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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33 年，始终站在乡村教育的
黑板前，1563 名学生成为祖国各行各
业的建设者，是他对党和国家培养的
报答。2021 年、2022 年连续两年考核
被评为优秀；2021 年度，县级党建、
清廉校园工作先进个人；2022 年度，
县级师德师风先进个人，是社会和同
行 对 他 的 认 可 。 生 于 乡 村 ， 长 于 乡
村，学成归来，回报乡村，是桑植县
第四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瞿贻波践行的
质朴宣言，一践就是 33 年。

瞿贻波从教的经历其实很简单，
从竹叶坪到空壳树，从空壳树到瑞塔
铺，在三个乡镇当老师，三个乡镇不
过 40 公里，瞿贻波行走了 33 年。初
中语文教师 10 年，高中语文教师 23
年，班主任 20 年，1500 多名学生考
上理想的学校，看到一个个学生，有
的 当 上 了 乡 村 教 师 ， 有 的 成 为 公 务
员 ， 有 的 出 国 留 学 ， 有 的 成 为 企 业
家，瞿贻波在教师节前夕，收到上千
条祝福信息，格外有成就感。

做乡村教育质量的基石

在 竹 叶 坪 学 校 ， 瞿 贻 波 探 索 了
“阅读班会”教育教学法。瞿贻波任
教三届初三语文，送去了一届学生。
在他任教的班级，瞿贻波开展“阅读
班会”教育教学法。他每天到任教的
班，师生共同欣赏一篇文章，告诉学
生山外的世界有多美，幸福的人生有
多甜。一篇篇文章为学生们展现一个
色彩斑斓的美丽世界，激发学生用知

识改变命运的学习兴趣。瞿贻波担任
两个班的初三毕业语文课，每个班有
50 人，教学任务很重。可瞿贻波通过

“阅读班会”提高了学生学习语文的
兴趣，原本是弱项的语文科目一下成
为竹叶坪学校的强项。瞿贻波所任教
的两个班，初中毕业会考时，连续两
年获得瑞塔铺区乡村语文教学综合排
名第一名，100 名学生中有 30 多人考
上一中、四中。

在空壳树中学，瞿贻波推行“家
校共育”课。1996 年下学期开学，瞿
贻波调到空壳树中学。来到空壳树中
学，他发现所任教的班上学生大多是
农村留守儿童，厌学风气很重，瞿贻
波坐不住了，他不想当一名“圈”在
学校按部就班的老师。瞿贻波制定了

“周三家校共育”计划，每周安排三
次时间，到学生家里走访，与学生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留在家中陪读
的母亲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让家长
明 白 孩 子 读 书 的 重 要 性 。 学 生 彭 娟

（化 名） 是 单 亲 家 庭 ， 厌 学 心 理 很
重。瞿贻波和班主任 12 次的家访，感
动了彭娟，她觉得老师是关心她的，
亲人是疼爱她的。很快，彭娟从厌学
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完成初中学业，
现在首都机场工作。彭娟发自内心感
谢瞿老师的家访行动。瞿贻波到空壳
树乡担任 72 班的班主任和语文任课老
师，全班 53 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有
28 人 考 上 高 中 ， 其 他 升 入 职 中 、 技
校，辍学率为 0，升学率达 98%。那
年 ， 初 三 毕 业 语 文 综 合 排 名 全 县 第
三。

在桑植四中，瞿贻波“守”学生
很有名气。他常与全班学生“守”在
一起，学生上课，他听，学生吃饭，

他陪，学生玩耍，他随，学生睡觉，
他在外面提醒，用一声声咳嗽表达自
己无时不在。学生们慢慢接受了瞿老
师 的 “ 守 ”。 一 年 后 ， 该 班 48 名 学
生，有 16 人考上一中、13 人考上四
中。瞿贻波“守”的教育教学“惊动
了”同事和学校领导。

做乡村孩子成长的基石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树”，是一种付出，一种爱的传递。
瞿贻波从教 33 年，十分欣赏一句话：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彩推动另一朵云彩，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他把这句话应用到教育
教学中，成了乡村孩子成长的见证。

乡村语文教育，作文教学是一个
老大难。瞿贻波提倡“我手写我心”
的“作文如做人”写作法，他引导学
生“说实话，叙实事，吐实情”，使
学生找到有源之水，写出真情实感的
美文。正是一篇篇美文，打开了学生
们渴望了解世界的求知之窗。

