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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利县，以花儿命名的学校只
有一家，那就是慈利县芙蓉学校。该
校以德树人，实施红色教育，让孩子
们在芙蓉园里茁壮成长。

让红色教育实起来

芙蓉学校经常给孩子和家长们上
思政课，深入挖掘书院文化精神，挖
掘芙蓉渡口的“渡船”精神，挖掘县
域内红色文化，突出活动育人，让思
政课生动有趣又底蕴深厚。

芙 蓉 学 校 已 形 成 完 整 的 理 念 文
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环境文化
四大板块的顶层设计，构建了“七色
芙蓉”课程体系，即青色书香、橙色
礼仪、红色德育、紫色艺术、绿色体
育、黄色劳动、蓝色科技。同时，芙
蓉学校还构建了“芙蓉五节”活动体
系，即绿色芙蓉体育节，紫色芙蓉艺
术节，青色芙蓉书香节，蓝色芙蓉科
技节，七彩芙蓉教师素养节。

在学校“七彩芙蓉”构建中，红
色德育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强化课堂
育人的思政课成为必修课。学校相继
组织编写了校本教材 《党建+思政》、
深度融合党建、德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的校本教材 《融雅》，以及注重习惯
养成和文明礼仪教育的校本教材 《习
雅》、注重培养音乐素养的校本教材

《乐雅》 和注重传承诗歌经典的 《诵
雅》。学科以“雅文化”系列校本教材
为抓手，构建了思政课程教学育人体
系。解决了各类课程和思政课相互配
合的问题，实现了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思政教育新格局。

让红色教育活起来

学 校 注 重 传 统 节 假 日 的 活 动 开
展，每年 3 月开展学习雷锋月，清明
节祭扫烈士陵园，“三八”国际妇女节
开展国学培训，“五一”开展劳动实践
教育，“六一”开展“清廉学校·书香
校园+紫色芙蓉·艺术节”、关爱留守
儿童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们明礼，以
德树人，拥有一颗感恩之心。

学 校 注 重 孩 子 们 的 日 常 养 成 教
育，每日都要举行常规升旗活动。每
天 早 餐 过 后 ， 随 着 庄 严 的 国 歌 声 响
起，全校师生无论在教室、操场、食
堂 ， 都 会 立 刻 面 向 国 旗 方 向 肃 立 敬
礼、跟唱国歌，直至升旗仪式结束。
同时，学校还开展每日三诵，习雅日
常教育和环保助学教育。一年级开笔

礼、六年级毕业典礼、一年级入队仪
式，已成为学校一道美丽的风景。

学校还经常组织师生前往洞溪乡
看望慰问志愿军战士鲁儒兵老人，老
战士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师
生们上爱国主义教育课。同时，还邀
请志愿军老兵到学校开展宣讲活动，
让更多师生聆听革命故事、树立远大
理想、传承红色基因。组织全体师生
开展悼念活动，缅怀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海空卫士王伟。举办“两弹
元勋陈能宽”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等活
动，让孩子们深受教育。

让红色教育动起来

七彩芙蓉，红色德育，离不开老
师 的 言 传 身 教 ， 更 离 不 开 家 长 的 参
与，为此，学校成立了家委会，推选
部分家长作为委员，参与学校管理；
定 期 召 开 家 长 会 。 邀 请 家 长 走 进 校
园，了解学校、教师，以及孩子在校
表现，便于配合学校工作；邀请家长
参与学校活动，让家长与孩子共同成
长。

学 校 建 立 了 家 校 双 向 反 馈 制 度 。
班 主 任 定 期 向 家 长 反 馈 学 生 在 校 表
现，家长及时反映孩子在家的情况，
双向互动，形成合力。由于部分家长
文化程度不高，教育观念滞后，导致

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存在诸多教育问
题，学校在创办“家长学校”初期便
明 确 了 以 “ 培 训 家 长 特 别 是 祖 辈 家
长”为主要任务。为此，学校采取了
多种措施，开设“家长学校”，聘任知
名专家担任“校长”和“班主任”，邀
请市、县关工委专家、国家级心理咨
询师，以讲座、沙龙等形式为家长提
供教育指导和培训，让课堂更具活力
也更接地气。同时，学校还选聘优秀
家长做“家教导师”，利用家长会等机
会现身说法，给家长传授经验。

考 虑 到 传 统 家 长 学 校 培 训 课 程
少、宣传面小的弊端，学校采用全员
参与培训的模式，即每个学生家庭至
少保证一名家长参加培训，在课程设
置上家长学校每周开课 4 天，每天 3 个
课时，参训家长每学期参训 30 课时即
为合格。学校还会根据家长的参训时
长 和 综 合 表 现 颁 发 “ 结 业 证 书 ” 和

