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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下午，学生

们参加完当日的考试，走

出 市 二 中 考 点 。邵 阳 市

2025 年 普 通 高 中 学 业 水

平合格性考试（以下简称

高中学考）于 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举行。今年高中

学考，我市共有 110755 人

报名（高一学生 56196 人、

高二学生 51461 人，补考

3098 人），其中小语种考

区 1830 人（含 市 直 533

人）。我市共设 10 个考区、

30 个考点。市直参考人数

14683 人（高 一 学 生 6956

人、高二学生 6763 人、补

考 964 人）。市 直 设 市 一

中、市二中、市四中、市六

中 4个考点。

李超 摄

她是照亮学生前路的灯塔，也是

浇灌幼苗的园丁。在隆回县罗白九年

一贯制学校的三尺讲台上，田红霞用

22 年的坚守，诠释着“师者仁心”的

内涵，以春风化雨的爱与责任，谱写

着乡村教育的动人篇章。

自 2000 年大学毕业，田红霞便

将青春献给了乡村教育。她在小学语

文、初中英语、小学英语教学中深耕

不辍，同时肩负班主任重任。课堂上，

她紧扣新课标，以“提出问题-讨论

归纳-教师点拨-强化训练”的独特

风格，让知识变得生动可感；课后，她

化身“暖心妈妈”——学生头疼时递

上温水，雨天为淋湿的孩子换上干衣

服，用行动让班级成为温暖的港湾。

面对后进生，田红霞总有独特的

育人智慧。她曾用三个月时间，为基

础薄弱的学生定制“阶梯式辅导计

划”：从拼音汉字到段落阅读，从错题

归类到心理疏导，像雕刻家般耐心打

磨。2022 年接手的五甲班学生丁涛，

因父母外出务工变得孤僻叛逆，成绩

下滑严重。田红霞每周三次家访，陪

他做晚饭、聊心事，用“写成长日记”

的方式打开他的心扉。两周后，丁涛

主动承担家务，期末成绩提升 40 分；

留守儿童陈喜在她“课堂鼓励+课后

谈心”的陪伴下，从沉默寡言变得敢

在全班发言，成绩跃居中游。“每个孩

子都是待点燃的火种，关键是找到点

火方式。”田红霞说。

在教学中，田红霞是勇于探索的

先锋者。她首创“分层教学，梯度推

进”模式：为优等生设计拓展性任务，

为中等生搭建提升阶梯，为后进生定

制基础训练，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

收获进步。她的课堂如同精心编排的

舞台剧——通过小组竞赛、情景演

绎、生活案例导入等方式，让英语单

词和语文课文变得鲜活。这种教法不

仅让班级成绩稳居年级前列，更形成

了“乐学善思”的学风。作为县骨干教

师，她多次在教研活动中分享“问题

导向式教学法”，带动全校教师共同

成长。

从县三等功、师德标兵到优秀班

主任，十余项荣誉见证着田红霞的付

出。但对她而言，最珍贵的“奖杯”是

学生的成长：毕业多年的学生回校看

望，留守儿童在作文里称她“第二个

妈妈”，家长们逢人便夸“田老师改变

了孩子”。“当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

看到学生眼里有光。”她说。

用 爱 点 亮 乡 村 教 育 的 明 灯
——记隆回县罗白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师田红霞

邵阳日报通讯员 阳 琼

在邵阳这片教育沃土上，湘智鸿

才学校以“精准施策，齐聚同心”为办

学宗旨，凭借差异化教育策略与精细

化管理，正逐步成为区域优质教育的

标杆。办学五年来，该校向各高等院

校输送大批优秀学子，以“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的育人成果，诠释着新时

代民办教育的责任与担当。

该校立足邵阳教育格局，紧扣生

源特点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让

每一个生命都绽放精彩”为办学理

念，“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为办学宗

旨。通过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的模式，

构建“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人格塑

造”三位一体的成长体系，确保学生

在多元课程中实现个性化发展。

教师是教育的核心竞争力。该

校通过“优才引进+系统培训+教研

赋能”三重机制，打造了一支经验丰

富、教艺精湛、责任心强的师资队

伍。他们不仅深耕学科教学，更注重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创新精神。

2021 级学生李向高（毕业于邵东火

厂坪镇初中）中考 688 分，经三年培

育，2024 年高考以 600 分考入中南大

学，创造了“低进高出”的升学奇迹。

该 校 秉 持“ 严 管 厚 爱 ”德 育 理

念，落实“三全育人”（全员、全面、全

过程）机制，将德育融入精细化管

理。通过狠抓班级建设、开展励志教

育与传统文化教育，依托主题班会、

升旗仪式、演讲比赛等活动，构建

“以文化人、以行育人”的德育生态，

助力学生品格与能力双提升。

基于“每个学生都是独特个体”

