校风校纪。

2020年秋季学期，罗子团小学摆脱了长年
戴在头上的倒数“帽子”。经过几年的努力，
2023年，罗子团小学在全镇质量检测中取得全
镇综合成绩第一名的佳绩。

在教学方面，廖超波始终坚持素质教育的
理念，平时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深刻领会
新课标精神，认真反思自身教学实际，研究学
生，探究教法。

面对学校规模小、教师梯队断层、学生基础
参差不齐等实际问题，廖超波借助一切可以借
力的平台，虚心向周边小学、城区学校、外地名
校取经学习，并结合师生特点，因地制宜探索实
践特色校本教研。

扎根乡村 点燃希望
——记隆回县横板桥镇罗子团小学校长廖超波

邵阳日报记者 唐颖

她爱生如子、播洒雨露，她勤学笃行、潜心
治学，她业务精湛、成绩突出。她，就是城步苗
族自治县第一民族中学语文教师刘海燕。

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从事
教育工作20年以来，刘海燕有9年时间担任班
主任工作，所带班级学风正、纪律好、成绩优异，
深受学生、家长、同事和领导一致好评。2019
年，她被评为邵阳市优秀班主任、城步苗族自治
县骨干教师、县语文学科骨干教师；2023年被评
为县优秀教师；2020 年至 2023 年，她连续四年
获县政府嘉奖。

2018 年至 2020 年，刘海燕担任 156 班班主
任的时候特别注重农村学生的培养。有些农村
学生入校时成绩相对落后、信心不足。她除了
生活上关心照顾之外，还特别注重他们自信心
的培养。周末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晚上去寝
室跟他们谈心。吴小强来自城步长安营镇，离
校60多公里，生活上有诸多不习惯。她不仅关
心他的衣食住行，还多次找他谈心，了解他的兴
趣爱好、生活点滴及思想动态。渐渐地，吴小强
有了很大变化，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英语口语很
流利，篮球打得很好，学习成绩突飞猛进，2023
年以优异成绩考上浙江大学。

2020 年至 2023 年，刘海燕担任 175 班班主
任的时候，特别注重榜样的力量。开学初，她特
意邀请吴小强等2名学生来班上传经送宝，极大
地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2023年中考，她
所教175班囊括全县前三名。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刘海燕经常告诫自
己：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用自己
的言行为学生作出表率，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
感染学生。她坚持和学生一起晨跑，一起到教
室；和学生一起晨读，一起探讨；要求学生不迟
到，自己从不迟到；要求学生不带电子产品进教
室，自己绝不带手机进教室；经常陪伴学生到下
晚自习，去寝室跟寄宿生交流谈心。

刘海燕坚信“没有爱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
育”。发现学生趴在课桌上，她会走到跟前，摸
摸他的头，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善意提醒；学生
成绩落后了，她比学生还着急，询问原因，一起
寻找方法；学生早恋了，她会跟他像朋友一样交
谈、疏导。

给孩子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池水。多年来，
刘海燕既认真钻研教学，又广泛阅读书籍；既向同
行学习如何驾驭课堂，又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教学
模式，探究“思辨练变”教改，打造高效课堂。

2014年在全县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比
武中，刘海燕荣获高中组一等奖，被授予“课堂
教学改革学科带头人称号”。2015年她参加“第
六届全国中学语文说课大赛”荣获国家一等
奖。2018年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教学
比武中，她执教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课被
评为市级优课。

除了突破课堂教学，刘海燕始终站在教研
教改第一线，积极探究语文教学的思辨指导。
2019年她主持研究的课题《浅探语文阅读课的
思辨指导》课题获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2021年
参与研究的课题《语文阅读课的“思辨”指导》获
得县优秀奖。

甘为雨露润桃李
——记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民族中学教师刘海燕

邵阳日报通讯员 阳望春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王周钦 张泷浈） “感谢老
师，感谢学校，让我走进大学的校
门。”9月12日，来自邵阳县的邵阳工
业职院新生小申（化名）顺利完成报
到手续的办理，连声道谢。

小申情况特殊，父亲去世、母亲
离家，他和妹妹随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家庭特别困难。“迎新”的老师了
解小申的情况后，立即将小申引领到

“绿色通道办理服务点”，按照“先入
学、再助学”原则，由专人帮助小申快
速办理好了入学手续。

当日，邵阳工业职院新生开始到
校报到。为给新生提供贴心服务，该

校派出“迎新专车”，在市内各大车站
设立迎新点接新生到校。校内，学校
还设置了专业咨询服务点、医疗救护
服务点、绿色通道服务点、校园一卡
通办理服务点、综合服务区等，满足
新生报到需求的同时，为新生和家长
提供免费凉茶、行李看管、免费校园
巴士等服务，确保新生报到过程便
利、快捷、舒心。

今年秋季，邵阳工业职院新增了
动漫制作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
技术应用、智能机电技术、电气自动
化技术、汽车智能技术、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8
个专业，招生人数达4300人。截至目

前，该校专业开设已达14个，学生人
数达7100余人。

“专业增加了，学生增多了，对学
院的办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该校党委书记欧阳学介绍，去年以
来，学院围绕“省内一流、国内知名”
这一目标，突出“以工为主”的办学特
色，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理念，通过聘任专业
带头人、产业导师、技能大师，健全完
善校企共建教师队伍机制，着力构建
专兼结合、德技双馨的高水平教学队
伍，扎实推动教学研成果培育与转
化，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培
养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邵阳工业职院：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

9月12日，中国流动科技馆在隆回县思源学校巡展，军用科技设备、机器人、电子狗、急救
等科普展示项目吸引了广大师生眼球。 罗理力 伍冬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