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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追梦人
本报记者 任凭 马建国

两年前， 武陵区的工农小学还是有名的
弱校： 全校只有一个煤渣操坪， 雨天积水成
洼， 晴天飞尘漫眼； 周边居民便池修在操场
内，赃物动不动就溢上地面……

谢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任工农小学
校长一职的。 上任第一天，5名教师的请调报
告就交到了她的办公桌上； 负责招生的副校
长张东芝也找到她：“今年的招生， 怕是招不
满三个班……”

形势严峻，但谢英仍抱有希望。
旁人偷笑：现在连自保都成问题，却还做

着抢生源的白日梦！ 谢英也笑：“连梦都不敢
去做，拿什么勇气去改变未来？ ”

做好自己 美梦成真的第一步
改变从细节开始。
谢英一走入工农小学， 就发现了一个最

大的问题：这里的学生爱跑爱闹，却连一个带
课外书的都没有，见到老师也不爱打招呼。于
是她发起了第一个活动：“让读书和斯文成为
习惯”。

谢英规定，每周星期三、四两天放学后延
长半小时，让孩子们读自己带来的课外书。在
读书的同时，要求孩子们轻轻地走路，轻轻地
说话，教他们如何斯文。 半个学期过去，老师

们发现，学生们打闹的现象明显减少了，下课
休息时，他们更愿意互相交换课外书看一看；
遇到老师， 几乎每个学生都能甜甜地道一声
“老师好。 ”

“每个孩子都是能够教好的，要给他们时
间，要让他们慢慢来。 ”

梦想得一点一点实现
“现在的学校终于有模有样了。 ”看着校

园里一栋栋崭新的校舍， 说起学校的今年运
作情况，谢英欣慰地笑了。

一开始学校运作捉襟见肘。谢英说，那段
时间只要听说哪里能筹到钱，就一遍遍去跑。
“学校硬件设施一定要跟上，钱不会自己找上
门，凡事都要靠自己。”为了修好新操场，谢英
大热天冒着 39度的高温跑区委、 区教育局。
领导在开会，她就在门外等，最久的一次，足
足在会议室外站了一个多小时。

“资金就得这样一点点争过来， 梦想也
是。 ”

做对孩子一生都有益的事
“唯有文化方可立校。 ”这是谢英的口头

禅。如何才算有“文化”？谢英认为文化重在内
涵，孩子们的素质最能体现文化修养。于是她
发起了“人人会演奏，个个有棋艺”活动，要让

每个孩子学会一门乐器，学会一手棋艺。
“学校的音乐老师谢英文是个奇才，他会

很多种乐器；棋艺除了国际象棋要请老师，其
他象棋、围棋等我们老师自己可以教。 ”谢英
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做梦。

谢英还有另一个考虑。 工农小学的学生
70%以上来自农村家庭， 他们不可能像城里
娃那样报这个班那个班， 很多东西农村里的
孩子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利用雨天室
内体育课的时间， 让孩子们免费去多学一点
东西，就是为了弥补这份差距，让孩子们知道
怎样过高雅的生活。 ”

从 2009 年至今， 工农小学教学质量稳
步提升，学生人数从 2009 年的不足 800 人，
增加到了现在的 1200 余人。由于成绩突出，
2011 年的省教育强省现场会定在工农学校
召开。 当与会专家看到这里的每个学生都
会一门乐器时， 纷纷惊叹：“这是怎么做到
的？ ”

谢英回答：“温总理提出要以教育家的
情怀来办学， 教育家我可能永远都做不到，
但我敢于做梦，也知道哪些梦对孩子一生都
有益。 其实只要出发点对了，要做到这些并
不难。 ”

艺芳美名泽潇湘
本报记者 张纪鋆

“船山学社的红墙，回荡着我们琅琅的书声。
望麓园里的小楼，辉映着我们心中的明灯”。 走进
长沙繁华的中山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 然而人
们不会想到，在路旁一条名为乐古道巷的僻静小
路里，竟然蛰伏着一所百年名校。 这就是长沙市
田家炳实验中学。

田家炳实验中学的前身是曾国藩的曾孙曾
宝荪和曾约农于 1918年所创办的艺芳女校。 此
后学校几经易名。 虽然学校名称不断更迭，但学
校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却从未改变。

田家炳实验中学是长沙市教育局直属的公
办完全中学，是长沙市最早的省示范性高级中学
之一，与长郡、雅礼、一中、师大附中、周南、明德并
称为长沙 7大名校。 共分东、北两个校区，师资力
量雄厚，有特级教师 5名，高级教师 70余名，高考
升学率居市属中学前列， 每年向高校输送近 300
名合格新生。

学校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该校实行小班
化，针对学生开设希望之星班、实验班、普通班等，
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发展的平台。“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自尊心应得到保护， 如果得不到保护，
学生就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 ”这是校长常立新
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采用分层
化教学，学生学习的兴趣由此得到极大提高。 这
种独特的分层教学模式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了成
长的舞台，为学生们提供了不断发展的平台。

1995年香港商人田家炳先生无偿捐赠巨资
在火星择地襄建新校。 并将校名更改为“长沙市
田家炳实验中学”。 2005年 11月，该校荣获“湖南
省示范性高中”的荣誉称号。