的认知，该校建立“兴趣导向+分层

教学+实践赋能”的培养模式：开设

丰富选修课程与实践活动，构建“学

习态度+过程+结果”三位一体的评

价体系，通过多元化激励手段，激发

学生内驱力，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

能找到成长路径。

该校注重构建“家校社”协同育

人体系，通过家长会、亲子活动、家

长课堂等形式，强化家校沟通。同时

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培育学生

的团队精神与集体荣誉感，形成“师

生同行、家校同心”的教育共同体。

展望未来，湘智鸿才学校将持

续深化“精准育人”特色，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以更高质量的教育供给，

为邵阳乃至全国培养更多德才兼备

的时代新人，让更多学子从这里启

航，绽放人生精彩。

湘智鸿才学校积极探索精准育人之道

让不同禀赋的学生都能找到成长路径
邵阳日报通讯员 朱弥高 谢正旺

夏日午后，粉笔摩擦黑板的沙沙

声，从市一中物理教研室传出。黑板上

未擦去的相对论公式旁，一行粉笔字

格外醒目：牛顿的苹果与庄子的蝴蝶，

都是宇宙给人类的隐喻。这行字出自

执教 25 年、带过 10 届高考班的物理组

组长颜朝晖之手。

颜朝晖独创的“三重认知”教学

法，将知识维度拓展至哲学疆域：基础

层夯实公式推导，进阶层构建物理模

型，顶层则开放“光的波粒二象性与矛

盾论”等各种思辨课题。2020 届学生曾

佳宝在清华大学研究生自主招生面试

中，凭借该体系培养出的思辨能力，获

得专家组高度评价并最终被录取。

作为物理组掌舵人，颜朝晖将“大

道至简”思想融入教研：面对新高考改

革，他主持开发校本课程，把复杂题型

归纳为“对称性思维模型”“能量守恒

哲学范式”等认知框架。在机械能守恒

实验中，他要求学生同步记录数据误

差与操作心境，引导思考“观测者效

应”对物理实在的影响，让实验报告升

华为科学方法论探究。其办公室陈列

的自制教具——牛顿摆能量传递装

置、电磁感应可视化模型、太阳系轨道

演示仪等，皆成为“理象交融”的哲学

载体。

颜朝晖创立的“双螺旋成长体系”

颇具创新：纵向推行“青蓝工程”师徒

制，横向搭建“相对论读书会”跨学科

平台，要求教师备课必挖掘知识点的

哲学内涵，并将《物理学与哲学》列为

组内必读书目。2024 年，该教研组《微

课资源的哲学化教学创新研究》课题

获全省教研评比一等奖。

从教以来，颜朝晖所带班级在物

理奥赛中累计斩获省级以上奖项 47

项。但他常说：“当公式与哲学相遇，物

理便不再是解题工具，而是认知世界

的钥匙。”这种“哲学物理”教育理念，

正如他黑板上的粉笔字，在无数学子

心中播撒着科学与思辨的种子。

以 哲 思 为 炬 照 物 理 之 光
——记市一中物理教研组组长颜朝晖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曾 小 慧）

6 月 13 日，邵阳市 2025 年湘鲁教版

小学英语新教材培训会在双清区石

齐学校举办。本次培训聚焦新课标理

念落地，旨在提升全市小学英语教师

的新教材驾驭能力与新课标实践水

平，来自各县市区的 130 余名教研员

及骨干教师参与了此次教研活动。

培训围绕新教材重难点，构建了

“理论+实践”的立体化学习体系。湖

南省教科院专家夏春娥以《把握整体

意义关联，优化单元教学设计》为题，

系统阐释了新课标下单元整体教学

的实施路径，从课程论角度为教师梳

理教学逻辑；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发展

研究院专家赖燕英则针对湘鲁教版

四年级新教材，结合典型课例解析编

写思路与教材特色，提出“情境创

设+任务驱动”的教学建议，为一线

教学提供实操指导。

新邵县酿溪镇一小教师黄云胜

带来的新教材示范课成为亮点。她以

生活化情境为载体，设计沉浸式语言

实践活动，通过“问题链+合作探究”

激发学生参与热情。课后点评环节，

专家将教学实践与新课标要求深度

结合，针对性解答了教师在教材处

理、活动设计等方面的困惑。此外，湖

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张艺琼介绍了新

教材配套资源包的使用方法，为教师

提供数字化教学支持。

“培训内容直击教学痛点。”武冈

市湾头桥镇中心小学教师李嘉颖表

示，通过培训深化了对新教材的理

解，将把“素养导向”理念融入课堂设

计。此次培训采用“骨干参训—二次

辐射”模式，要求学员回校后开展分

层培训，形成“区域联动、以点带面”

