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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5月承接“游戏活动、幼小科
学衔接”两项省级试点项目以来，我市深入
贯彻落实“幼有所育”要求，大力推动学前
教育提质增效，以促进儿童全面和谐发展
为出发点，以游戏试点和幼小衔接试点为
抓手，积极探索、系统推进，形成了幼小衔
接工作的新思路，构建了幼小衔接工作的

“新样态”，为幼儿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强化指导，推动试点高效实施

省级试点项目启动以来，我市将“游戏
活动、幼小科学衔接”项目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间学前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制定
了《邵阳市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攻
坚行动实施方案》，下拨了启动资金，按照

“精心谋划、有序推动、试点先行、示范引
领”的总体思路，推动试点工作的开展。

为推动游戏和幼小科学衔接的高效
开展，我市依托幼小科学衔接专家团队的
力量，经常性组织专家到实验区、试点园
（校）进行跟踪指导，了解游戏和幼小科学
衔接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并对试点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研讨、解决。市教科院幼教室
坚持常抓游戏试点工作，多次到省级游戏
活动试点园督导检查，建立全市游戏活动
试点园交流平台，用于资料共享、特色展
示。各县市区充分发挥省游戏活动试点

园的辐射作用，开展自主游戏观摩与联合
教研活动。

今年 3 月至 4 月，市教科院专家组对
省级两项试点实验区、所有省级两项试点
园开展视导工作，通过“听汇报、查资料、
看活动、搞问询，总结与反馈”等形式，深
入了解实验区及试点园试点工作推进现
状。视导结果显示：两项试点工作开展扎
实、层层推进，环境改造因地制宜、别出心
裁，材料投放丰富适宜，课程设置合理、动
静结合；教研教培及时跟进，教师与家长
的理念有效转变，教师能有目的、有方法
地去倾听与记录孩子的游戏故事；游戏中
的孩子们投入、专注、勇于挑战，有发现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4 月 13 日，市教科院组
织开展邵阳市两项试点工作现场展示交
流活动，帮助市级两项试点园校教师转变
理念，提高专业能力，推动试点工作的高
效开展。

深化教研，助力试点落地见效

为巩固试点成效，推动游戏和幼小科
学衔接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市教育局和市
教科院先后3次组织全市幼小科学衔接研
讨展示活动，通过典型展示、教学研讨、特
色展示等途径，不仅推动了实验区、试点园
（校）试点工作的更深入开展，更进一步强
化了教师幼小科学衔接的理念和能力，巩

固强化了全市幼小科学衔接工作的成效。
试点工作开展两年来，各县市区积极

探索、系统推进，制定了幼小衔接专项培训
计划，开展了对国家指导意见和省、市幼小
衔接相关政策的培训学习活动，切实提高
了园长、校长、教师幼小衔接的能力。各县
市区全部落实了幼儿园与小学结对机制，
建立了幼小学段互通、内容融合的联合教
研制度，从区域教研着手，由省级试点园
（校）、市级试点园（校）在区域进行示范引
领，开展联合教研活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
积极引导《幼儿园入学准备指导纲要》《小
学入学适应指导要点》的深入贯彻，推进幼
小科学衔接工作。

在幼儿园层面，我市的省级试点幼儿
园高度重视园本教研与联合教研，定期组
织教师研文件、品好书，引导教师深度学
习、掌握自主游戏和幼小科学衔接的核心
要点，开展游戏案例评优活动，并与结对小
学开展联合教研，开展教学、儿童发展等方
面的研究交流，解决幼小衔接中的实际问
题。同时，注重家长宣传工作，通过讲座、
游戏观摩与体验、请小学校长和教师、往届
家长现身说法等方式，围绕幼小科学衔接
主题与家长开展对话，以家长会、在线交流
等形式进行沟通，扭转家长的认知误区，引
导家长理解、支持幼小科学衔接，基本建立
了有效的家园协同沟通机制。

构建幼小衔接“新样态”
——我市扎实推动学前教育两项试点工作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2001 年从财会专业学校毕业后，“专业对
口”的李玲成为了大祥区教育局勤管站的财务人
员。面对组织的需要，李玲几次转换角色，不惜
从零开始。

2008 年，李玲被组织调任大祥区教育局师
训专干及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面对新的挑
战，李玲没有丝毫胆怯，而是用“勤、专”来努力工
作，在工作岗位上展现自己的价值。

