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圩中学力推“劳动育人”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刘剑）10 月 22 日，隆回县第二中学
举行班级太极拳及五步拳比赛， 选手们时而跃起， 时而趴
下，时而在地上翻滚，身手矫健，连贯的动作、默契的配合，
现场充满着欢呼声。比赛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强化体育课
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要求，丰富
了校园体育文化生活，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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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齐承平）10
月 24 日午餐时分， 东安县新圩中学 179 班
劳动委员唐栋匆匆吃完饭， 前往班级菜地，
认真查看地里的小白菜长势如何。

“备地、送粪、播种、锄草、收割”这些
农村庄稼活，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
生来说不足为奇，但 2000 年以后出生的中
学生接触甚少。 他们不知道农作物生长过
程，更不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
滋味。

农村出生的孩子怎能不懂点农活？ 环顾
四周，新圩中学三面环山，葱郁的旋帽岭、近
旁的应水河围绕着占地 137亩的学校。 依着
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该校校长王文创建
劳动基地， 把基地平均分派给每个班级，一
个班级负责一块地，按照“班级管理，学生参

与，老师指导”的原则，每周组织学生学习翻
土、施肥、种菜、种花。 主地种蔬菜，有黄瓜、
辣椒、白菜、红薯、萝卜、茄子、大葱、韭菜等，
菜地边角种花卉，有美人蕉、菊花、兰花、凤
仙花等。 每片地里长势不同的作物都体现着
各班种植和管理技术的比拼。

刚开始时，有些学生厌恶劳动，连菜地
里许多菜名、花名也叫不出来，甚至还闹出
了把韭菜当大葱的笑话，但在这个“无字的
课堂”中，他们亲眼见证了自己亲手种植的
蔬菜、 花卉从种子破土到茁壮成长的过程，
感受到了劳动和收获的喜悦。

学生不仅学习到种植方法，新圩中学还
将课堂搬进劳动实践基地，语文教师指导学
生写观察日记和劳动场景作文；美术教师指
导学生进行手工制作和摄影绘画；数学教师

引导学生结合实践编写应用题，指导学生测
量、计算；生物老师更有用武之地，带领学生
种植、观察、记录植物成长的过程。

每学期，该校都要对学生进行劳技考
核，确保学有所成、学以致用。 内容包含能
了解基本的养殖常识，能体验到劳动的可
贵和创造的愉悦，能掌握一门简单的种植
技术， 会使用常用炊具和做简单的饭菜，
会洗涤一些器具和小物件，会安全使用家
用电器等。

新圩中学坚持以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实施素质教育开辟了育人的新途径、新载
体、新模式。 2016 年，该校被评为永州市“勤
工俭学示范学校”；2017 年 1 月，被评为“湖
南省中小学校劳动实践示范性基地”。

把课堂搬进实践基地
中方县城北中学

班主任分享管理经验
本报讯（通讯员 陈广 刘香梅）10月 22

日，中方县城北中学隆重举行第三届班主任
论坛，校务成员及班主任共计 27人就班级管
理、待优生转换等话题进行专题讨论。 2015
年至今，城北中学班主任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

活动中，10位班主任结合自己的日常工
作，从不同侧面讲解了自己的管理方法和工
作经验，运用身边真实、鲜活的典型事例，就
发挥班干部作用、关爱每一位学生、重视学生
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等问题谈了自
己的做法和认识。 在分享成功经验的同时，
大家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兴隆完小听评课
“五步法”促高效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龙松霖）“杨老师讲课的
语速过快、缺少停顿，给予学生思维的时间少
了些， 没有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堂课张老师讲得过多， 师生双边互动不
够，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近日，
新晃县兴隆完小吴志华老师在评课时直言不
讳。

为扎实推进高效课堂建设， 让听评课环
节出实效，促进教师相互改进课堂教学，新晃
县兴隆完小积极优化听评课模式， 改变以往
单一的“听—评”两步为“听—查—说—评—
议”五步。 即听课结束后，先检查教师的备课
教案及课后记， 再由授课教师汇报本堂课的
教学设计、目标、重难点、学生活动、反思感悟
等方面情况； 然后组织听课教师从教学设计
规范、教学目标完成、学生主体地位发挥、教
师专业素养等方面进行点评， 同时组织学科
教师从如何上好这堂课出发开展议课活动。

