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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博会语文分会场。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傅广鑫） 3 月 14 日，邵阳市高中学校

首届课博会启动。当日，语文、物理分

会场活动分别在市一中、市二中举行，

来自全市各地的教研员、高中学校学

科骨干教师共 200余人到场观摩交流。

本届课博会内容为同课异构、现

场点评和专业讲座三部分。各分会场

均举办两场“同课异构”活动，由不同

学校教师分别执教，现场专家进行点

评，活动结束后还对所有观摩教师开

展专业讲座。

在市一中语文分会场，省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市一中教师邓可成和市

二中青年教师杨雪涵执教高一下册《说

“木叶”》一课。课堂上，邓可成凭借多年

执教经验，从邀请学生畅谈对课文的看

法引入教学内容，他充分运用“实用性阅

读与交流”这一发展型学习目标群的理

念，辅以“探索与创新”的人文渗透，依托

一系列具有明确目标的学习任务，帮助

学生深入理解课文的内涵和外延；杨雪

涵则另辟蹊径，通过“意象竞拍”的方式，

以拍卖“陶渊明同款治愈系树叶”和“楚

辞限定款清冷感木叶”引入主题，通过古

诗词中“树”“木”二字所指代的不同含

义，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文中“木叶”所

蕴含的意境，引导学生从更深层次理解

汉语言文字中的“潜台词”。

物理学科的智慧交锋同样精彩纷

呈。高级教师、深耕农村教育 27 载的邵

阳县二中教师陈梅英与绥宁县一中青

年教师龙乐搭起了“擂台”。他们针对高

三专题复习课《变压器》各自“亮剑”：陈

梅英充分发挥“把课堂还给学生”的教学

特色，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副线圈电阻变

化”等重点难点知识，最终归纳总结出

“两路两法一守恒”的解题方法；龙乐则

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通过一

系列物理题目的解析，引导学生们掌握

“理想变压器”的基本原理，帮助学生掌

握动态分析方法，并通过应用公式解决

实际问题。

本届课博会由市教育局主办、市

教科院承办，市一中、市二中、新邵一

中、新邵八中、洞口一中、邵东一中联

合协办。活动旨在深入贯彻全省、全市

教育大会精神，促进我市高中学校教

育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

教育资源的共享，进而助力我市高中

阶段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数学、生物、

地理、政治、历史、化学、英语等七个学

科课博会的分会场活动将在近期陆续

举行。

同 课 异 构 展 风 采
共 研 互 学 促 提 升
邵阳市高中学校首届课博会启幕

“我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深知

这里的孩子渴望知识、渴望走出大山的

心愿。”3月 10日，绥宁县一中教师刘晖

娥回忆起大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母

校任教的经历，依然感慨万千。

一年深冬，刘晖娥发现班上一名

女生穿着单薄，冻得发抖。课后她悄悄

询问，得知女孩因家庭困难买不起冬

衣。第二日，刘晖娥带着新买的羽绒服

和棉鞋来到教室，像母亲一样帮她穿

上。当看到孩子眼中泛起泪光却露出

笑容时，她的内心也充满温暖。

不久前，班上转来了一名“刺头”学

生。这名学生的母亲向刘晖娥倾诉：孩子

沉迷游戏、叛逆、上课睡觉、抵触老师，甚

至与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夫妻俩为此争

吵不断，甚至考虑离婚。电话那头，是一

声声绝望的呼喊：“刘老师，我真的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刘晖娥心软了，不

忍心让孩子辍学，更不忍心看到那位母

亲崩溃无助。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感

化这个孩子。

起初，孩子对她充满敌意，上课时

趴在桌子上睡觉，作业从来不交，还故意

在课堂上捣乱。但刘晖娥没有放弃，她每

天都会找机会和孩子聊几句。经过一年

的努力，孩子在班上的人缘越来越好，学

习情况也改善许多。

一年教师节，刘晖娥收到了一支

特别的花，送花的是曾经物理只考了 4

分的杨同学。刘晖娥还记得，当时成绩

公布后，她难掩伤心，趴在座位上低声

啜泣。那天深夜，杨同学的母亲拨通了

刘晖娥的电话，话语里满是无奈与心

疼：“刘老师，这孩子为了学习真的付

出了太多努力，每天熬夜刷题，周末也

在拼命补习，可成绩就是上不去，她现

在 整 个 人 绝 望 到 了 极 点 ，不 想 上 学

……”电话那头，母亲心急如焚。

刘晖娥耐心安抚道：“您先别着急，

孩子现在心理压力太大了，让她明天睡

个自然醒，等她自己愿意来学校的时候

再过来，咱们慢慢帮她调整。”