“优秀学员证书”。表彰优秀家长，授
予家长或家庭以“优秀家长”“书香家
庭”等称号，增强家长的幸福感和对
学校的认同感。

红色芙蓉，百花园里她最美
——慈利县芙蓉学校“七彩芙蓉”系列报道之五

吴献党 邹涛

“这个米和油在送货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保质期，不能让放久的东西混
进 学 校 食 堂 。”“ 我 们 刚 选 好 的 这 个
菜，一定得新鲜的才行，孩子们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变质的食材吃了可不
好⋯⋯”清晨，在菜市场来来往往的
人 群 里 ， 一 名 男 子 认 真 地 挑 选 着 食
材，与商家细致地沟通需求。

他叫陈先斌，是永定区崇文小学
后 勤 负 责 人 ， 一 大 早 跑 到 菜 市 场 转
悠，就是为了看看当季菜的品质和价
格如何，常来采购食材的地方储存环
境好不好。“陈老师很负责，为了让
学校师生吃上性价比高的放心餐，这
样 坚 持 了 好 多 年 。” 多 家 商 户 说 道 ，
为了学校的孩子，他们很愿意跟着陈
老师一起把好源头关。

走进陈先斌的世界，才发现他每
个细节里的坚持，都源于内心为教育
事业扎下的根。那些温暖、感动或艰
辛的故事，皆是见证。

三尺讲台，让梦想绽放

今年 60 岁的陈先斌，曾在三尺讲
台坚守了 21 年，为了最初教书育人的
梦想，毕业之后，那些年的青春，只
为孩子们绽放。

“我 1983 年毕业后成为官坪小学
的 一 名 教 师 。 当 时 学 校 的 孩 子 基 础
差，教室破旧，教师的配备少，教学
资源不完善，但教育梦想就在这样的
条件下疯长。”陈先斌说，看着孩子
们渴望知识的明亮眼睛，自己就经常
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为学生补习，有一
次联考后，自己所带的班级语数成绩
均获得第一，瞬间感觉自我付出是值
得的。

1984 年，陈先斌成为官坪学区苍
溪小学的负责人，同时任教小学四年
级全科。责任重了，要克服的困难却
不少。那是米和油匮乏的时期，每天
粗茶淡饭，除了上班还得自己捡柴做
饭 ， 为 了 教 育 梦 想 ， 陈 先 斌 从 不 言
苦。为了深入了解孩子们的情况，家
访是他与这群山区孩子的家长联系的
唯 一 渠 道 。 无 论 山 有 多 高 ， 路 有 多
远，陈先斌都会去家访，他用双脚丈
量着教育之路，足迹踏遍官坪的村村
寨寨，也感动了学生家长，将他当成
自家亲人一样。

“那时候我就想，在教育一线守
护孩子们的成长，我愿做一盏灯，用
爱和坚守静静地发光，为孩子们美好

的未来照亮前行之路。”陈先斌陷入
回忆，深情地说道。

一路向上，让人生闪光

“坚守，是一种态度，进取，才
能发挥更大的能量。”为了更好地带
山区的孩子们走出去，跟上不断更新
的教育理念，1989 年，陈先斌到永顺
民族师范学校进修，从优秀的教育经
验中吸取养分，深入了解教育事业前
景与挑战，以新的教育理念去引导孩
子成长成才。

1992 年 9 月，回炉再造的陈先斌
又一次出发投入教育事业，在枫香岗
联校下属枫香岗完小任教，也是在这
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
断以提升自我的态度迎接新的挑战。
与其他教师沟通交流经验、去各个班
级听课、发现问题针对性提出解决方
案 ⋯⋯ 陈 先 斌 在 教 育 工 作 中 乐 此 不
疲。因为家里与学校相隔较远，他每
天都很早起床，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
骑车到学校，一大早就以热情感染着
每一个学生，即使生病也不落下一节
课。“家人都说，想到学生，我就像
打了鸡血一样。我是真的割舍不下可
爱的孩子们，看着他们成长、进步，
我内心百感交集，这是世界上任何职
业都无法替代的骄傲与幸福。”

在陈先斌从事教育工作的那么多
年 ， 他 始 终 将 “ 立 德 树 人 ， 五 育 并
举”作为开展教育教学的宗旨，用行
动 聚 焦 孩 子 的 成 长 ， 擦 亮 孩 子 的 心
灵。一路走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能
量虽然有限，但足以通过教育传承让
星火燎原。

如今，在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
陈先斌被调入城区学校，成为一位后
勤管理者，做着幕后工作，但为教育
奉献力量的初心不改。“没有站在三
尺讲台，我觉得后勤也是育人的大舞
台 ， 服 务 好 师 生 ， 不 让 大 家 花 一 分

