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教育
审稿：曾 炜   责编：邓 娴   版式：张凌  总检：魏 谦2025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二

艺成学校的大课间活动现场艺成学校的大课间活动现场。。

“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思

政课！”

“幸福的学生遇到优秀的校

长！”

“这才是中学生应该有的样

子！”

……

近日，市十一中校长郭鸿与

学生在研学列车上高唱革命歌

曲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赢得网友

纷纷点赞。

“学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抓

住一切育人时机对学生进行教育

和引导，努力帮助学生实现全面

健康成长。”市十一中党支部书记

肖芳道出背后的育人理念。

近年来，市十一中深耕办学

条件、师资建设、教学质量、德育

体系四大工程，以文化人、以智

赋能，着力绘就新时代育人的壮

美画卷。

环境提质：构筑成长“新摇篮”

320 国道旁，绿荫掩映下的

市十一中，作为市级“花园式校

园”，现代化建筑与四季花木相

得益彰，宛如朱熹笔下“问渠那

得清如许”的教育绿洲。该校以

“生态校园+智慧校园”双轮驱

动，让育人环境既有自然诗意，

又充满科技温度。

劳 动 教 育 基 地 里 ，学 生 躬

身耕作，体悟“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垃圾分类投放点

前，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塑胶运动场、室内篮球场成为

青春挥洒的舞台；100 余台数控一体机连通智慧课堂，

标准化实验室与录播室赋能教学创新。文化墙镌刻校

史文脉，危墙改造兼具安全与美学，窗明几净的食堂

尽显育人匠心。

作为“智慧教育平台示范校”，市十一中积极构建数

字化教学新生态。智慧教室实现“教、学、评”一体化，大数

据精准分析学情，推动“因材施教”落地；数码广播系统打

破时空界限，国旗下讲话、名家讲堂直达每个角落，信息

技术正成为学校教育变革的“催化剂”。

师者如光：锻造育人“硬脊梁”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市十一中 123 人的教职工团队

中，34 名高级职称教师、1 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7 名市级

骨干教师、11 名硕士研究生组成“老中青”黄金梯队，以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追求，托举学生未来。

该校将党建引领融入师德师风建设，通过理论研学、

标兵评比、清廉教师选树等活动，让奉献精神蔚然成风。

校长郭鸿手捧教学比武市第一名、省一等奖，跻身“邵阳

市学科带头人”；教师陈莎拿下“省级精品课”；刘洁雅在

全市高中教师业务考试中斩获 145 分高分，成为身边的

“活教材”。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传帮带，推门听课直击课堂，教

研活动碰撞智慧火花。2024 年，该校在市级竞赛中斩获

18 项大奖，荣获省集体备课赛二等奖，成绩背后是教师

团队“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专业淬炼。

质量攻坚：铺就成才“立交桥”

面对生源差异，该校坚守“教育是培育而非筛选”理

念，构建“基础+特色”课程体系：学科兴趣小组分层辅

导，体育社、吉他社等学生社团百花齐放，劳动教育、心理

健康课呵护多元成长。社团活动与研学实践交织成网，让

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发光的舞台。

教学改革聚焦能力培养，推门听课提升课堂实效，分

层教学实现“精准滴灌”，生活案例融入情景课堂，让知识

从书本走向实践。依托大数据分析学情，定制个性化成长

方案，助力学生在“最近发展区”收获进步。近两年高考，

该校连续书写“低进高出”的育人奇迹。

德育润心：培育时代“新栋梁”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该校以“好习惯伴我行”

为抓手，将德育融入细节：国旗下讲话厚植家国情怀，主

题班会聚焦心理健康，“彩虹班”为留守儿童编织关爱网

络。校园文化活动成为无声的德育课：艺术节歌声礼赞

祖国，运动会诠释拼搏精神，传统节日体验留住文化根

脉，志愿服务传递文明星火。

当“少年心事当拿云”的豪情遇上“苟利国家生死以”

的担当，十一中学子在文化浸润中涵养格局：走进敬老院

的温暖身影、社区环保的青春力量、街头巷尾的文明引

导，让“强国有我”从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从“花园式校园”到“智慧教育示范校”，从“青蓝工