瞿贻波在初二年级 7 个班级中首
创了“美好遇到家”的年级文化。营
造 “美好遇到家”的教学环境，与
学 生 一 起 开 展 “ 美 好 遇 到 家 ” 的 活
动，把教室、寝室、清洁区、食堂当
成家一样管理，把老师当成家中长辈
尊敬，把同学当成家中兄弟姐妹一样
相处⋯⋯一系列“美好遇到家”活动
的 开 展 ， 很 快 扭 转 了 初 二 年 级 的 班
风、学风、教风，学生互帮，老师互
比，师生互相关心，教风学风持续向
好。仅一学期，全县 31 所初中，桑植
四中初二年级的学业成绩由原来的第
28 名跃升到第 18 名。针对学生做语
文阅读题难的问题，他摸索出了“找

对 象 ， 析 特 征 ， 抒 感 情 ” 三 步 解 难
法，瞿贻波的三步阅读法把学生从困
惑中带了出来。学生张某 （化名） 高
考语文 126 分，成为桑植四中有史以
来的最高分获得者。

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石

身为语文教师，瞿贻波长期关注
农村留守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建设，
从自己教的学生入手，开展学生认错
行动。瞿贻波给学生讲清讲透我国所
处 的 发 展 现 实 ， 告 诉 学 生 父 母 、 老
师、社会各自担负的任务。祖国在瞿
老师的描述中，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城市、乡村变成大家庭的一份子，父
母亲到大城市打工，也建设了城市，
也通过劳动所得让乡村兴旺、家庭发
展 ， 每 个 孩 子 有 了 读 书 上 大 学 的 机
会。学生们在听课中，唤醒了自己对
父母亲的感恩，诱发了自己对父母亲
做错事的反思，瞿贻波趋时破防，让
学生们开展向父母认错吐心声谈奋斗
目标的梦想行动。一篇篇作文，一封
封家书架起儿女和父母、学校与家庭
的乡村文化建设桥梁，学校不再是一
个只关注教学质量的割裂体，而是乡
村教育事业的播火器。

瑞塔铺镇小溪村和罗家边村是桑
植四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联系村，
作为四中派出的结对帮扶人，瞿贻波
定期到村里开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活动，他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重点打
造。在这些村庄，他送书籍，送慰问
物资，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定期组织
学校文艺队开展文艺演出，安排学校
音乐老师下村教唱桑植民歌，教跳摆
手舞、仗鼓舞，一个个村庄有了文化
的注入，就有了灵魂，有了希望。

做 乡 村 教 育 的 基 石
——记桑植县第四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瞿贻波

王成均

编者按：“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的埋在泥土之中⋯⋯” 许多校园里曾流行这首
活泼、有趣又有冲击力的歌。这首歌是歌颂石头默默无闻却又能蓄积力量为社会建设充
当基石的精神。小小石头，因为深埋泥土之中，修身养性，利用泥土的厚实，练就了一
身过硬的本领，散发光和热，充当了一块块铺筑高楼大厦的基石。人民教师，就是这块
闪亮的基石。

“啃草行动”

回忆往事，惊觉太多起伏。有叹
息，有悲伤，有快乐，有自豪，回忆
当初的那份灿烂，发觉已过很久。那
时 的 春 风 又 吹 绿 学 校 大 大 小 小 的 地
方，而那最大的跑道早已是绿波荡漾
青葱翠绿，不乏有一些带刺的草草们
密谋惊天大事。

那时还是刚入初一，新生总是那
么的活力四射，仿佛有着万千斤力气
没使出来。我坐在座位上，细听班主
任的各项安排。突然全班像是沸腾的
油锅里溅进几滴水一样，炸开了锅。
有人用惊讶的语气问老师：“啊？我
们要拔那个凹凸不平跑道的草？”“那
么 多 杂 草 ， 都 要 拔 光 ？ 太 累 了 吧 ？”
又有人质疑。班主任又再次强调了一
遍。毋庸置疑！千真万确！男生们顿
时发出阵阵嚎叫，比那山上的猴子叫
声还难听。老师坚定地说：“反对无
效。相信你们能漂亮完成任务。”随
后我们班浩浩荡荡开往操场，开始了

