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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校园风铃

二十余个春秋，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她默
默付出，辛勤耕耘；二十余载光阴，她始终以润
物细无声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教师的初心，
并以一颗匠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卓越贡献。
她就是桑植县贺龙中学教师——姚雪琼。

潜心研究：教材为本，创新为基

“个子小小的，看起来瘦瘦弱弱的”这是很多
人对她的第一印象。然而，真正接触过她的人会
说：“小小的个子，大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来源
于她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对三尺讲台的热爱。

尽管教材对于她来说，早已烂熟于心，但一
丝不苟地备课是她的常态。她会根据教学情况的
不同，进行严密科学的教学设计，致力于打造融
思政、人文、教与学互长的有效课堂。

2016 年至今她在学校教研室工作，分管高中
教研。任职期间，她积极研究教研教改，为学校
的教研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她带领教研室和各
个备课组，在县教学比武中先后获得一等奖 5 个，

二等奖 11 个；县级“一师一优课”一等奖 1 个，
二等奖 5 个；省级“一师一优课”一等奖 15 个，
二等奖 28个，三等奖若干名。

坚守信念：心中有党，自有担当

姚雪琼作为学校第二支部的一名党员，对于
本支部安排的事任劳任怨，并高质量地完成支部
布置的政治任务。

作为所在支部的组宣委员，她认真组织支部
党员学习，带头写好政治学习笔记，按时填写支
部手册，出色地完成支部的各项党务工作。督促
支部学员学习的同时，自身也毫不懈怠。她的个
人学习强国的学习总积分一直位于学校第一，红
星云的学习也处于学校前列。

无私奉献：师者如光，学生为先

“从爱出发，甘心奉献。”是她的真实写照。
“德为师之本”，作为一名教师，自身的修养是最
重要的，在平时的工作中，她为人师表，用自己

的人格魅力去打动学生，感化学生，把她对学生
的爱，对事业的执着，化为自身的行动力。

二胎政策开放时，怀孕的她已是高龄产妇，
并伴有十分严重的孕吐，医生多次建议她卧床休
息。但彼时的她正带着文化与专业双重关键的专
业班，为了让学生们 不 受 换 班 主 任 所 带 来 的 影
响 ， 她 挺 着 肚 子 坚 持 上 班 ， 直 到 临 产 前 才 决
定 请 假 ， 生 完 孩 子 以 后 更 是 只 休 了 两 个 月 的
产假，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姚雪琼的工作得到
了 学 校 领 导 和 同 事 的 高 度 评 价 ， 也 赢 得 了 学
生 和 家 长 的 信 任 和 尊 重 。 她 先 后 获 得 了 县 级

“ 优 秀 党 务 工 作 者 ”， 市 级 “ 教 研 工 作 先 进 个
人”等称号。

小小的个子，大大的能量。而她由内而外
散发出的这种力量感，又常常感染着，时时滋
润着、刻刻激励着她职业生涯中的每一位学生，
照亮着他们人生启蒙的每一步！

春风化雨育桃李
——记桑植县贺龙中学教师姚雪琼

陈芯 钟爱民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推动高水平高校为中小
学培养研究生层次高素质教师，夯实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在总结国家
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首批试点经
验基础上，教育部近日印发 《关于深
入推进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
计划的通知》。

《通知》 公布了第二批试点高校名
单 ， 包 括 山 东 大 学 、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11 所“双一流”
建设高校和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2
所香港地区高校。从 2024 年起，第二
批试点高校通过推免或在读研究生二
次遴选进行招生，重点为中小学培养
研究生层次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师。

《通知》 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积
极 支 持 “ 国 优 计 划 ” 研 究 生 培 养 工
作，每省份推荐不少于 5所省域内优质
中小学作为“国优计划”教育实践学
校。要求试点高校加强“国优计划”
统筹领导，完善招录考核流程，切实
遴 选 有 志 从 教 且 适 合 从 教 的 学 生 攻
读，并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强化理想
信念教育与教育家精神引领，重视人

工智能、交叉学科、STEM （科学、技
术 、 工 程 、 数 学） 教 育 相 关 课 程 建
设，注重教育与理工农医结合，科技
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

《通知》 鼓励试点高校整合优质资
源，推动理工科高校与高水平师范大
学联合培养科学类课程教师。特别提
出鼓励内地与香港“国优计划”研究
生 跨 校 学 习 、 交 流 ， 重 点 支 持 内 地

