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苏陕协作赴陇支教教师李娟

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衔来甘霖润春花

□通讯员 王明利

8 2023年6月2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杨 乐

美 编 / 赵 爽

电 话：029-87337551
E-mail：shengyinban@126.com视 点视 点

■主管：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出版：陕西教育报刊社有限责任公司 ■总编辑：郭鹏 ■副总编辑、主编：刘帅 ■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唐李佩 ■编辑部副主任：聂蕾、胡玥 ■地址：西安市药王洞155号 ■邮政编码：710003
■电话：029-87335695 ■传真：029-873356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100004000078 ■广告部电话：029-87318259 ■发行部电话：029-86282901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1.50元 ■印刷：陕西华商数码信息有限公司 ■电话：029-86519739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从西
安到红河，跨越数千里的山海情谊，
鼓舞着每一届研支团成员。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他们将志愿精神的种
子播撒在了这里，将涓滴之力汇聚成
青春活力，助推红河发展，续写了山
海情缘。

一封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的感谢信，跨越 1700 多公
里，带着浓浓的情谊来到我们面前。
它的背后是陕西师范大学 20 名研究
生支教团成员连续 4 年薪火相传的
青春故事。

彩云之南，心的方向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
云南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距离西安
有 1700 多公里。2019 年，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正式成为陕西师范大
学五个支教地之一，共青团红河州
委和学校也开始建立起跨越山海的
深厚情谊。

2019 年 8 月，魏樊樊等五名同学
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第一批前往红河
州支教的研支团成员，这也正式拉开
了该校在红河州支教工作的序幕。
随后的四年时间里，第21至24届共四
届研支团、20名师大学子在红河州团
委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关爱下，怀揣教
育理想，践行“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
神，奔赴基层一线，扎根三尺讲台，用
奋斗书写了属于他们的青春风采。

点滴用心，相伴成长

从西安出发，一路南下，直达昆
明，再到服务地元阳县第一中学和元
阳高级中学，这是一届届陕西师范大
学研支团元阳分队的志愿者们走过
的路。填表签到、审核材料、签署协
议、领取服装，他们完成报到流程后，
便加入了云南省西部计划全国项目
志愿者培训。在培训过程中，他们学
习理论知识，坚定教育报国理想信
念。“在奔赴支教地之前，我们在学校
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教师教育技能专

项培训，但我深知，教学的过程是一
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的过程，这样
的岗前培训是及时有益的补充。”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元阳分队成员吴
胤霖说。

“‘孙老师’，这个称呼代表着沉
甸甸的责任。”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
元阳分队成员孙丽婷仍记得刚上讲
台时的“初体验”。课前认真备课，上
课讲授知识，课后解决问题……这些
从前作为学生时看到的教师日常，现
在都需要她一分一秒、一点一滴用行
动去学习和展现。研支团的成员深

入了解学情、伏案备课、听课教研，不
断钻研和改进教学方法，制订合适的
教学计划和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使学生们的成绩不断提高。

“作为一名支教老师，我希望在孩
子们心里种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他们
对群山外的广阔世界产生向往，并让
这些小小的种子在未来发芽。”第23届
研究生支教团元阳分队成员乔晓伟主
要负责高一年级的历史教学工作，支
教期间，他积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生活习惯，和学生们分享他的大
学故事，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中秋辩论赛、主题团日活动、特
色班会、英语角、英语话剧、手工艺
品制作……研支团志愿者们发挥专
业特长，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校园文
化活动，为校园文化建设注入了青
春活力。

付出总有收获，魏樊樊所带的政
治学科成绩在学校当年期末考试中
单科排名第一，魏樊樊、黄磊荣获“元
阳高级中学优秀教师”，李伟、郭思
霏、谭旭岚三人荣获“元阳县第一中
学优秀教师”，魏樊樊、黄磊、李伟、谭
旭岚、郭思霏五人荣获“元阳县优秀
志愿者”，李伟荣获“元阳县第一中学
优秀裁判员”。

山河新篇，未来已来

这封来自红河的感谢信，是对4年
间20名陕西师范大学研支团志愿者们
的认可。他们注重教学相长，与孩子
们互相鼓励，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努力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他们
注重因材施教，仔细观察每一位学生
的特质，制订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沟通
方式；他们用自己的青春靓度、青春态
度展示着志愿服务精神和“西部红烛
两代师表”精神，用奋斗描绘最靓丽的
青春底色；他们以勤恳敬业的工作态
度、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成为闪亮的

“师大名片”，赢得了服务地学校老师
和学生家长的广泛赞誉。

像这 20 位研支团成员一样，自
1998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组建研究
生支教团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共有
304名学子在“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
神的感召下，怀揣着教育报国的理想
信念，前往云南、青海、宁夏、山西、甘
肃、重庆、陕西等地开展支教工作。
24年来，他们投身祖国西部基础教育
事业，在支教的岗位上播撒知识火
种，燃起希望曙光。