程”到“彩虹班级”，市十一中始终坚信：教育是静待花开

的守望，更是击鼓催征的奋进。办学条件的蝶变、师资力

量的淬炼、教学质量的突破、德育品牌的升级，四大工程

环环相扣，绘就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生动图景。

“每个孩子都是待琢的璞玉，我们愿做匠心独具的匠人，

让每个生命都绽放光彩。”肖芳说道。

站在新起点，市十一中正以“会当凌绝顶”的豪迈，在

培育时代新人的征途上稳步前行，让资江之畔的教育沃

土，始终涌动着创新的活力与育人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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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李 超 通 讯 员 
黄佳）4 月 15 日上午，艳阳高照。邵阳市艺

成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艺成学校”）的

师生们准时汇聚操场，在校长谢海洋的带

领下，开启了一场活力四射的跑步之旅。

“跑步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练意志，希望

大家享受运动的快乐。”跑步途中，谢海洋

不断鼓励身旁的师生。

尽管近日气温渐升，但是操场上的队

伍热情高涨——整齐的“长龙”绕场流动，

学生们步伐坚定，每一步都迸发着青春活

力。几圈下来，汗水在阳光下闪烁，2402 班

学生唐浩涵擦着汗笑道：“和校长、老师、同

学们一起跑，特别有动力。跑完神清气爽，

学习更带劲了。”

自本学期教育部门部署“校长喊你来

跑步”活动以来，邵阳市艺成职业技术学校

迅速响应，将跑步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以跑

步为契机全面升级文体活动体系。这一举

措，正是该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育

人理念的生动实践。

建校以来，邵阳市艺成职业技术学校始

终以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育人抓手。2021

年搬迁至新校区后，该校硬件设施全面升级，

为活动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田径运动会、篮

球赛等传统赛事常态化举办，两人三足、多人

跳绳等趣味活动层出不穷，既强健了学生体

魄，更培养了拼搏精神与团队协作意识。

在德育领域，该校以红色教育为底色，

创新思政教育模式。紧扣重要时间节点，

“温暖人的身边事”“唱首红歌给党听”等主

题活动接连开展；连续两年协办团市委爱

心公益活动，连续三年承办新邵消防安全

宣传月启动仪式。学生们在实践中厚植家

国情怀，责任感与爱国热情显著提升。近年

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 以

上。该校师生设计的作品《邵阳石榴籽》还

被选定为邵阳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市的官方形象标识。

邵阳市艺成职业技术学校：

在 运 动 中 绽 放 青 春 活 力

4 月 17 日 8 时 20 分，新

邵县酿溪镇第一完全小学

1903 班 的 早 读 课 上 ，班 主

任 彭 非 凡 正 组 织 2 名 学 生

进行“科技让梦想成真”的

主 题 阅 读 分 享 。通 过 每 天

十 分 钟 的 阅 读 分 享 会 活

动 ，让 学 生 们 养 成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 。彭 非 凡 就 像 一

位 神 奇 的 魔 法 师 ，用 独 特

的 教 育 方 法 ，循 序 渐 进 地

提升孩子们的阅读与写作

能力。

彭 非 凡 深 知 课 外 阅 读

对 学 生 成 长 的 重 要 性 ，创

新地将中国古典名著引入

课 堂 。在 她 的 带 领 下 ，《三

国 演 义》中 的 英 雄 豪 杰 仿

佛 穿 越 千 年 的 时 光 ，在 教

室 里 纵 横 驰 骋 ；《红 楼 梦》

里 细 腻 情 感 ，化 作 清 泉 浸

润 童 心 。曾 经 晦 涩 难 懂 的

经典，经她生动讲解，变得

鲜 活 有 趣 ，成 功 点 燃 了 学

生们的阅读热情。

在班级里开展日记小列

车活动，是彭非凡多年来教

学的坚持。这个活动就像一

列充满惊喜的列车，每一节

车厢都装满了学生们的奇思

妙想。学生们把自己的喜怒

哀乐、所见所闻都写进了日

记里。而写作和相互分享的

时光，成为孩子们最期待、最

享受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彭非凡

像一位细心的园丁，认真地

批阅每一篇日记。她用温暖

的话语鼓励学生们创作，用

精准的建议引导学生们提

高写作技巧。学生们不再觉

得写作是一件枯燥的脑力

活，而是变成了一种快乐的

表达。

学 生 们 阅 读 能 力 和 写

作水平的提高，每一步都凝

聚着彭非凡的心血。那是无

数个日夜的精心备课，是每

一次名著分享时的激情投

入，是批阅日记时的全神贯

注 。彭 非 凡 用 她 辛 勤 的 汗

水，如同春雨般滋润着学生

们求知的心田。在她的引导

下，学生们像是在知识海洋

里航行的小船，阅读和写作

就像船上的双桨，助力他们

驶向更广阔的天地。

彭 非 凡 用 她 的 智 慧 和

热 情 ，在 酿 溪 一 小 的 教 室

里，为学生们打开了阅读与

写作的大门。她辅导学生参

加新邵县 2024 年自来水杯

“爱护环境，节约用水”征文

比赛中获得全县特等奖；她

自己撰写的劳动教学案例

荣获全市三等奖。

学 生 阅 读 与 写 作 的 引 路 人
——记新邵县酿溪镇第一完全小学教师彭非凡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努力做一个发光发热