“国优计划”研究生赴香港学习教师教
育 课 程 ， 在 香 港 进 行 教 育 实 践 。 同
时，明确了跨校联合培养和双研究生
学位授予的具体要求。

《通知》 强调要畅通学生从教通
道，要求各地根据“国优计划”研究
生 取 得 的 中 小 学 教 师 资 格 学 段 与 学
科，积极推动“国优计划”研究生到
中小学任教。鼓励各地探索试点高校
与优质中小学建立“订单”培养合作
关系。支持各地通过到岗退费等方式
吸引“国优计划”研究生从教，纳入
公费师范生管理。

（来源《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
记者 郑翅）

教育部公布第二批
“国优计划”试点高校名单

包括1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2所香港地区高校

8月 19日，由湖南师范大学承办的
“国培计划”C0901 张家界市教师培训
师研修项目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开
班，来自我市的 44 名培训师参加本次
为期 10天的培训项目。

该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8月 18日
至 23 日为第一阶段集中研修，10 月中
旬开展第二阶段集中研修，以跟踪辅
导培训成果的落实运用。培训以“主
题式校本研修引领力提升”为主题，
邀请谭念君、周敏等多名专家进行专
题讲座，主要围绕怎样做智慧的培训
师、基于数据循证的课例研究、问题
导向的校本研修等内容为学员带来满

满的干货，并通过团队建设、小组共
研、学员展示等培训模式，旨在让参
训者在理论提升与实践操作中，进一
步提升主题式校本研修的设计力、实
施 力 、 研 究 力 ， 为 打 通 教 师 培 训 的

“最后一公里”提质赋能。
培训中，专家们的精彩讲座深入

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具体，大量的
教学案例让学员们受益颇丰。学员们
纷纷表示，会认真听讲、勤于思考，
努力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有
所用，以实际行动为教育事业贡献力
量。

（赵慧）

“国培计划”张家界市教师培训师
研修班在湖南师范大学开班

近日，永定区中小学班主任“心理
健康培训”邓梦莹工作坊（工作坊 4）开
展第一期线上读书分享会，来自全区
105 名班主任在线上分享了学习心得，
共同探寻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良方”。

分享会上，主持人陈璐以她温婉
而充满亲和力的声音，为这场分享会
铺设了温馨的基调，进一步激发了大
家对教育，特别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深
刻思考；屈巧云、陈建华、田开春、
吕贤明、刘爱平等老师在线上分别分

享了学习心得，在当前教育下怎样用
“心”育人，如何在班主任教育工作中
合 理 运 用 心 理 干 预 让 学 生 走 出 心 理

“困境”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廉基
新，龚凤娟老师对老师们的分享进行
了精彩点评，并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深
入剖析，为整个分享会增添了更多的
深度，激发大家将所学所感转化为实
际 行 动 ， 为 孩 子 们 营 造 一 个 更 加 健
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范海红 龚延峰）

用“心”育人 共筑教育梦

永定区开展中小学班主任
“心理健康培训”读书分享会

8月 20日，2024年全国青少年航天
创 新 大 赛 总 决 赛 在 海 南 文 昌 落 下 帷
幕，来自慈利县第一完全小学的 6 名

“小将”从近 40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
而出，斩获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2 个和
三等奖 1个。

此次比赛以“仰望星空，成就梦
想”为主题，共设置 4类竞赛单元包含
了 12 个赛项，汇聚了来自全国 31 个
省 、 自 治 区 、 直 辖 市 及 港 澳 地 区 的
3934 名青少年航天爱好者参赛。比赛
中 ， 慈 利 县 第 一 完 全 小 学 学 生 田 艺
阳、黎向阳和李祺锐三位选手沉着冷
静，精准操控无人机完成各项高难度
任务，展现出了精湛的技术水平和应

变能力，最终荣获一等奖；徐瑞祥和
黄姿萌两位选手顽强拼搏，双双突破
了个人最好成绩斩获二等奖；邹沐恩
荣获三等奖，他面对众多强手毫不畏
惧，大胆展现自我，出色地完成了比
赛任务。