如今，陕西师范大学第 25 届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蓄势待发，他们正围
绕提升理论素养、加强师德师风教
育、增强教学技能、熟悉管理规定、了
解服务地风土人情等方面，通过学校
青马工程、朋辈座谈、“周三读书会”

“星期四课堂”等一系列培养活动努
力提升本领，为接过支教工作的接力
棒努力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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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钳
住秧苗的根部，掌心朝向秧苗，食指
和中指顺着秧苗的根朝下插入泥土
中……”这是日前陕西省安康市汉
滨区城东小学汪丹老师在课后服务
时间教孩子们如何插秧的场景。轮
滑社团、舞蹈社团、劳动社团、阅读
社团、蔬菜瓜果售卖体验等活动在
校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整合教育资源，统筹课内课后
两个时段，以课后服务为抓手，以
校园活动为载体，内容丰富的社团
活 动 在 汉 滨 区 各 中 小 学 蔚 然 成
风。近年来，汉滨区坚持以办人民
满意教育为目标，聚焦“双减”和

“三个课堂”建设，以学生为中心，
整合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
下教育内容，构建立德树人大课
堂，形成了“一校一品”、百花齐放
的汉滨育人新样态。

立足“第一课堂”，紧抓质量
“牛鼻子”

“‘双减’的目的在于增效提
质，而‘增效提质’关键在课堂。”
汉滨区初级中学副校长全东介绍
道，自“双减”以来，学校从立体化
集体备课、体系化课堂改革、精细

化作业设计三个角度发力，向课
堂要质量。

自国家“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汉滨区教体局先后出台了《汉滨区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汉滨
区贯彻落实“双减”工作督导评估
方案》《汉滨区 2022 年“双减”督导
工作任务清单》《汉滨区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的指导意见》
等系列文件，规范管理，建立“双
减”长效机制。该区以教研室为龙
头，将作业设计列入课题，开展研
究交流，形成了汉滨的作业管理模
式。建立作业领导审批和公示制
度，严格控制作业时长，采取分层
作业设计、分层布置，满足不同学
生需求。

“汉滨教体局从整体出发，从顶
层设计做起，规范教学常规，聚焦课

堂教学研究，提升课堂效益，夯实
‘第一课堂’，严守教育教学质量底
线。”汉滨区教体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罗发兵告诉记者，该区根据中省
市教育政策，相继出台了《汉滨区教
育 教 学 质 量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3—2025）》《汉滨区中小学校教
学常规及管理基本要求》《关于进一

步加强全区基础教育学校德育工作
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积极探索
适合校情、学科、学生的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建立教学常规管理体系，制
定提升教学质量核心举措，强化对
备、上、辅、批、考、评闭环管理，守牢
课堂教学主阵地，向课堂教学要效
率要效果要效益。大力实施课堂革
命，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形
态，引导教师全面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全力上好每一节课，全心教好每
一名学生。

丰盈“第二课堂”，凸显品牌创
特色

“通过科学统筹谋划，合理调配
资源，优化服务项目，为学生提供高
质量、全覆盖的‘第二课堂’服务体
验，全面助推‘五育融合、全科育
人’。”汉滨区果园小学支部书记、校

长石敬博介绍，菜单式、多元化的课
后服务，使学生选课更自由化、个性
化，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全面而有
个性的发展，收获成长的幸福。

近年来，汉滨区教体局紧抓“第
二课堂”，突出兴趣培养，强化社团
活动，通过举办读书节、科技节、体
艺节、劳动周、读书月、规范养成月

等系列活动，丰富“第二课堂”，形
成了“一校一品”、百花齐放的育人
新样态。该区不断完善课后服务
机制，提高教师参与积极性，探索
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新
模式，围绕学科拓展、思维发展、体
艺技能、科技创新等个性发展，建
设社团课程体系，打造了一批精品
优质课后服务项目，实现对“第一
课堂”的延伸与补充。

汉滨区建民初中校长周章群介
绍说，该校在校内开辟了 5 亩劳动
实践基地，划分为不同区域，分配
到 22 个班级，从播种、松土、施肥、
搭架到果实成熟采摘，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学生
不仅学习了劳动知识，而且磨练了
坚定的意志。

汉滨区各校按照劳动教育要
求，开设劳动课程，做到“教师、教
材、地点、内容”四落实。同时开辟
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教育引导学生
崇尚劳动，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劳
动意识，养成劳动习惯，提升劳动
能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拓展“第三课堂”，搭建育人
“大舞台”