“基层的需要，是我工作的方向。”李玲每学
期都会针对不同的教师群体，精心设计《问卷调
查表》，走进基层学校，走访一线教师，收集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及当下困扰教
师的疑难问题，作为教研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
基层教师开设讲座，进行答疑解惑。

校本教研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李玲经常深入学校指导并开展校本教研活动。
基层学校组织教师观看名家的教学实录，她就抛
出问题引发教师们思考并讨论交流；基层学校开
展一人一课竞赛活动，她指导学校围绕主题开展
研讨，并参与到活动中去，和教师们一起面对面
交流，指导他们开展教学反思，选择亟待解决的
问题作为实践性课题开展研究，通过“合作-实
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途径，帮助教师们
解决或改进教学问题，提升教科研能力。鉴于其
在实训工作上的突出成绩，李玲先后获得“邵阳
市培训项目实施管理先进工作者”“邵阳市教师
培训工作先进个人”“邵阳市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在教研员岗位上，李玲清楚地认识到，教研
员要常学常新、勇于实践，要服务教育管理决策、
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服务教师专业成长、服务学
生全面发展。为此，她虚心向老教研员学习，向
优秀教师学习，向专家学习。长此以往，李玲的
教育教学能力、课程研究能力、组织活动能力不
断提升，实现了从“外行”到“专家”的转变。李玲
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教研活动，也得到了广大小学
语文教师的积极参与，为教师们的专业成长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不断提升教师们的专业水平，她还坚持
以赛促练，悉心指导本区小学语文教师开设专题
讲座、观摩教学，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在指导三
八亭小学教师曾艳春参加全市小学语文阅读教
学竞赛期间，她和曾艳春进行反复研讨，大到教
学设计的每一个过程，小到教师的每一句总结和
过渡语。形成教案后，又进行反复多次的试教、
反思、修改，不断完善参赛课件。功夫不负有心
人，最终，曾艳春摘得了全市特等奖。近年来，李
玲指导的青年教师参加教学竞赛，先后获得省二
等奖1次、市特等奖3次。

2021年3月，组织上任命李玲为大祥区教育
局办公室主任，她迅速转换职务角色，在新的岗
位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那时，正是新冠疫情肆
虐期，李玲勇担重任，奔波在疫情防控后勤保障
的第一线，让教育系统下沉一线的志愿者吃下了
一颗“安心丸”。她获评“邵阳市教育系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李玲：立足岗位绽芳华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作者自评】 本题
的材料列举了“好的故
事”在不同情境和场合发
挥的不同作用，最后一句
话“故事是有力量”的是
材料的主旨。

这篇下水作文先从当
今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的
现象中，提出中心论点“在
故事的星空底下，我们期
待最闪亮的那一颗。”文章
第二部分（3-4段）分别从
爱情、理想、智慧、勇气、生

命、道德等方面紧紧围绕
“故事的力量”这一主题展
开，讲述人们在故事中收
获的感动。最后一段，从
品故事到写故事，升华主
旨。最后强调了“好的故
事让人从纷繁嘈杂的世界
中汲取力量”这一观点。

本文从学生的阅读体
验入手，选取的大都是课
文里的例子，为学生从日
常阅读体验和个性感触入
手撰写作文提供了示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2023 年邵阳市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以下简称
高中学考）于 6 月 12 日至 14 日
举行。

今年，我市共有 116777 人
报名高中学考，全市设 32 个考
点。其中，市直报名考生17151
人，设市一中、市二中、市四中、
市五中、市六中和市十中共6个
考点，以及备用考点市湘珺铭志
学校。

在组考工作中，我市成立了
2023年高中学考邵阳考区考务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2023 年
高中学考《组考工作方案》《突发
及偶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明
确了高中学考部门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全力确保
2023年我市高中学考平稳有序
进行。

今年我市116777人

参加高中学考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肖中华 夏疑 周小卉） 6月
9 日，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市
考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走进
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开展“传
承文化遗产润童心 守护民族
之根增自信”2023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图片讲述了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时间、含
义、设立的意义，重点介绍了邵
阳北塔、宝庆古城墙、古卸甲
坊、水府庙戏楼、革命烈士公墓
等文物保护现状及邵阳当地其
他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增强了
学生的文物保护意识，激发了
他们对家乡历史文化的深刻认
同感和自豪感。现场学生们对
文物知识兴致浓厚，积极与工
作人员互动，表示今后要好好
学习，更多地了解学习我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知识。在展览
区，学生们将展板、实物展台围
得水泄不通，纷纷表示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考古工具，感觉很
新奇。

