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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科教新报 关注

抒写边城教育新神话
———花垣县民族中学创办一流学校调查启示录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张兴富

她的前身系国立八中，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成长于翻
天覆地的崭新时代，在她 75 年的生命长河里，她的生命亦如莽莽森
林中的一颗大树常青常绿，在风霜雪雨中一路走来。 她那铿锵的步履
亦如纵横沙场的铁骑，搅起漫天的霞光，她如今已成了镶嵌在湘川渝
黔 4省边区老百姓乃至教育界人士心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湘西自治州教体局局长包太洋（左二）
深入学校调研教育

湖南省委原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石玉珍（左二）
莅临学校指导工作

花垣县民中和国立八中有什么渊源？
“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这是国立八中校友、著名历史

学家唐德刚诗句。 国立第八中学是抗战时期于 1938年由安徽
的四所临时中学和三所中等学校为避战乱合迁至湘西而成
立，其中高二部和初二部设立在湘西永绥县（今花垣），也是国
立八中在湘西的最主要的教学基地之一。

1941年，永绥中学随国立八中迁入当地而建，永绥中学因
师资力量不足以办学，老师由国立八中教师兼任。 如此一来，
国立八中复员后，永绥中学理所当然成为其在当地继承者。

国立八中在花垣办学长达 8 年。 共和国第五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等，就是当年的杰出
代表。

回首这段故事，唐冰军如数家珍一般介绍她辉煌的成果。
她能带给今天花垣县民族中学什么启示？

唐冰军告诉记者，传承其前身优秀学子的求学精神，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全面发展的边城人。 ”这
就是花垣县民族中学的教育理想蓝图。

这是一项伟大的承诺。 唐冰军笑称自己是在花垣县第二
次创业，花垣县民族中学也是第二次创业。 她原是花垣县边城
高级中学副校长，边城高中是 2005 年开始创办的，2007 年，湖
南省在普通高中全面推行新课程教学， 这位善教善研的副校
长，以身示范带领教师投身于实施新课程教学的年级中。 边城
高级中学与新课程改革同步成长， 建校第五年就办成了湖南
省示范性高级中学。 业界人士给唐冰军竖起了大拇指。

组建后的花垣县民族中学怎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创业。
借用陈毅元帅的诗句“创业艰难百战多”来概括是比较贴

切的。 这是一次高品质的创业，也是开启抒写边城教育新神
话的伟大征程。

培植育人质量细胞核
———花垣县民族中学启示（1）

如果说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生命， 那么育人质量就是生命
的细胞核。 这个细胞核包含了三种元素———教学质量、文化效
应、立德树人。

两校合并之初，老百姓对学校有所忧虑。 但第二年 7 月，
花垣县民族中学师生给全县人民交出的答卷自然解除了老百
姓的忧虑。 2015年学校的中高考成绩公榜，中考 700分以上人
数为 2014年原两校 700 分以上总人数的 4.2 倍， 高考二本上
线人数为 2014年花中二本上线人数的 3.2 倍。 这个成绩像新
的神话故事一样在街头巷尾议论开了。

花垣县民族中学优秀率跃升， 绝不仅仅是毕业生分数的
提升，更是各学科教师友好协作，实施唐冰军校长倡导的教学
常规“四化”的有益探索，是“为学而教”的教学体系的初现。

善教善研的唐冰军校长倡导教学常规“四化”，即“课前准
备资源化、课堂教学结构化、限时作业独立化、评价反馈即及
时化。 ”

实施“四化”的突破口在哪里？ 崇尚《学记》的唐冰军根据
自己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认为，要实现办学目标，依靠的是老
师，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教师工作之中课堂第一。 ”

为了让教学资源最优化，学校聘任了 17 名学科工作室首
席教师或负责人。 廖红艳是该校英语工作室首席名师，她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这一做法改变原来教研组责任不明
的现象，也实现优秀教师的教学法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首席
名师负责召集学科优秀教师进行制作学案、教案、课件、练习，
学科其他教师利用这些资源根据自己授课班级的实际情况进
行第二次备课，做好课堂预设，即可上课。