的人，照亮乡村孩子前行的

路。”4 月 13 日，隆回县花门

街道紫阳小学教师贺媚媚，

深情讲述了自己扎根乡村教

育二十载的坚守与初心。

初到紫阳小学时，摆在

贺媚媚面前的是一道难题：

学生基础薄弱、学习兴趣匮

乏。但这位年轻教师没有退

缩，决心改变这一现状。“教

育不应该困在课本里，而要

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她结

合乡村学生特点和教学实

际，探索出“情境－体验－

探究”教学模式。春天油菜

花盛开时，她引导学生观察

金色的花海，感受诗中描绘

的乡村童趣。课堂上，她播

放气势磅礴的山水视频让

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望庐

山瀑布》的壮美。情境体验

之后，她还组织诗歌朗诵活

动，鼓励学生自主探究诗词

内涵和艺术特色，并开展小

组讨论。在她的课堂上，诗

词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

跃动的生命体验。

每次趣味阅读分享会，

贺媚媚声情并茂的朗读总会

成功勾起学生的好奇心。她

鼓励学生读完一本书后上台

分享心得，并为积极参与的

孩子送上小奖品。渐渐地，教

室里的阅读氛围愈发浓厚。

她还带领学生精读经典范

文，从字词积累到篇章架构，

手把手拆解写作技巧，引导

学生摘抄仿写。一学期下来，

奇迹发生了：班级语文平均

分提升 15 分，优秀率从 10%

跃升至 30%，多篇学生作文

在学校比赛中获奖。

在她看来，教育不仅要

走进田间地头，更要走进家

长 心 里 。面 对 教 育 资 源 匮

乏、家长意识薄弱的现状，

她借助网络平台汲取先进

理念，定期家访深入了解学

生家庭情况，及时反馈在校

表现。她还邀请教育专家开

展讲座，帮助家长掌握科学

的教育方法。

二十年春华秋实，她始

终保持赤子之心。“我愿用

一生的时间去践行好老师

的模样——始终保持学习

状态，刻苦钻研、严谨笃学，

永 远 站 在 知 识 发 展 的 前

沿。”贺媚媚说。

用 初 心 点 亮 教 育 之 光
——记隆回县花门街道紫阳小学教师贺媚媚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通讯员 廖艳红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李 超 通 讯 员 
陈昌勇）4 月 19 日，历时一个半月的邵阳市

2025 年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

落幕。此次活动从众多参赛作品和队伍

中，评选出数字创作与计算思维类优秀作

品 171 件、科创实践与乐高教育类优胜队

伍 60支，他们将代表邵阳出征省级赛事。

此次活动以“实践、探索、创新”为主

题，涵盖数字创作、计算思维、科创实践、

乐高教育四大板块。在数字创作与计算思

维类项目中，选手们通过编程设计、动画

制作、数据分析等形式，充分展现数字时

代的思维活力；科创实践与乐高教育类则

聚焦创意智造、智能机器人、乐高工程挑

战等内容，选手们不仅要搭建智能模型场

景、编写控制程序、攻克技术难题，还需完

成工程笔记展示和机器人挑战任务，在实

践中锻炼逻辑思维，强化团队协作能力。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吸引了全市 1200 余所

学校学生参与，参赛作品超 20000 件，线上

线下观摩师生达 50000 余人次。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强教育数字化建

设，“班班通”“人人通”“光纤到校到班”工

程全面覆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现信息

化教学设备与高速网络无缝对接。同时，

每年开展超 200 场教师信息化教学培训，

着力打造兼具技术素养与教学指导能力

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推动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深度融合，切实提升学生科技创新

思维。“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深耕信息技术

与学科融合，持续深化‘数字教育’品牌建

设，让‘编程思维’‘科创精神’渗透到每一

堂课、每一次实践中，为培育新时代创新

型人才厚植土壤。”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李恒荣说。

数 字 赋 能 成 长
创 新 点 亮 未 来

  我市 2025 年中小学生信息

素养提升实践活动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