“‘第三课堂’的主要特征是开
放、体验、综合、实践，是对学生在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学习知
识的迁移实践和深化融合，体现了
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回归于生活。”
罗发兵认为，让“第一课堂”强起
来，“第二课堂”活起来，“第三课
堂”热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
到自己的位置，都拥有自己的舞
台，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都能讲
好自己的故事，才是“三个课堂”原
本该有的生命力。

汉滨区教体局利用青山绿水自
然优势，整合区域资源，鼓励学生走

出学校，亲近自然，开展综合实践和
研学旅行。该区要求学校带领学生
走进社会，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社
区工厂、博物馆、纪念馆、工（农）业
园区等进行参观学习实践。积极提
炼本土及周边区域内资源的文化内
涵，校企合作打造教育课程，丰富教
育内容，形成了“家乡青山绿水研学
行”“红色之旅研学行”“安康地方文
化研学行”“现代农业体验研学行”

“国防教育研学行”“现代工业考察
研学行”“科技改变生活研学行”等
精品研学课程主题。目前，创建市
级研学实践基地6个，区级研学实践
基地23个，研学精品线路4条，为不
同区域学生的研学实践提供了可行
的方案。

减少行政事务，滋养教师幸
福感

“产假期满返岗前还在发愁，孩
子哺乳怎么办。如果每天利用课
间来回跑给孩子哺乳，不仅自己很
累还会影响工作。没想到，学校为
此专门设置母婴室，解决了我的后
顾之忧。”汉滨高中西校区张娟老
师回忆起自己刚休完产假时的窘
迫，激动地说。

为了把对教师的关心和爱护落
在实处，汉滨高中西校区于细微处
见关爱，在学校各部室用房极为紧

张的情况下，专门为女教师们布置
一间温馨的母婴室。母婴室里有
隔帘、有供女教师存放母乳的冰
箱、有专门为幼儿换尿布的桌台、
24 小时的热水、儿童玩具……设备
一应俱全。

汉滨高中西校区校长鄢麒麟认
为，减少行政负担，增强管理效能，
落实民主管理，丰富文化生活，让
教师拥有持久的职业幸福感，他们
才能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投入到工
作之中去。该校为让老师全身心
投入到提质增效的教学研究和教
学实践中，减少事务性工作，会议
定期定时召开，事务性工作一律以
文本形式布置，杜绝滥发通知消
息，简化各类例行性工作报告。以

“教师成长需求”为导向，通过“师
徒对接”“名师工程”为老师提供专
业化成长平台，让老师在工作中成
长，获得专业成长的幸福感。

2021年6月，汉滨区委、区政府
联合下发《汉滨区中小学教师减负
清单》的通知，从规范督查检查评
比、杜绝强行摊派无关社会事务、
严控与教育教学活动无关的督查
检查、不得强制要求完成各类无关
资料、统筹安排中小学教师培训活
动、依法保障中小学教师权益等 17
个方面，切实减轻中心小学教师负
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
围，为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创
造良好的环境。

“‘双减’既是一次破冰之旅，
也是一场宏观战役，它不是阵风或
者一场运动，它是基础教育要进行
的 一 场 从 观 念 到 实 操 的 全 面 革
命。”汉滨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钢认为，“三个课堂”是贯彻落实

“双减”政策的创新举措，是一个由
内到外，从书本到生活，从认知到
实践的系统工程，也是推进课堂革
命、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他表示，该区将进一步健全师
资保障机制，拓展课后服务资金渠
道，加强课后服务经费管理，优化
资金分配使用，规范组织管理，压
紧压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全力
推进“双减”暨“三个课堂”建设工
作落地见效，做好汉滨实践，形成
汉 滨 经
验，构建
汉 滨 良
好 教 育
生态。

“亲爱的女儿，妈妈走的这
条援陕支教路虽然很平凡、很
艰辛，但妈妈是乐在其中、无怨
无悔的，所以妈妈需要你的理
解与支持，让自己为西部教育
多贡献一份力量……”这是李
娟主动申请延长服务期二次赴
陇后，面对正在上大学女儿的
不理解，深夜写给女儿信中的
一段话。

2021年7月，当江苏省徐州
市铜山区实验小学副校长李娟
得知组织要抽调人员赴陕支教
的消息后，便第一个找到区教
育局报名。组织考虑到她家中
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人照顾的
实际，递交的申请很快被退了
回来。对支教早已下定决心的
她多次登门“请战”，校长、区教
育局局长最终被她执着支教的
精 神 所 折 服 ，同 意 了 她 的 请
求。当年9月，她便以支教组组
长的身份，带领6名支教教师踏
上了支教的征途。

先进理念的播种机

作为一名支教人员，李娟
深知肩头担负的不仅仅是完成
支教任务，更重要的是要通过
自己的身体力行，把先进的管
理经验和教育理念播种在所支
教的一方沃土上，使当地教育
实现由“对口输血”到“自我造
血”的良性发展。