唐冰军理想中的课堂教学是让学生能学会学习、 有效学
习，课堂上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提问。 那么必须让课堂教学结构
优化，为学生的有效学习而教，所有老师要按照“准备、探究、自
测、讨论、展示、评价、温习、拓展”八个环节确保学生的课前自
主学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检测及课后拓展与运用。

但是学生如何能实现有效学习这一目标呢？ 唐冰军主张
学生用 1 本笔记本作为载体来落实 4 个学习过程， 并在 4 个
学习过程中养成预习习惯、笔记习惯、交流习惯、复习习惯、作
业习惯、思维习惯、作息习惯，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让
记笔记的好习惯伴随终身”，实施教学常规“四化”就是要让学
生喜欢上课，同时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合作精神。

学校教务处给记者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 2015年秋季招生
爆满，还吸引了川、渝边区县市学生，花垣籍部分在吉首市读书
的学生也回流到花垣县民族中学。“教学质量好、拔尖学生多、社
会声誉好”是唐冰军和他团队的永恒追求，于是他们对社会作出

“视质量如生命、视家长如上帝、视学生如亲子”的三个庄严承
诺。 涌现出了一批获得社会和家长点赞的老师，如爱生如子的龙
云平、铁人妈妈杨书香、以校为家石香英等优秀教师及班主任。

花垣县民族中学向常规“四化”要质量的办学模式，吸引
了湘川渝黔 4 省边区县市的学校先后赴学校取经学习， 更得
到了湖南省委原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石玉珍的关注。 业界人
士对花垣县民族中学的办学实践给予了肯定， 湖南省教育学
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先捍先生对唐冰军力推的“八环节”教学
模式及“471”学习策略甚是点赞。

新校启用仅 1年，就承办了“国培初中物理种子教师培训”
项目，成为年轻的国培基地校，在国培期间，一批初中物理课程
已经成为国培示范课。 全省“信息化条件下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
创新模式研究”基地落户该校。 学校初中数学学科工作室还承担
了省级慕课资源“初中数学 6个重点难点知识点”制作工作。

办有师生体验的文化味
———花垣县民族中学启示（2）

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学家梁漱溟说：“文化就是一个社会
里人们过日子的方式。”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所形
成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行为都是生活经历和体验的结果。那
么，花垣县民族中学校园文化建设是怎样重视师生体验的？

从 2014 年 9 月以来，花垣县民族中学对校园文化建设进
行了细分和实践性探究。

学校的校徽很别致，以威武的大水牛为蓝本。 学校办公室副
主任伍凤华向记者介绍， 花垣县以苗族同胞居多， 苗族同胞对
牛有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学校通过挖掘苗族“牛”文化让师生在传
承苗族文化的同时，永葆苗族人民正直、善良、憨厚、勤劳的本质。

观赏花垣县民族中学，你会发现她处处彰显了显性校园
文化建设。瞧！丹桂楼、紫薇楼、海棠楼……每一栋建筑物的名
称都如春花一样艳丽。 这些楼宇的名字是在 2015年 3月向师
生们公开征集的，在这期间“校花”评选活动让师生投票选出
了带有寓意的花木， 师生给学校每一条路、 每一栋楼命名。
3500 多名师生投票，最终选出的校花为“桂花”，让学生在“四
美”教育中学会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追求美。

校训、校徽、校歌是学校文化组成的核心元素，也是一所
学校的教育价值观。“求真知做真人”是花垣县民族中学的校
训，言及 6 字校训的由来，校长唐冰军说，这是我们花垣县民
中人传承校友、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敬业笃学的精神，也
是学校主流文化的精髓。

学校以苗族学生居多，于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让苗
族文化进校园，使学生从心理上增强民族感；传承国学经典，
在校园显性文化建设方面，把《劝学》、《师说》名篇布置在丹桂
楼的醒目位置；以湘西苗族作家沈从文等为榜样，引导学生热
爱阅读、激发学生写作兴趣。

