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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美的种子撒在孩子们心间

湘阴县一中人以科学的管理、前沿的理
念、豪迈的信心、忘我的工作，再一次深刻地
诠释了“公诚勤勇”的校训内涵，全面展示了
省示范性高中的风采魅力。

要当教育家，不当教书匠
“要当教育家，不要当教书匠 !”这是蔡

健清向全校教师发出的战斗号令 ， “打造
教育品牌 ，振兴三湘名校 ，我们当代一中
人当仁不让。 ”

面对压力，一中人没有退缩；面对困难，
他们积极寻求突破， 着力从夯实教学常规、
提升教研水平上入手，狠抓教师管理。 进一
步优化“青蓝工程”、“名师工程”，强力培养
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上岗前， 集中 10 天时
间，进行教育理论、教学经验等系统培训；上
岗后，要求青年教师拜老教师为师，规定每
学期听课 50 节左右，多读、多写、多做题，读
教育经典、名师介绍，多写教学反思。 “要多
读书，与大师对话，与名师交流，不断改进和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不断改变和完善自己，
适应不断改变的学生。 ”

与大师对话，与名师交流，湘阴一中把
眼光放在全国。 2007 年，该校正式成为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所教育实验基地。5 年来，清华
大学的教授多次来校为全校师生讲学。 2009
年 4 月，北京京师鸿儒教育中心的专家及首
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来校进行师资培训。 2010
年 5 月，北京星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团

来校进行专场讲座。 2006 至 2009 年，疯狂
英语创始人李阳多次来校传授英语学习新
方法， 该校也成为李阳集团的合作实验学
校。 今年 4 月，“王国权专家演讲团”来校做
专场演讲。

多年的锤炼、淬火，湘阴一中青年教师
队伍这支利剑终于啸鞘而出。 2009 年岳阳市
“金鹗杯”青年教师教学比武，湘阴一中 8 人
获全市一等奖，英语老师甘利红、地理老师
黄震获得金奖。 2011 年岳阳市“金鹗杯”青年
教师教学比武隆重举行， 该校再上层楼，历
史老师田伟、化学老师刘海波一举夺得“金
鹗杯”。 今年 10 月，田伟老师在中国历史教
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中
学历史教学比武中获得一等奖。

百年文化的熏染，“公、诚、勤、勇”校训
的激励，全县人民对一中的期待，造就了一
支敬业精神强、业务水平高、能适应现代化
教育的教师队伍。 如信息学特级教师郭白
光、国家级骨干教师冯伟、全国英语优秀教
师苏丽雅、刘华等等。

看丹心碧血，赏桃红李白
“我们的教育是真正的‘桃红李绿杨飞

花’”，每次说到湘阴一中的素质教育，蔡健
清校长总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之情。 多年
来，湘阴一中充分发掘优势资源，实行特色
教育 ，如信息学教学 、音体美教学 ，还有书
法、武术和健美操教学，努力使自己走出一
条“合格+特长”的发展之路。信息学教学，宝
刀不老。 从 1997 至今，该校共有 100 多名学
生在国家、省、市级信息学奥赛中获奖，学校
因此被评为“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优秀参赛学校”。 2006 年 7 月，王勇、胡帅
两位同学组成的湖南省唯一代表队参加机

器人足球比赛， 夺得全国第四名的骄人战
绩，并荣获全国一等奖。 健美操教学，驰名全
国。 学校自 2008 年组队以来，便捷报频传。
几年来，学校健美操队多次代表岳阳市参加
全省、全国健美操大赛并获大奖。 2008 年 11
月，刘骏同学参加全国中学生健美操大赛获
得第一名，并荣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特招到湖南师范大学。 2009 年至今已有 9 名
学生通过健美操大赛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
称号。 篮、排球教学，再显神威。 今年该校篮
球队在市中学生篮球赛中力压群雄，勇夺第
一。 在 2012 年湖南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中，
男子组获得第二名，女子组获得第六名。 武
术教学，享誉三湘。 学校武术队每年有近 30
名学生在全省武术大赛中获奖。