根据组织安排，她被分配到
宝鸡市陇县西大街小学担任副
校长，除了分管学校艺术教育、

“第二课堂”、延时服务外，还担
任 六 年 级 4 个 班 的 美 术 课 教
学。身在异乡的她，克服了水土
不服、生活不适应、人地生疏的
困难，很快融入了这个具有二百
多年办学历史的“大家庭”，忙碌
的身影不时在校园里出现。

支教先支招。借助铜山区
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管理优势，
她协助学校全面推行扁平化管
理模式，创新开展了年级组管理
制度改革，构建起校长总揽，副
校长包抓，年级主任总负责，年
级组长抓落实，各处室协力配合
的横向到班级、纵向到学科、包
抓到学生、辐射到家庭的“四纵
六横”年级组管理体系。极大增
强了团队管理的穿透力和执行
力，形成了重心下垂，视角前移，
条块结合，纵横结合，上下结合，
内外结合，执行同步，落实同位
的管理工作格局，实现了管理效
能的全优化，为全县小学教育提
供了看得见、学得来、可复制的

“铜山模式”。
让教学回归生活，把思维

带回自然。根据美术课教学实
际，她积极推行美术教学生活
化理念，在抓好课堂绘画基础
知识和技能教学，组织本校美
术课教师开展示教观摩、教法
研讨、业务切磋的同时，组织学
生走出校园，从生活实践中观
察自然，从自然景物中观察特
征，激发创作灵感，捕捉绘画素
材，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
美情趣，培养学生观察、分析、
构思的综合素质，一举改变了
长期以来靠示范习作模仿教学
的被动现状，学生创作的灵动
性、观察的主动性、习画的创造
性得到了充分调动。

用情支教，用爱辅导是她
赢得学生喜爱的“法宝”。为了
提高学生的绘画本领，她利用
周末和假期自费购买绘画纸、
油画棒、水彩笔等绘画用品，指
导学生从构图到涂鸦，一丝不
苟，学生亲切地称她为“木子妈
妈”。端午节这天，她辅导的美
术兴趣班的几名学生把自己亲
手做的香包，采割的艾蒿悄悄地
放在她办公室的窗台上，以表达
对这位爱生如子的支教老师的
节日祝福和美好心愿。

优质资源的孵化器

在陇县支教期间，她用自己
的满腔支教热情，把更多的优质
资源与兄弟学校共享，“为一方
教育高质量发展搭建‘连心桥’，
按下‘快进键’”是她支教的又一
个目标。2021年以来，她组织支
教组两批12名成员先后与陇县
恒大小学、八渡镇中心小学、东
风镇中心小学组成结对帮扶学
校，通过专题讲座、教法辅导、结
对备课、同台教学、教研辅导、联
手帮扶等形式，先后为结对校送
教上门 5 次，提供观摩课 40 多

节，开展同课示范20多节。2022
年她与铜山区依姐农业发展合
作社、徐州万山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联系为地处陇县西北部偏远
山区的新集川镇中心小学全校
204名学生捐赠了价值4万多元
的棉校服及有关学习用品。她
组织 6 名支教人员筹资 7000 多
元为学校购买了图书。每到一
校，她都与那里的教师建立支教
微信群并通过电话交流、邮箱速
递、联盟互访等形式有效破解结
对校教学中的瓶颈难题，使地处
偏远山区的师生既享受到了支
教为他们带来的温暖，又享受到
了优质教育带来的快乐。

或许是对专业学科的独特
感受，或许是对这方山水风物
的痴情眷恋。每逢周末，她都
会组织支教组成员驱车前往大
山深处，实地欣赏这里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广袤的陇州
山山岭岭留下了她的足迹，沟
沟岔岔有她穿梭的身影。她利
用抖音制作了《人文映像》《大
美山水》《奇妙民俗》《校园传
真》等专题节目，集中向社会宣
传这里的民俗风情、山水特点、
历史沿革和教学动态，让更多
的人了解陇县、关心教育，被人
们称为“报春的百灵鸟”。她所
倡导的美术教学“思维迁移法”

“对比鉴赏法”“灵动激趣法”
“拓展创新法”等教学方法被更
多的教师在教学中运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赴陇支教的两年，
与师生朝夕相处的700多天，李
娟用自己辛勤付出的滴滴汗
水，大爱无私的殷殷心血，浇灌
出了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蓓蕾，
也诠释了一名有着34年教龄超
期支教服役的教育老兵内心深
处的情怀。

安康市汉滨区聚焦减负增效安康市汉滨区聚焦减负增效，，深耕深耕““三个课堂三个课堂””，，构建地域教育新生态构建地域教育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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