1931年， 时年 29 岁的湘西苗族青年才俊沈从文以 20 世
纪 30 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峒为背景创作了《边城》，后来这
部作品曾两度被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提名， 沈从文也因此是
湖南迄今为止首位两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候选作家。

激活个性丰富多彩的课程文化。 花垣县民族中学依据苗
族学生特点、花垣地理环境及新时代发展需要建设课程体系，
经过近 3 年的实践探索， 花垣县民族中学初步形成了基于国
家课程的精品课程、特色课程及社会实践课程的“1+N”课程
模式，使课程教学既保证基础又满足个性。

“N”是指进行校本教材的设计与开发，花垣县民族中学已建
设成熟并成功开课的特色课程有《形体与礼仪训练课程》《苗族文
化基本传承课程《学生自我管理记录》，正在开发中的特色课程有
《花垣矿产系列特色课程》《通用技术强化汽车维修常识与驾驶课
程》《自我管理与人生规划课程》，这些课程既面向全体学生，又关
注个体差异，既发展了学生兴趣又增强了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花垣县民族中学把墙绘作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又一
亮点，每学期开展几期“我涂鸦，我快乐”活动，以班级为单位，
让学生在教室外墙，过道涂鸦，进行打分评比。 充分利用大课
间及班团课，让开展打苗鼓等特色活动，并把太极拳作为学校

教师长期锻炼的体育项目，每学期举行一期太极拳比赛。 3 月
25日下午，记者在观赏校园期间，恰遇体育老师教初二年级学
生太极拳，如今，太极拳成了花垣县民族中学师生的必修课。

让德育种子扎根学生心理
———花垣县民族中学启示（3）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
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立德树人”作
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师德为范。立德先立
师，树人先正己，校长唐冰军认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学高身正的
教师队伍，是立德树人成败的关键。 于是，他和班子成员一道就
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定了严格的考核管理，健全的制度规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发展
要求于一体，创新并发展了传统文化，是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规划学生人生，培育学生良好综合素质的最佳学本。 花垣县民
族中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学校各个环节。

知行合一抓学生底线教育。 两校合并之初学生学习习惯、
行为习惯参差不齐。 于是，采用底线教育，双自教育，成长记录
构建学校德育体系。 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把底线教育融入到
各个学科教学之中。“德育底线是做真人，学习底线是科科及
格，体育底线是身心健康，美育底线是能欣赏美。 ”校长唐冰军
这样向记者介绍学校的底线教育。

底线教育、“双自教育”的关键在“行”，“行”在于落实。 从
“知”与“行”的角度区分，学生大致可以分为“知难行易”与“知
易行难”两大类，但大部分学生属于后一类，唐冰军结合学校
民族地区学生的具体情况， 创编了一本具有可操作性的记录
学生成长与训练学生习惯的手册———《自我管理成长记录》，
将《记录》编成三个版本，每一个学年度每生用一本，初一是底
线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初二是励志教育，让学生树立
远大理想；初三是良好学习方法教育，应对中考。

寓底线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 花垣县民族中学以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载体，比如组织开展《弟子规》朗诵比赛、艺术节、体
育节等，拉近了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学生更懂得了谦让、协作。

记者行走在校园中，学生的一声声问候“老师，你好！ ”学
生知礼节的细节举止，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花垣县民族中
学教师精业是本，呕心育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从观
察这些豆蔻少年的言行举止上， 记者情不自禁地想起这所学
校校友、共和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的“吉首学中多俊彦”的诗
句。 孔子曾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

花垣县民族中学大门口有一副对联，“怕吃苦怕耐烦怕流
汗莫入此门，图轻松图自在图享受另寻他处。 ”这是唐冰军自
拟的对联，语境中阐述了他的铮铮誓言，一个善教善研善管的
校长，必能带领团队在新一轮的课改浪潮中，拼智慧，拼方法，
拼自信，拼定力，横下一条心，一鼓作气，赓续花垣县民族中学
的新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