近年来，慈利县第一完全小学充
分发挥党建示范引领作用，切实践行

“博艺”育人理念，依托课后服务平
台，开设手控无人机、编程无人机与
机器人等科技兴趣班，近五年来，该
校学生参加各类省级和国家级科技创
新比赛获奖 100余人次，科技创新实践
教育活动亮点和特色不断凸显。

（通讯员 杨超）

慈利6小将“逐梦”航天创佳绩

日前，省科技厅公布了 2024 年省
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项目立项名
单，吉首大学美术学院吴工、周亚辉
两位教授申报的项目成功入选。

本次入选的两个项目分别由张家
界市科学技术局和怀化市科学技术局
推荐，吴工教授主持的项目“基于文
旅融合中造型艺术技术创新研究与应
用”，通过对雕塑艺术材料和技术进行
创新，尝试运用现代艺术手法，并结
合数字技术对湘西巫傩符号这一主题
进行二次创作，力求在保留其原始风
貌的基础上展示巫傩图腾的现代审美
形象。周亚辉教授主持的项目“乡村
振兴背景下通道县侗锦文化旅游商品
开发与视觉推广”，通过对通道县侗锦
文化的深层研究，进行侗锦文化创意
产品设计，探索侗锦艺术的数字化传

播和视觉推广方式，有效促进侗锦产
业的发展。

一直以来，该校高度重视科技成
果转化，坚持服务区域需求，充分发
挥 美 术 学 院 的 专 业 、 技 能 、 人 才 优
势，组织师生成立实践队或项目组，
深入各农业合作社及村寨，用美术与
设计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当地特
色产业发展。近五年美术学院共计派
出省州科技特派员、“三区”科技人才
共 250 余人次，服务湘西州、张家界、
怀化等地 30 多个乡镇 50 多个行政村。
下一步，该校将全力配合地市科学技
术局及相关企业，协助项目组按预期
进度高质量完成项目的研究工作，在
以科技创新引领区域产业创新中展现
新的作为和担当。

（周勋）

吉首大学两项目入选
省科技特派员服务乡村振兴项目

用 好 闲 暇 时
间 ， 自 拟 文 学 书
籍 阅 读 计 划 ， 是
提 升 自 身 文 学 知
识 积 累 素 养 的 阶
梯 。 从 阅 读 《朝
花夕拾》，到阅读
一 众 列 入 指 导 性
学 习 名 录 的 中 外
名 著 ， 我 的 每 一
次 阅 读 都 有 收
获 。 如 今 ， 这 份
阅 读 的 收 获 ， 还
在 延 续 着 。 现 在
我 从 浅 读 鲁 迅 散
文 集 《 朝 花 夕
拾》，来悟一悟阅
读的收获。

这部原名 《旧
事 重 提》 后 更 名

《朝花夕拾》 的散
文集，收录鲁迅于
1926 年 创 作 的 10
篇回忆性散文。既
然 是 “ 回 忆 的 记
事”，自然侧重性
地呈现着鲁迅曾经
的生活记忆。那段
青葱岁月的洗礼，
不止是其经历的变
迁，亦是其性格的
养成。那些童年少

年时代在绍兴家中和私塾的场景，虽
物是人非，却历历在目。及至他从家
乡到南京，辗转到日本留学，后归国
任教的往事，所见所闻所历，无不是
前路漫漫，无不是前路坎坎。多少伤
心事，无声文字里；多少伤离别，有
泪少年时。

鲁迅曾是家境殷实的江南富庶官
宦之家，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因为经历封建社会的变故而笼罩着内
心的阴霾。尽管鲁迅总是在字里行间
运用尽可能温情的文字，但他的愤怒
和抨击却藏在每一个字句里，折射着
那个社会的腐朽和离奇。正因为如
此，才有人把鲁迅视为那个时代真正
的战士或是孤勇者吧。

在 《朝花夕拾》 整体篇章中，鲁
迅的行文手法充满了对比和讽刺。读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一文，鲁迅
大篇幅回顾了在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
活，用春秋笔法衬托出在三味书屋机
械式读书的乏味生活，体现了鲁迅对
旧社会私塾制度的极其不满。读 《藤
野先生》 中：“这藤野先生，据说是
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
结……”。但藤野先生把“我”的讲
义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血管移了一点
位置也要指出。这个对比的修辞手
法，较好地写出了学者的那种不拘小
节又孜孜以求的治学品质和为人师
表。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朝花夕
拾》 的情感流露，随着我的年岁渐长
而愈发能感同身受。鲁迅总想在那个
纷扰的社会现实中，寻找到乌托邦式
的理想国，为夕拾朝花的绚烂而回忆
童年少年时，憧憬将来未来时。