走近文物 聆听历史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

走进双清区华竹中心完小

品读高考下水作文《在故事的星空底下》

汲取智慧和力量
【编者按】 2023年高考已经结束，高考作文题目

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教师、学生纷纷试水，撰写高考
下水作文。今天，本报选取市四中高中语文教师宁彩
虹的高考下水作文，与大家一起品读“故事的力量”，也
希望能够为学生们的写作带来一些启迪。

【2023年全国高考新课标I卷作文试题内容】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

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
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
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
缺少故事的时代。每天互
联网上都在演绎着数亿
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但是
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缺少好
故事的时代。信息的驳杂
与破碎，审美的苛刻与畸
形让互联网众声嘈杂。
在故事的星空底下，我们
期待最闪亮的那一颗。

什么是好故事呢？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好
故事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一个好的故事总让人沉
浸，让人感动，让人回味
无穷……

梁祝化蝶的故事在
维也纳的音乐厅催人泪
下，罗密欧与朱丽叶至死
不渝的爱情在世界各国
舞台上被不断演绎，《牡
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的至情与之遥相
呼应……这些美好的故
事让如今这个浮躁的社
会中的我们，依然相信爱
情。不唯是爱情，人类的
智慧与勇气，渺小与崇高
都镌刻在故事之中。

我们爱苏轼的潇洒，
爱他承天寺夜游的如水
月色；爱李白的浪漫，爱
他 梦 游 天 姥 的 梦 幻 绮
丽。在夜色的掩映下，白
日的喧嚣都静谧了，在想
象的世界中，我们缓缓释
放着自己的悲欢。故事
的背后是人的悲欢，是人
类所共有的喜怒哀乐。
黛玉葬花的故事，让我们
自然懂得了怜花惜花的
生命观；湖心亭看雪的故
事，让我们品得了天地俱
白的美好。我们在中国
古典的故事中品味了生

命 契 入 宇 宙 节 奏 的 怡
然。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人的荒唐，让我们懂得了
理想主义的赤诚；普罗米
修斯盗取火种的勇敢，让
我们懂得了为正义前行
的无畏，我们在西方故事
中品味另一种炽热燃烧
的文化……那一个个不
能忘怀的曲中人已变成
了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指
引着我们前行。

时代的浪潮滚滚而
来，读故事的人变成了写
故事的人。为患癌妻子四
处走穴讲座的戴建业老师
讲到苏轼的《江城子》时
哽咽难言。“尘满面，鬓如
霜 ”“ 十 年 生 死 两 茫
茫”——他借苏轼的故事
抒发了自己难言的深情。
江梦南幼儿时期的一次
肺炎夺走了她的听力。
父母从海伦凯勒的故事中
汲取了力量，送她去学难
度极高的唇语，最终她以
唇语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
士。张桂梅老师在丽江创
办女校，将一批批女学生
送出大山，坚持着自己的
教育理想。多年后她的学
生师范毕业以后也放弃了
更好的工作，回到了学校
续燃了教育的火把……
这些也是真正的好故事。
让我们在平凡中感受伟
大，在空虚中明确理想。

世界纷繁嘈杂，呕哑
嘲哳，但是如果你去漫天
灿烂的星空底下站一站，
去仔细观察一颗星星的闪
烁，去聆听一个感人的故
事，定能找到一种简单的
快乐，收获心灵的滋养，从
而也激励你去书写属于你
的荡气回肠的故事。

【下水作文】

在故事的星空底下
市四中 宁彩虹

作者简介：宁彩虹，毕业于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
专业，现为市四中高中语文教师，曾获广东省佛山市
中学青年语文教师能力大赛二等奖，邵阳市中小学青
年教师教学竞赛第二名。

6月11日，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识。当日上午，大祥区第一中学和大祥区城南学
校的师生、家长志愿者组成两支志愿者队伍，分别在大祥区迎春路农贸市场和双园路农贸市场及周边社
区开展“小手拉大手 文明一起走”实践活动。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戴伟 陈兵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