艰难的“啃草行动”。
啃草行动展开，班上的同学个个

都像是站岗的小哨兵，很卖力地去霍
霍那些已有半人高的草丛。有一些力
气大的男生，直接将草连根拔起，隔
老远都仿佛听见了小草的哀嚎；还有
一些已经长成小树的，这种会被我们
特殊对待，时不时被棍棒伺候一番。
要是还不肯低头认输，老师早已准备
好了一把大大的柴刀来对付这“老妖
精”。还有这么一群特种兵，专门挑
带刺儿的藤和带刺儿的草来拔。他们
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和手段。还记得
有一个同学宣传：“这种草对付它的
方法就是采用怀柔政策，最后直接要
它的命根子。”手法堪称一绝。

在啃草的过程中，我也喜欢到处
帮忙拔草。我看到的不仅是他们脸上
因劳动而留下的汗水，更是汗水滋润
下一张张灿烂的笑脸。每一张笑脸都
是发自内心的，都是那么自信。这次

“ 啃 草 行 动 ”， 我 真 正 认 识 了 很 多 同
学，掌握了很多拔草小技能，体会到

了集体中那份互帮互助的温暖，完成
任务之后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我看
到了同学们脸上的一幕幕灿烂，像朝
霞一样那么斑斓。

告 别

“叮咚，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
们辛苦了。”又是一道熟悉的铃声响
起，这反反复复九年的铃声不知在耳
畔回荡了多少次。又是一年盛夏，但
这次不同的是，我们是那个被全校师
生目送着将走向成功门的人。

白驹过隙，微风中传来的那道声
音，也不知还能有几次。烈阳高照，
少年们洋溢脸上的笑脸；微风轻抚，
少年们挥洒脸上的泪与汗。有痛苦也
有欢乐。大樟树下的等待也快变成落
日下的余晖，再努力五十天，我们也
将告别母校，迎来新的人生。

告别过去，与过去和解；迎接未
来，与未来相拥。努力的样子总是最
美，奋斗的青春总是最甜。在这剩下
的日子里，不要放弃，不要颓废，不

要 迷 惘 。 等 待 我 们 的 或 许 是 一 个 契
机，一个能改写命运的契机。

在告别的这些日子里，有欢乐，
有悲伤，有颓唐，有激昂。我们每一
天都在告别。而告别之后我们将迎来
新的一天新的任务。周而复始直到自
然离去。告别从前，告别每一天，迎
来新的学习任务，直到毕业。但十年
的寒窗苦读，怎么会甘心鱼跃不过龙
门？所以告别沉迷，告别不好的人际
关 系 ， 告 别 过 去 的 自 己 ， 从 现 在 做
起，从小事做起，每一秒做起，从每
一分做起，做最好的自己。为告别的
每一天负责，为告别的每一张试卷负
责，为告别的公平时间负责。我告别
了我的同学，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我
的 母 校 ， 告 别 了 我 奋 斗 过 的 初 中 时
代。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抓住机
会就是对告别的所有负责。

这年的盛夏栀子花开的季节，同
学们脸上的笑容真诚且美好。希望未
来的道路也那么美好。

学生时代总有美好的往事荡漾在
心头。 我总是想， 记忆深处的那份
灿烂，无限美好无限感动，是来自灵
魂深处地热爱。请轻柔的风儿带着这
份灿烂跟我一起远航。

（作 者 系 桑 植 县 上 洞 街 学 校 110
班学生 指导老师：张英杰）

记忆中的那份灿烂
彭 薇

学与问 谷俊德 摄

“这里有黄瓜、茄子、辣椒、萝
卜，最左边还有西红柿⋯⋯”6 月初
夏，走进慈利县芙蓉学校，校门口
右 侧 的 一 块 小 菜 园 里 绿 油 油 一 片 ，
郁 郁 葱 葱 ， 茎 蔓 绕 藤 ， 花 蕊 之 间 ，
蜂鸣蝶舞，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块“特、小、美”的菜园子
是慈利县芙蓉学校劳动教育的重要
实践基地，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芙蓉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在建校之初就以学校文化建
设作为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提出

“七色芙蓉”代指学校七个层面的文
化建设，将劳动教育以黄色芙蓉为
象征，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

学 校 结 合 实 际 制 定 工 作 方 案 ，
确定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劳动教育
实施途径，落实具体措施，构建具
有特色的学校劳动教育模式。

因地制宜打造好学校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是芙蓉学校实施劳动教育
的一项重要内容。