第二日，刘晖娥放弃午休时间与

杨同学谈心。她从学生的善良品质和

绘画天赋切入，引导其正确看待考试：

“成绩只是成长的印记，你的善良和才

华才是照亮人生的光。”

在刘晖娥的开导下，杨同学原本黯

淡的眼神逐渐有了光亮，嘴角也重新扬

起微笑，那是久违的、充满朝气的笑容。

“我用认真、勤劳和爱心，陪伴这些孩子

成长，见证了他们的蜕变。”刘晖娥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刘晖娥始终

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多次被评为绥宁

县优秀党员。她培养出绥宁文科状元

和语文高考单科第一名，班级成绩稳

居前列。办公桌上的荣誉证书——解

题大赛一等奖、教学比武一等奖等，见

证着她的辛勤付出。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泛黄

的纸上，一行娟秀的字是她将最欣赏的

诗写在了笔记本的一页。刘晖娥用16年

的教学生涯，努力实践着这首诗。“我希

望自己能成为一朵苔花，照亮学生前行

之路。”刘晖娥说。

苔 花 绽 放 师 者 之 光
——记绥宁县一中教师刘晖娥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老师很懂我，她把我这幅画想表达的

情绪都分析出来了……”3月5日，学生小阳

拿着寒假作业中的苹果树，向邵阳市易慧茗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

人、大祥区心理健康教育兼职教研员易慧茗

表达感谢。

这份特殊的寒假作业，正是大祥区教育

局创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大祥区教育局将绘画心理学深

度融入教育体系，构建起“艺术表达+精准识

别+科学干预+系统保障”的全链条心理健康

教育模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

以 画 为“ 钥 ” 开 启 心 门
——大祥区“全链条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助力学生阳光成长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为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

学生成长始终，大祥区构建起

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网络。

在 师 资 培 训 方 面 ，结 合

《2024-2025 年大祥区跨校际

联合教研活动》，由易慧茗为

大祥区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及该工作室成员授课，全

方位提升教师的心理辅导能

力。在此基础上，还邀请全国

知名的绘画心理学技术专家

为该活动开展督导。如今，许

多老师能够熟练运用绘画心

理分析技术洞察学生心理，及

时给予帮助。

课程建设上，大祥区各学

校严格按照省市级文件要求，

将心理健康教育课列为必修

课排入课表，保证每两周至少

有一课时的心理课程。同时，

各学校还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编写了以绘画心理分析为

特色的校本教材。在课堂上，

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

绘画创作不断探索自我、理解

他人，心理素养也在这个过程

中逐步提升。

辖区内各中小学也将心

理健康元素融入校园生活：心

理咨询室都配备了专业的绘

画心理分析工具；宣传栏定期

展示学生优秀的绘画心理作

品，并附上专家点评，以这种

方式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每年

还会定期举办心理文化周等

活动，鼓励学生勇敢地表达内

心世界，营造出积极向上的校

园心理氛围。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大

祥区西直街小学就制定了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计划。该校将

心理咨询室更名为“心语树

屋”，心理咨询师也有了“守护

者”“丫丫老师”等亲切的称

呼；开放时间定在工作日 12:

30 至 13:30，避开了学生出入

高峰，充分保障咨询的私密

性；推行预约制度，为每位学

生建立专属档案，家校携手，

共同追踪记录辅导情况。该校

还针对留守儿童、六年级面临

升学压力的学生、一年级刚入

学的新生等不同群体，开展形

式多样的团体辅导，在“5·25”