励志勤奋，求实文明，是田家炳实验中学的
校训。 百年之间，艺芳女校追求严谨、崇尚创新的
良好校风不断鼓舞着田家炳人在学海中前进。 近
年来，该校中考、高考升学率一直名列长沙市前
列。 有一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考上清华、复旦、西
安交大、南京大学等重点本科院校。 并成功承办
了全国第九届青少年四驱车模总决赛、省中学生
田径运动会和长沙市中学生运动会等一系列体
育盛会。 体艺方面更是硕果累累，堪称桃李满天
下。

校长风采 名校展播

助学热线

凤凰山里娃
过年喜得温暖包

本报讯（通讯员 杨梅 傅海清）春节前夕，由
著名影星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壹基金运
送价值 18.25余万元的 500个温暖包到达凤凰，
发送到高寒山区的贫困儿童手中，帮助孩子们度
过寒冷的冬天，过上一个温暖的新年。

今冬我省屡屡出现罕见的极寒天气。 凤凰县
两头羊学区位于海拔 800米以上的山区，这里的
孩子大多家境贫寒，缺少御寒衣物，寒冬对他们
造成更严酷的生活困境。 壹基金的礼物真正是雪
中送炭。

每个温暖包中，除了棉衣、手套、棉袜等常规
物品，还特别加入了热水袋、冻疮膏、急救盒等专
门应对凝冻灾害的物品，还有防凝冻灾害小知识
的图书和爱心笔记本，以及雪地靴、保温杯等。

醴陵实验小学红领巾
基金会资助贫困生

本报讯（通讯员 余进勇） 醴陵市实验小学
“红领巾爱心基金会”成立十多年来，坚持向校
内外贫困家庭学生捐资助学， 帮助他们顺利完
成学业。

为了让贫困家庭学生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该基金会近日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向学校 1—6
年级的近百名贫困学生捐赠了助学款 13000 多
元。

用篮球征服调皮学生
本报记者 曾韧

“老公公，早上好！ ”学生们正在做早操，
看到龚利鹏老师来了，纷纷嬉笑着叫他。龚利
鹏 1987年出生，近一米八的个头，走路沉稳，
无言中透露出威严。

龚利鹏 2010 年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到株
洲市炎陵县下村乡中学做一名特岗教师。 这
所学校仅有 3栋教学楼， 宿舍配置也十分简
陋， 但是这一切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龚利鹏的
积极性。他觉得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做事做
得开心。

这所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农村孩子， 学习
基础薄弱。 工作之初，面对班上懒散的学风，
龚利鹏主动挑起了班主任的担子。 龚利鹏发
现，班级调皮捣蛋的孩子比较多，他们在班上
拥有一定的号召力。 龚利鹏决定以这些孩子
为突破口来纠正班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龚利鹏发现这些
学生很喜欢篮球。 为此，龚利鹏工作之余，抓

紧时间练习篮球技术， 放学后和他们一起打
球。“我本身条件好个子高，又努力练了一阵
子，学生中鲜有对手。 ”龚利鹏介绍的时候不
由地偷笑起来，“打球的同时， 还一直和孩子
们聊天，把他们当做朋友，这让我也获得了更
多的关于班级的信息， 大概了解了每个学生
的特色。 ”

龚利鹏篮球场上的表现彻底征服了这
些“孩子王”。 从此以后，这些学生在日常班
级生活中也变得听话，上课不再捣蛋。 龚利
鹏趁热打铁， 召开了新学期第一次班会，用
实际行动告诉学生，作为农村的孩子，只有
好好读书，考上高中、大学，以后的生活就有
无限的可能，并且有时间来享受生活，若是
自暴自弃， 那初中毕业后可能就面临辍学、
打工。

第一把火烧出了效果， 班级学习氛围提
高了， 学生们都喜欢上了这个阳光的运动型

老师。 龚利鹏这名“80后”教师给班级带来了
激情和活力， 也带来了新的管理方法，“我从
不硬性要求学生怎么样，不把学生管死了，而
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引导他们多思考。教数学
的时候， 我宁可他们搞懂一个题， 少做多个
题。 ”

龚利鹏介绍， 随着班风好转和龚利鹏的
付出，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学生正处
于精力充沛、争强好胜的年纪，从这点着手，
积极调动他们的竞争意识， 就可以提升他们
的学习自主能力，营造活跃的氛围。 ”然而，正
因为他们处于这个年纪， 学生也容易调皮捣
蛋，面对这些，龚利鹏很坦然，“学生当然少不
了调皮，作为班主任，我多跑多守，保证课堂
与自习时间纪律就好了， 其他时间应该让孩
子们多闹闹， 这是他们的天性， 不能一味地
堵， 只能合理引导学生把握学习和玩乐的时
间。 ”

好字能当钱
申伯勋老人是隆回

县一位年届七旬的退休
老教师， 一生酷爱书法，
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 每
年春节期间，他都要发挥
自己的书法特长上街写
对联， 既方便了广大群
众，又为自己挣得一份收
入。

罗理力 摄

师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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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常德市武陵区工农小学校长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