2020 年 9 月，学校开始筹备将校
内 700 平方米土地作为学校劳动实践
基地，并于 2021 年春季开学正式投
入使用。该校总务副校长龚文科介
绍 ， 菜 园 子 按 照 班 级 划 分 区 域 管
理，开设种植、除草、施肥、浇水
等特色劳动课程，每周上一至两次，
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以大自
然为师，以土地为课堂，体验农耕乐
趣，享受自然教育、劳动教育带来的
无限新奇，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
和良好劳动品质。

“我们老师会先从劳动工具的认
识、使用，到种子的选取、育苗方
法 ， 尝 试 种 植 等 ， 完 成 基 本 培 训 ，
然 后 再 到 劳 动 基 地 进 行 劳 动 实 践 ，
课后学生要写一篇劳动日记。”龚文
科介绍道，学生们采摘完的“劳动
成果”由食堂收购，所得资金均用
于资助班级贫困学生。

时值六月，各种瓜果蔬菜逐渐
上市，芙蓉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内，一派丰收景象。劳动现场，孩
子们有的挥起锄头翻土、挖坑，有
的施厩肥、有的忙着浇水灌溉，互
相配合，不亦乐乎。虽然汗水和泥
土弄脏了身上的衣裳，但孩子们毫
不 在 乎 ，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开 心 地 笑
容，在劳动中交流着自己的心得感
悟。

“每次开始种植一种新蔬菜的时
候，都会学到一些小知识，比如今
年我们班种的茄子不能将水浇到叶
子上，施肥的时候至少要距离一厘

米左右的距离。”刘佳悦同学欣喜地
说道。

有 同 学 在 劳 动 日 记 中 这 样 写
道：劳动课让我真正明白了，“谁知
盘 中 餐 ， 粒 粒 皆 辛 苦 ” 的 真 正 含
义 ， 也 更 加 明 白 了 农 民 伯 伯 的 幸
苦，吃饭时一定要吃到“光盘”，坚
决不浪费。

在 这 节 没 有 围 墙 的 劳 动 课 堂
上，慈利县芙蓉学校充分发扬“自
找苦吃”的精神，躬耕在校园生态
劳动实践种植基地里，感悟劳动价
值，培养劳动精神。

同 时 ， 为 了 拓 展 劳 动 教 育 渠
道，学校还将劳动教育与各学科教
育 相 互 融 合 。 充 分 挖 掘 利 用 语 文 、
美术、科学、品德与生活等学科中
的劳动教育资源，将劳动教育落到
实处。

五年级的王玉婷同学分享了一
件学以致用的小趣事：“一开始在菜
园里看到蚯蚓大家都很害怕，但是
后来科学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蚯蚓是
可以肥沃土地，同学们便再也没有
把它当害虫踩死了，还有不少同学
开始自己搜索蚯蚓的相关知识呢。”
这件事让她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课堂
知识和实践生活紧密结合。

芙蓉学校结合日常生活与家庭
劳动对学生进行教育，加强学校教
育与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要求学
生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培养
学生的劳动习惯。通过劳动，学生
懂得了感恩。

今年三八妇女节，学校给学生
布 置 了 一 道 特 殊 的 课 后 劳 动 作 业
——“ 为 妈 妈 做 一 件 力 所 能 及 的
事”，六年级的赵湘淇选择为妈妈洗
一次脚。“我帮妈妈洗脚的时候发现
她的脚上长满了茧子，厚厚的一层
还有点刮手，妈妈真的非常辛苦。”
赵湘淇回忆当时的情景不仅潸然泪
下，这次的亲密接触也缓和了她和
妈妈的关系。

慈 利 县 芙 蓉 学 校 通 过 不 断 摸
索 ， 将 劳 动 教 育 真 正 落 到 了 实 处 。
学生们通过劳动教育，形成了良好
品 质 ， 培 养 了 勤 于 劳 动 的 好 习 惯 ，
掌握了劳动技能，形成了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念，实现了全面发展。

龚文科还介绍，除了固定的种
植园劳动课，慈利县芙蓉学校今年
将 会 陆 续 开 展 “ 我 是 食 堂 好 帮 手 ”
实践活动和劳动实践大调查，评选
劳 动 之 星 等 等 ， 全 面 推 进 素 质 教
育，培养学生劳动的意识。