心理健康周、“10·10”世界精

神卫生日，还会组织大型主题

团体辅导活动。心理课由专兼

职教师每两周开展一次，各班

级班主任也会根据班级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主题，精心

设计多次心理主题班会活动。

近年来，大祥区教育局借

助寒假作业反馈、心理普查和

班主任日常观察等方式，精准

筛查出需要特别关注的学生

群体，有效降低了因心理问题

导致的停学、休学以及自伤等

事件的发生。据统计，2024 年

大祥区教育局共组织开展 2

起心理危机干预，学校层面开

展了 7 起心理危机干预，涉及

87 名学生和 6 名教师。经过专

业疏导，这些师生都能顺利回

到学校，正常开展学习和教学

工作。

接下来，大祥区教育局还

计划定期开展心理普查，为每

位学生建立“一生一档案”的

心理健康成长档案，进一步加

强医教协同合作，定期开展心

理辅导并组织活动，实现家校

共育。

全 面 系 统 推 进

基于分析结果，大祥区迅

速启动“一生一策”的个性化

辅导机制。

据该工作室成员介绍，学

生小婷因画作中透露出自卑内

向，被迅速纳入心理辅导。该工

作室成员第一时间与其家长联

系沟通后，家长开始有意识地

关注小婷的点滴进步并及时给

予肯定；学校老师特意安排她

担任小组长，帮忙收发作业，还

让性格比较开朗的同学与她同

桌，让小婷在发挥自身细心优

势的过程中，逐渐收获自信。同

时，学校心理咨询室也为她敞

开大门，心理老师运用绘画技

术、沙盘游戏治疗技术等方式，

引导她重新认识自己，慢慢改

变消极的自我认知。

学生小辉，在绘画心理寒

假特色作业“2025 年我最想改

变的是……”中，画出了父母

吵架的场景。工作室成员与小

辉沟通交流后发现，原因是父

母频繁争吵所带来的心理创

伤。针对这一情况，学校一方

面为小辉安排心理辅导老师，

定期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正

确看待家庭关系；另一方面，

联合大祥区家庭教育名师工

作室，对小辉的父母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让他们意识到家庭

环境对孩子的深远影响，改善

夫妻关系。

“一生一策”帮扶

“看画识人”是大祥区

易慧茗心理健康教育名师

工作室成员们的一项拿手

本领。

开学之际，该工作室的

成员们运用专业的绘画心

理学知识，对每一幅画的构

图、色彩、线条等进行细致

入微的分析。“如果一幅画

里出现 1 个预警因子，则提

示我们需要留意这名学生；

如有 2 个预警因子，则需要

结合量表进一步评估；一旦

有 3 个及以上预警因子，我

们需要立即与该生访谈，并

根据量表结果决定是否转

介专业机构。”易慧茗说。

“以色彩为例，过度使

用黑色、灰色的孩子，往往

内 心 世 界 较 为 压 抑 ；画 面

线 条 杂 乱 无 章 ，可 能 暗 示

着孩子当下情绪的烦躁不

安。”该工作室老师胡婵娟

在 分 析 学 生 小 婷 的 作 业

时 ，发 现 她 在 多 幅 画 中 存

在 画 面 偏 小 ，人 物 五 官 描

绘 十 分 模 糊 且 缺 乏 生 气 、

线 条 反 复 涂 抹 较 多 等 情

况 ，冷 色 调 及 灰 暗 色 调 使

用率高。结合以上情况，胡

婵娟判断小婷可能有较为

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性

格也比较自卑、内向，需要

马上为她进行量表测评并

开展个体心理辅导。

就这样，一份份学生作

业在老师们的专业解读下，

转化为详实的心理健康档

案，为后续的辅导干预提供

了专业依据。

探索画中奥秘

翻看孩子们的寒假作

业，一幅幅极具特点的画作

勾勒出全家福的模样。有的

画面温馨和谐，一家人手拉

手围坐在餐桌前，笑容满

面，背后的太阳色调柔和。

而另一幅画作中，家庭成员

之间相隔较远。“这些细节

悄然透露着孩子内心的情

感状态，或者可能正经历着

家庭关系的疏离或内心的

孤独。”易慧茗介绍。

为何选择绘画心理学

作为寒假作业形式？“绘画

是潜意识的视觉投射。相

比传统量表，它更能突破

心理防御机制，尤其是适

合低龄儿童。一幅画能投

射出性格、情绪甚至家庭

关系，这是书写难以替代

的。这份作业打破传统书

面表达的局限，以画为媒，

以纸笔为载体，引领学生

走进内心深处，探索潜意

识。”易慧茗解释。

此次作业的主题是“画

出 2025 年的全家福”。专家

借助春节这一最具情感浓

度的传统节日，了解孩子的

家庭情况及心理状态。学生

小 阳 在 画“2025 年 的 愿 望

树”时，画了一棵苹果树。在

绘画心理学中，苹果树上的

苹果代表着“目标”。小阳在

画面中用文字描述了自己

的愿望：考试 95 分以上、少

玩手机、收到蜘蛛侠手办、

爸爸不打我……

“这份作业看似简单，

实则暗藏玄机。它将学生对

自己的要求、潜藏在心底的

期待，通过画笔清晰地呈现

在心理辅导老师和家长眼

前。”易慧茗说。

特殊寒假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