除了教书育人， 老师们还不断追求突
破，超越自我，积极做课题、搞科研。 近几年
来， 他们先后承担了 5 个国家级课题、10 多
个省级课题和 40 多个市研究课题。 “高中数
学自辅法试验教学中创新品质的培养”在阶
段性总结中获全国三等奖，“研究性学习在
语文教学中的运用”、“信息学教育与创新人
才培养”等分别在省、市获奖。 该校开展的国
家教师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全国
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子课题“教师科技创新
队伍的培训” 的研究获全国课题研究二等
奖。2008 年，该校开展实施“经典诵读与学生
人文素质培养”的课题研究，校本教材《论语
解读》、《捧读先秦》、《知心堂》均已由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校因此被评为“国家
级创新教育实验基地”、“省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 ”、“湖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基
地 ”、“中科院高中数学自辅法实验基地 ”、

“湖南大学优秀生源基地”、“空军国防生优
秀生源基地”。 之后，该校数学组国家级课题
《在新课程评价理念下数学考试题型评析与
研究》获一等奖，心理学市级重点课题《提高
农村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性的策略
研究》获一等奖，并获得湖南省第三届教育
教学成果奖。

园圃让师生灵动，师生让园圃律动
脸上绽开灿烂的微笑，眉宇间自有灵气

涌动。 荣录北大、清华的任强、陈龙等同学感
叹道：“高中 3 年，注定是在我们生命中留下
深刻划痕的日子，但我很庆幸，在这 3 年中，
我得到的不仅仅是学业上的收获。 ”他们说，
自进校开始，老师们便将“公、诚、勤、勇”校
训中深含的大义解析给学生听，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也深刻理解了校训。

令人感动的不仅如此。 专业考试临近的
时候，学校实施了小专业学生集中开班上课
的方案。 每天夜幕还未降临，专业生们便早
已齐聚一堂。 每当看到书画室专注的背影、
听到音乐室不倦的演练声、体育馆不绝的欢
呼声，心底自有一股感动油然而生。 当高考
冲刺愈见紧张的时候，学校成立了专门服务
高三的心理咨询站。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总
有两个老师坚守在咨询室里，耐心地倾听高
三学子内心的困惑与苦闷，洋溢在老师脸上
的没有不快，只有慈爱与和蔼。 试问谁有借
口停歇、埋怨呢？

娓娓的叙说 ， 道尽了少年对母校的
深情 。 阳光倾泻下来 ，世界如此温暖 。 学
生们是成功的 ，因为他们懂得感恩 ；湘阴
一中是成功的 ， 因为它教会了它的孩子
如何飞得更高 ！

百 年 名 校 的 砥 砺 前 行
———湘阴县一中办学纪实

本报记者 钟三英 喻伟铖 通讯员 兰剑

◆公诚勤勇

———谢丽芳和她的“蒲公英行动”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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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创作。

对农村的学校尤其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而言，美术教
育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 由于缺乏专职的美术老师，孩子们即使
拥有精美的美术课本，但学习美术课却是一个遥远的梦。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用笔去描绘他们童年的快乐与烦恼，
很多人在努力着，“蒲公英行动”就是其中一个。 十年来，“蒲公英
行动”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多个省份，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
的美术教育，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间。 这项行动的发起人
名叫谢丽芳，湖南隆回人，画家。

保护孩子绘画天性
1998年冬天， 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原生态儿童绘画考察

多年的画家谢丽芳进入湘西，与她同行的还有当地教研员，以及
同样关注儿童美术教育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研究室副主任
陈卫和。 在一所村级小学，他们看到了很多孩子的画，没有纸笔，
孩子们就画在石头上、墙上、门板上。