读罢 《朝花夕拾》，我也在找寻
自己的童年少年啊！那些字句、那些
段落、那些回忆，如同我的往事一
般，也在字里行间呈现。我在鲁迅的

《朝花夕拾》 中，读到了沧桑，读懂
了岁月，读出了成长。

（作者系桑植县第一中学2406班
学生 指导老师：周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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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细篾条弯成圈，固定接口处，搭建成
一个球形……”重庆市铜梁区安居古城文庙
的屋外阵阵夏日蝉鸣，屋内一群少年围着扎
龙师傅，聚精会神地看着篾条在他手中慢慢
变成一个龙珠。近日有媒体报道，暑假期
间，拥有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安居古城成了
青少年的非遗“课堂”，这里常年活跃着多个
国家级、市级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传承人，不少学生前来体验、学习手工扎制
龙珠，并参与龙舞表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青少年了解乡土乡情
的有效载体，重庆安居古城在暑期成为青少
年的非遗“课堂”，得益于当地扎实的体验式
非遗研学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研学的
结合，可谓天作之合，是将研学旅行做深做
透，做出地方特色的“妙手”，也是非遗文化
传承在暑期播下的种子。借助非遗的丰富内
涵，通过研学旅行的科学规划，暑期成为研
学旅行的“开讲时间”，自然也是非遗传承的
黄金时段。

在长期的人类活动历史进程中，各族人
民创造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遗产，有许多以
物质形式保留下来，成为了解人类及族群文
明进程的重要物质见证。同时，还有大量有
着顽强生命力和高度适应性的文化遗产，通
过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的传承继续发挥其实
用性作用。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
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社会实践、观念
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
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门类，对其中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
科学价值的内容加以保护。如正在暑期隆重
开展的四川凉山彝族传统火把节活动，是当
地最为盛大的节日，整体展现了当地传统体
育、传统风俗、传统艺术及审美情趣和观
念，已成为该地区各族群众共同认可和参与

的重要文化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动见证了
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在联结民族情感、维
系国家统一方面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其传
承和保护意义不言而喻。

研学旅行作为一项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教
学活动，是青少年通过实地“丈量”祖国大
地，以多种形式了解乡情、国情的重要方
式，也是青少年深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教育过程。从两者
的特点任务来看，非遗与研学是天然的“盟
友”，一个是教育教学的外在形式，一个是实
现教育任务的丰富内涵，形式与内容的完美
结合，必然双赢、多赢。而暑期这一特殊的

“大块时间”，则非常利于平时学习时间紧、
压力大的青少年深入了解和学习参与非遗的
传承过程，感受其文化魅力与文化内核。

非遗与研学在暑期的结合应做好几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要对当地的非遗项目及其传
承人、代表作品等资源进行详细调查及梳
理，形成相应的研学旅行非遗项目教学资源
库。二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按照课程标
准，与非遗传承机构及其传承人制定科学合
理的教学计划，比如讲解的内容、参观的路
线、参与的流程与场所、辅助教学人员，等
等，确保研学目标的实现。三是注重个人研
学的组织管理。暑期许多青少年家庭出行，
可指导非遗传承场所建立零星研学的流程管
理，积少成多形成非遗传承的燎原之火。四
是打造非遗研学精品路线，将当地众多非遗
项目进行详略得当的科学规划设计，形成非
遗传承合力。五是注意非遗研学的过程监
管，避免非遗传承在研学中变异为“生意”。

暑期是研学旅行的热度高涨期，而非遗
应当成为暑期研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让研学
取得良好效果，也给非遗播下文化火种。

（来源《中国教育报》）

暑期是非遗传承黄金期
廖德凯

日前，2024年“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总决赛于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5
支队伍，750名球员奋力拼搏，展现了他们扎实的篮球基本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5天的
激烈角逐，我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中心学校和永定区尹家溪镇中心学校以骄人战绩分别夺得此次
比赛的亚军和季军。

林松岳 于洋 摄

教育资讯出彩教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