‘冤枉钱’，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每
天吃上放心餐，也是一件大事。”陈
先斌表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回首过往，陈先斌的眼中闪
光。那些年，多次被评为单位德育先
进个人、优秀班主任，在教学比武中
多次夺魁⋯⋯每一份荣誉，都是他教
育之梦星火燎原的体现，见证着他不
负青春、不负初心的奋斗历程。

让教育的梦想星火燎原
吴凤娇 胡小茜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秦大妈”
饭馆的饭菜，地道纯正，美味可口。
今 天 呢 ， 我 给 大 家 带 来 一 份 别 样 的

“胡大妈”拌饭。
针对小学生的特点，我校提出了

养 成 教 育 “ 八 件 事 ”， 即 “ 读 好 书 、
说好话、写好字、听好课、做好操、
吃好饭、扫好地、走好路”。学校把
养成教育“八件事”体现在生活学习
上，细化在一日常规中，形成习惯，
养成品质。其中“吃好饭”这件事，
是班主任老师最关心和头疼的一个问
题。

作为一位任教多年的班主任，我
为了解决班上孩子挑食、偏食等不好
的习惯，也是绞尽脑汁：推荐好吃的
菜品，奖励吃得好的学生，开展吃饭
比 赛 等 等 措 施 ， 激 励 他 们 多 吃 、 吃
好。十八般武艺我都使尽了，可是收
效甚微，这群叼嘴的孩子好像不怎么
给面子。

有一天午餐时间，给最后一个孩
子打完了饭，看着菜桶里所剩不多的
回锅肉，我打了一勺，就着肉里的油
汤把饭一搅，吃了起来。耶！味道不
错。我赶紧舀了几大勺饭，倒进肉菜
桶里搅拌起来。边搅拌我还边大声吆
喝：“孩儿们，胡老师今天给大家推
荐一份拌饭，味道一级棒！有谁想来
尝尝？”“胡老师，你可别骗我。”有
胆大点的学生质疑道，“胡老师，你
还会做饭？！”一只碗在孩子们的七嘴
八 舌 中 递 了 过 来 ：“ 一 小 勺 ！ 胡 老
师。”是我们班平时最挑嘴的皓宸同
学。“味道真得好耶！”刚尝了一口，
他就开心地叫了起来，几口就把碗里
的饭吃光了，然后又把碗递了过来。
见此情景，立刻就有三、四个学生来
尝 试 了 。 他 们 边 吃 边 点 赞 ， 都 说 好
吃 ， 然 后 像 个 大 喇 叭 向 大 家 推 销 起
来。很快桶里的饭就被一抢而光。接
下来的时间，只要轮到我值日打饭，
我仍然会利用桶里剩余的菜拌好了饭

向孩子们推荐。渐渐地，来吃我拌饭
的学生多了起来。班上的小郭同学说
道：“胡老师，你的拌饭都能赶‘秦
大妈’的味道了，我们就把你拌的饭
叫‘胡大妈’拌饭吧！”从此，“胡大
妈 ” 拌 饭 就 响 誉 全 班 了 。 吃 “ 胡 大
妈”拌饭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有的可
能是跟风，有的是真心爱吃，但无论
怎么样，孩子们的饭量增加了许多，
挑食、偏食的现象也减少了。如果几
天不做，他们就会催促：“今天拌不
拌 饭 的 ， 胡 老 师 ？” 瞧 ， 那 拿 着 碗 ，
排着长队伍等加餐的，一定是我这个

“胡大妈”拌饭今天又营业了。自从
有了“胡大妈”拌饭，我们班上的小
郭同学就从没落下一顿，每一次都是
迫不及待地争着、抢着来吃。有次美
术 课 上 ， 他 还 专 门 为 我 手 绘 了 一 张

“五二班第一炒饭”的奖状。奖状递
到我手上时，我俩相视一笑，全班同
学顿时掌声如雷。

自从有了“胡大妈”拌饭，孩子
们爱吃饭了，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凶凶
的胡老师了。我是他们喜欢的“胡大
妈 ”， 而 我 也 会 叫 他 们 “ 唐 唐 、 辰
辰、小龙龙⋯⋯”他们会围着我告诉
他自己或者同学的糗事趣闻，也会和
我 分 享 自 己 和 家 人 的 周 末 、 假 期 乐
事。

一份自制的拌饭，不仅让孩子们
养成了良好的吃饭习惯，也拉近了我
和孩子们距离，让我们的师生关系更
加融洽。这既是一份拌饭，也是老师
对学生的一份真挚的爱，这份“胡大
妈拌饭”只是我从教二十五年里的一
朵小浪花。

教育是一门艺术，它无微不至，
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作
为教师只要我们心中有爱，用心去捕
捉每一个教育契机，给学生正确的引
导，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
爱，这就是“智慧育人，育智慧人”。