孩子们的画震撼了谢丽芳。 在她的眼里，儿童美术教育应该
保护孩子的绘画天性。那些原生态的儿童画正是孩子们生命的律
动，是他们与外界的交流方式。还有一个更让谢丽芳震惊的事实，
那就是在这些偏远的地区，美术教育似乎是一片空白。 谢丽芳一
直以为农村和城市一样，老师可以把教材上的内容教给学生。 但
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材料，比如让孩子用宣纸画
国画，对很多农村学校来说，或许没人知道哪里能买到宣纸，更何
况，老师中很少有人能画国画。

这段经历改变了谢丽芳的生活轨迹。她不止一次地对陈卫和
说，我们不能扔下湘西的孩子不管。 作为画家和从事儿童美术教
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专家，她放下了自己手头的工作，把视野
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偏远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

蒲公英种子从湘西飘起
农村孩子要获得平等的美术教育必须从培训教师开始。谢丽

芳把目光投向自己较早进入的湘西凤凰县腊尔山希望小学，这个
边远的高寒山区希望小学有个叫龙俊甲的专职美术教师。谢丽芳
和学校校长商量后，把龙俊甲带回长沙，手把手教了一个星期。后

来，这个学校成为谢丽芳儿童美术教育实践的一个坚实的基地。
在儿童美术教育的一次研讨会中，腊尔山希望小学作为研讨

会的观摩学校，接待了来自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的 130余名中
小学、幼儿园和少年宫的美术教师。

这次研讨会让谢丽芳意识到， 仅仅靠她来培养十来个教师，
甚至更多，也是不够的。她应该做的是建立一个模式，使农村美术
教育能够可持续发展。

2003年 7月，一个名叫“蒲公英行动———推进民间美术在小
学美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专项课题”，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泸溪白沙希望小学正式启动。 谢丽芳是项目的主持人。 她开始
开发新课程资源，改革教学方法，培训校长教师。

2003年 7月至 2005年 7月，“蒲公英行动”以湘西为试点的
首期项目通过对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教学模式的探索，造就了一
批对民间美术有深厚感情且具有创新精神的教师骨干队伍。2006
年 8月至 2008年 12月，“蒲公英行动”在贵州、云南、陕西、湖南、
江苏五个省份进行由点到面的逐渐推广。

到今天，这项行动已经延伸至陕西、内蒙古等 11个省份，建
立了艺术实验基地 80多所，设立了皮影、面塑、泥塑、土瓦版画、
傩戏、苗族服饰等各类子课题 80余项。

著名画家、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少儿美术艺委会主任
何韵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评价谢丽芳和她的团队对孩
子的巨大影响： 连彩色粉笔都买不起的孩子过去要学美术是
一种奢望，但现在，当他们可以用草编动物、用泥做人物、用草
纸撕成图形、 用树皮画出脸谱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看向我们
时，就不仅仅是单纯，还有自信和欢愉……孩子们有这样的童
年经验，未来也会更加热爱生养他的故土，珍视他们的民族和
民间艺术。

期待蒲公英因风飞扬
在“蒲公英行动”的第三期中，有更多的年轻人进来了。 除了

一直支持和关注“蒲公英行动”的学者专家，现在共有近 20个年
轻人，他们中既有大学的老师，比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张容舟
副教授和谷炽辉老师，也有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首都师范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的硕士生。

谢丽芳很感动，在她看来，这些孩子辈的学生就是蒲公英的
种子，他们将会把她所构想的一切慢慢实现。

一个又一个地区课题结题证明，“蒲公英行动”探索在农村贫
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艺术教育，推动教育公平发展，保证更
多孩子获得美术教育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湘西的课题实验具有国家教育的意义，它的延伸将使更多孩
子受益，我们坚信“蒲公英”的种子必将播撒在中国大地。
资料链接

“蒲公英行动”是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和中国美术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成就未来”工程之一。 它是在中国美术家少儿
艺术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 由众多校内外儿童美术教
师、专家学者、教育行政官员和学校领导参与的大型科研活动
和教育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