的教研推广机制，确保新课标理念在

全市小学英语课堂精准落地。

我市举办湘鲁教版小学英语新教材培训会

推进小学英语新课标精准落地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伍菲）“此

时，我在珠峰之巅向各位问好，祝愿邵

阳职业技术学院越办越好，也祝福所

有学子在各自领域勇攀高峰！”近日，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

1995 级校友周武，历经 30 余天极限挑

战，成功登顶海拔 8848.86 米的珠穆朗

玛峰后，向母校发来深情问候。这不仅

是个人身体与意志的极限突破，更是

邵阳职院育人成果的生动注脚。

周武的攀登之路始于 4 月 15 日。

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他从卢

卡拉启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适应高

海拔环境。数日徒步拉练、攀爬陡峭

岩壁，穿越迪波切、丁波切、罗波切等

区 域 后 ，于 4 月 26 日 抵 达 珠 峰 大 本

营，随即投入冰川攀梯、绳索技术等

严苛训练。面对每一项充满风险的挑

战，他始终未曾退缩。

5 月 17 日傍晚，冲顶时刻来临。整

夜攀登中，狂风与暴雪轮番侵袭，周武

凭借顽强毅力与坚定信念，一步一印

向上攀爬。终于，在 5 月 18 日 11 时，他

与团队成功站上世界之巅。站在珠峰

顶端，他第一时间将照片传回母校，并

寄语学弟学妹：“无论身处何地，母校

校训都是我前行的灯塔。希望大家珍

惜在校时光，用知识技能武装自己，未

来在各自领域攀登高峰。”

周武的登山之路并非一蹴而就。

自 2019 年攀登哈巴雪山起，他已成功

登顶玉珠峰、慕士塔格峰、马纳斯鲁峰

等多座高峰，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其登

山生涯筑牢根基。而他对母校的情愫

早已深植于心：“母校教会我‘笃学’以

精进技艺，‘强能’以服务社会，‘明德’

让我在攀登中始终心怀敬畏。”

在邵阳职业技术学院，像周武这

样的优秀校友不胜枚举，他们在不同

的 领 域 持 续 攀 登 着 人 生 的“ 高 峰 ”。

2010 级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校友胡广，

用 13 年时间完成从专科生到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的蜕变，以 5 篇

SCI论文、2 项国家发明专利的成果，诠

释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科研精神；

2014 级机电一体化专业校友张少铭，

扎根印刷设备研发一线，荣获“邵阳市

技术能手”“宝庆工匠”多项荣誉；2016

届机电一体化专业校友张哲，入职拓

浦精工智能制造公司后，主导研发的

智能装配线使生产效率提升 35%，2021

年以“宝庆工匠”身份站上邵阳市总工

会表彰台；2024 届毕业生黄坤波创新

构建“种桑养蚕、蚕丝产绸、桑下养鸡、

鸡粪肥桑、桑园育人”立体循环产业体

系，将带动武陵山区 314 亩示范基地建

设，实现农户蚕茧增产 10%……他们的

故事，与周武的攀登之路交相辉映，共

同诠释了邵职学子勇于攀登、追求卓

越的精神风貌。

从雪域高原到科研实验室，从车

间工厂到乡村振兴一线，邵职人正以

攀登者姿态在各领域突破自我。近年

来，该校以“楚怡”高水平高职学校建

设为契机，深化产教融合，推进“岗课

赛证”综合育人，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该校先后获批全国工商联

产教融合实训示范基地和获得湖南省

高等学校就业先进单位、湖南省文明

校园等荣誉，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五年

位居湖南省同类院校前列，2024 年获

湖南省高等学校就业创业工作“一把

手工程”优秀单位。

攀登珠峰是校友周武对自然极限

的挑战，而邵阳职业技术学院正持续

助力学子，在人生征途上攀登一座又

一座精神与技术的高峰。

邵阳职院校友周武登顶珠峰后深情寄母校

校训回响来自海拔 8848.86 米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超）日前，

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做好 2025 年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暑假工作的通知》，对暑

假相关工作作出具体安排。根据通知，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幼儿园及特

殊教育学校于 7 月 5 日起放暑假，高中

阶段学校可结合教学实际推迟放假，

但最晚不得超过 7 月 12 日。2025 年秋

季学期定于 8 月 31 日学生报到，9 月 1

日正式开学，高中阶段学校可提前至 8

月 25日开学。

市教育局明确，学校不得擅自变

更放假和开学时间，确因设置中考、高

考、学考等考点耽误的课时，学校报主

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后方可在学

期内节假日或暑假按实补足，且不得

收取费用。

在安全管理方面，市教育局要求

各地各校严格落实校园安全工作部

署，全面开展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 ，强 化 涉 校 涉 生 矛 盾 风 险 排 查 化

解，切实筑牢校园及周边安全防线。

暑假期间，各校需协同家长引导学生

保 持 规 律 作 息 ，督 促 其 加 强 体 育 锻

炼、开展课外阅读、培养兴趣爱好、参

与社会实践及家务劳动，预防网络沉

迷。同时，重点关注留守儿童、随迁子

女、残疾少年儿童等特殊群体，在生

活与学习上提供针对性指导和关怀，

确保全体中小学生度过安全充实的

假期。

本学期 7 月 5 日起放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