“胡大妈”拌饭
胡利恒

把师生关系处成“朋友关系”，是我从教多年的教
学理念。和孩子们交朋友是一件非常有趣而幸福的事！

两年前，我调到崇实南校，接手了四 （3） 班的数
学。初来乍到，我非常期待和孩子们的第一次见面，精
心准备了小礼物，在心中预设了无数种初见的场景。千
盼万盼，终于盼来了我和新班的第一次见面。

我走进教室的一刹那，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映入眼
帘。这样美好的一幕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了“收
买”这群小可爱，我迫不及待地发放小礼物了。就是这
个发放礼物的时候，我满心期待的第一次初见变成了一
个乱糟糟的菜市场。一个接一个的惊吓从天而降：“王
老师，我和他的糖果不一样。”“王老师，我妈不让我吃
糖。”“王老师，王一帆、胡帝豪在打架呢。”还有几个
女生呱呱呱地说个不停。我看到这场景，脑袋嗡嗡嗡地
响。但我还是告诫自己：“冷静，冷静，淡定，淡定，
他们是天真无邪的小可爱呢。”礼物发放完毕，我便开
始管纪律了。可是，管好了东边的何宵，西边的朱柏成
又冒出头来；管好了西边的朱柏成，北边的唐铄又开始

作乱。一时间，我东管西管，像打地鼠一样，
越管越乱！一顿混乱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们
班的东西南北中都有“调皮捣蛋鬼”，四面八
方都分布着各种讲小白话的小家伙，前后左右

都躲藏着各种各样的小怪。他们哪里是
活泼单纯的小可爱，他们简直是存心与
新来的我作对的“大魔头”呀！我手忙
脚乱，一节课下来，我筋疲力尽，我原
先那颗炙热滚烫的心拔凉拔凉的，更可

恶的是一群以小邹为首的男孩子
聚 集 在 厕 所 ， 竟 然 挑 剔 我
的 毛 病 ， 还 给 我 取 外 号 。

我看着这群小魔王，我
又气又委屈，回到办公

室 对 我 的 搭 档 说 ：
“罗老师，你可能要
换搭档了！”听我诉
苦 ， 我 搭 档 安 慰
我 ， 鼓 励 我 多 想 办

法，翻转课堂！
那个晚上真是一个难熬的夜，更是一个不眠的夜。

如何翻转课堂，如何和孩子们交上朋友？让孩子信任
我，爱上我呢？我又预设了 N 种办法，否定、再来，再
否定、再来！不知不觉中，天亮了！方法也想到了！第
二天，我像是开挂了一样，借着神力走进了教室，随后
把男生通通赶出教室，并告诉他们：不可以偷听，也不
可以偷看，我有几个秘密要跟女生分享。这样一说，他
们对“我的秘密”充满了好奇，有爬窗户偷听的，有趴
在门缝偷听的，还有躲在后门偷听的，但他们越是想偷
听，我说话的声音就越小，直到姚柠檬气呼呼地推开门
说：“王老师，你不公平，我们也要听你的秘密。”我心
中暗喜:“终于有人上当了！”可还是故作镇定：“只有我
的朋友才能和我分享秘密！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他
想都没想使劲点头，我接着说：“和我做朋友只有一个
条件，上课遵守纪律！你能做到吗？”柠檬说：“我能！
我能！”“老师，我们都能！”看来我想的妙招成功了，
和孩子们交朋友的信念得以践行。从那天起，课堂纪律
大有改观，我和我的学生便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两年时间，我和我的学生像朋友一样一起度过了很
多有意义的节日。让我感动的是，以前是我给他们惊
喜，现在是他们给与我满满的幸福感仪式感！更让我惊
喜的是曾经给我取外号的小邹，有一天拿着一块巧克力
扭扭捏捏对我说:“老师，我错了，我也想成为你的朋
友。”我欣喜若狂，原来在一次次的鼓励中，在一次次
的相处中，我已经成为他心中最好的老师，他也变成了
我心中优秀的学生。

我和学生的友谊，不仅仅快乐了自己，还温暖了每
一个家庭。当爸爸妈妈看到我们活跃的数学课堂视频
时，学习上家长是放心的；当收到父亲节母亲节的小礼
物时，生活上家长是开心的；当和我面对面沟通时，我
们用心交流，共建家校共育的桥梁，家长是满意的！

我喜欢用相机记录孩子们的成长，同时也记录我自
己的成长；我为他们的点滴进步而骄傲的同时，也为自
己能用心践行新教育理念而自豪。亦师亦友的我们将用
一场爱的修行，一种不变的情怀，一个坚定的信仰，向
着未来，追光前行！

亦师亦友 追光前行
王渝

教育随笔

校园杂谈

校园一角。

学生们在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