黄色芙蓉，小菜园变成“大课堂”
——慈利县芙蓉学校“七彩芙蓉”系列报道之三

宋美慧

5 月中旬，记者走进慈利县芙蓉
学校的体育馆，阵阵悠扬的歌声传
来，同学们正在老师带领下利用午
休时间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 《芙蓉
花开向未来》，不久之后他们就要参
加全县举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手
语操比赛，这是一次对学校美育的

“大考”。
而在 6 月份，记者收到学校传来

的喜讯——芙蓉学校成功斩获全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手语操比赛一等
奖！

探寻艺术教育之灵动，温润园
中方寸之草木。艺术教育是培养现
代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学生核心价值观、核心素
养形成的重要途径。芙蓉学校积极
弘扬中华美育传统，不断完善教育
机 制 ， 在 学 校 七 色 芙 蓉 文 化 建 设
中，以紫色芙蓉为象征，积极探索
美育与文化教育相融合的路径。

芙蓉学校分管美育的满金梅副
校长介绍，芙蓉学校艺术课程教学
贯彻“因材施教”原则，“面向全体
学生，注重个性发展”，实行“1+N”教
学育人模式：一方面“依据课标、按照
教材、培植素养”上好音乐、美术等艺
术课程；另一方面“依据禀赋、分班授
课、培养特长”，同时开展声乐、器乐、
棋艺、非遗、美术、书法等多种专业特
长培养。

“每天课后延时服务的第二节课
就是美育课，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选择特长课，类似于大学社团的
形式，分班授课。”满金梅介绍道。

四年级的吕梦涵同学一入学就
参加了学校的绘画班，第二年又参加
棋子课，之前从未接触过艺术的她因
为在学校学习各种特长，开始对艺术
产生浓厚的兴趣，“学习艺术让我遇
到烦恼的时候有了放松的方法，不仅
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反而开发
了我的想象力和智慧，爸爸妈妈还在
校 外 给 我 报 了 舞 蹈 班 ， 非 常 支 持
我。”吕梦涵开心地说道。

除了按照喜好选择特长课，学
校还在建校之初就特别组织编写了

校本教材 《乐雅》，组织一至六年级
学生分别学习双响简、手摇铃、竖
笛、口风琴、葫芦丝、陶笛等六种
乐器，让每一位学生都掌握一种乐
器，并开展全校乐器合奏展演，挖
掘学生的艺术素养。

五年级的代鼎朗同学原本从未
接触过乐器，但在口风琴的学习中
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天赋，“他的乐感
非常强，只唱过两遍的曲子就能很
快将谱背下来，有时候还会和其他
同学一起扒网上流行歌曲的谱子。”
音乐老师王思思说，孩子们身上的
艺术天赋屡屡让她惊喜不已。

学 校 还 充 分 发 掘 各 学 科 里 的
“ 美 育 元 素 ”， 培 养 学 生 审 美 特 质 。
在合唱文化节上，全校同学们共唱
一首歌，场面震撼不已；在语文课
上，同学们开展语文古诗文配乐朗
诵，编排展演语文英语课本剧；在

“芙蓉国画或芙蓉水彩画”的特色课
上，同学们观察芙蓉、以芙蓉为主
体，创作芙蓉画，作为学校文化的
作 品 展 示 。 不 一 而 足 地 跨 学 科 融
合，整合了学科美育资源，实现了
以美育人目的。

“合唱是我最喜欢的，合唱课不
仅 让 我 学 习 到 了 许 多 专 业 的 技 能 ，
比如练声、练气息等等，还让我在合
唱团里结交到了许多新朋友，渐渐变
得开朗起来。”四年级的邹小彤同学
学习合唱已经快两年了，收获颇多。

六年级的赵文博同学则是学校
鼓号队的一员，原本并不喜欢音乐的
他，因为被选入鼓号队开始对音乐产
生兴趣。“在鼓号队的两年我学习到
了非常多的乐理知识，同时也感受到
了音乐带给人的快乐和感染力，以后
我还想继续多学几门乐器，未来想做
一名音乐老师。”赵博文说道。

以美育美，向美而行。芙蓉学
校将继续整合优质美育资源，加大
学校美育投入，增强全体学生艺术
感 受 力 ， 形 成 充 满 活 力 、 多 方 协
作 、 开 放 高 效 的 学 校 美 育 新 格 局 ，
促进美育品质提升，助力学生全面
发展。

紫色芙蓉，美育园里向阳开
——慈利县芙蓉学校“七彩芙蓉”系列报道之四

宋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