召市小学
家校微信联动

本报讯（通讯员 田春桃 向玉桃）为了家
长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情况， 让学生能健康
快速成长。 10月 23日，龙山县召市小学家长
微信群初步建成。

据悉，该校 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学生
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老师不能及时了解学
生在家的情况，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
生活更是一无所知。自从班主任创建家长微信
群，家长加入率达 90%以上，解决了家长、老师
所面临的疑难， 及时了解学生每一天的动向，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教育。

“家长微信群真好，消除了我对孩子学习
上的担忧了，我可以踏实地打工啦……”一位
远在深圳打工的家长在微信群里说。

长沙首家无人书社登场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购书很方便很自由。 ”近日，
“用心无人书社”在长沙市岳麓区亮相，中南大学大四学生张婷是首
个光顾的顾客，在她看来，买书需要静心去选择，所以很喜欢这种安
安静静的氛围。 这是长沙首家无人书社：没有收银员和工作人员，选
购好你喜欢的书，自己扫码付款即可带走。 书社共有 9 个书架 3000
余册图书，畅销书和文学、文史、社科类长销书均有。 长沙用心教育
创始人、书社负责人虞贵明表示，希望通过开设无人书社，倡导全民
阅读的新风尚。 通讯员 宋利

宁远三小学生
享受“金融美味大餐”

本报讯（通讯员 乐向国）10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宁远
分行来到宁远三小开展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试点暨
赠书活动，金融知识进校园让学生树立理财意识，共享“金融
美味大餐。 ”

活动中， 金融系统工作人员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深
入浅出地向孩子们传授了货币起源、辨别真假人民币、巧用
零花钱等理财知识，提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学习兴趣，树立了
大家的理财意识。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我的金融启蒙书》教
育读本，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金融知识。 学生们还通过表演
节目和现场模拟游戏体验银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

永顺县城南幼儿园
水果拼盘比创意

本报讯（通讯员 张俊）近日，永顺县城南幼儿园举行了
亲子活动———制作水果拼盘。 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活动中，孩子们用葡萄、圣女果、苹果、红枣、橘子、香蕉、
黄瓜等水果开启创作，整个活动现场俨如一个“水果加工厂”。
经过一番精雕细琢，“孔雀开屏”“喜庆五福娃”“大手拉小手”
……一盘盘如画般栩栩如生的水果拼盘展现在大家面前。

本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幼儿的想象力、 动手操作能力，也
增进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营造和谐的家园教育环境。

苦心耕耘育桃李 执着追求永不悔
———衡阳县渣江中学教师王中娥素描

通讯员 凌均元

王中娥是衡阳县渣江镇渣江中学一名普
通的农村中学教师，名字普通，散发的力量却
不普通。

课堂上，王中娥时常给学生带去“惊喜”；
课后，王中娥主动给学生“加餐”；家庭中，她
肩负起照顾全家的重担。27年来，王中娥在三
尺讲台上书写自己的不悔人生。

“我就是喜欢上课”
王中娥 1990 年毕业于耒阳师范学校，此

后，一直在数学课堂与学生打交道。
“我就是喜欢上课。 ”王中娥对待教学，对

待学生，始终保持一股热情。
学生很喜欢听王中娥讲课， 因为她时常

会带来“惊喜”。 国庆节后，因作息时间的调
整，学生中午休息时间缩短，到了第七节课的
时候，学生状态很疲惫。 10月 19日第七节课，
王中娥讲授有关“面积计算”的问题，上课伊
始， 王中娥原本打算让学生做备课本上的一
道习题，看到学生昏昏欲睡，她立马将习题主
人公换成了班上学生的名字，“我们班上的小
郭家要新建养鸡场、渔场……”因为是自己熟

悉的人，学生很快进入思考、计算状态，对于
这节课，学生表示很有亲切感。

“这些课堂小方法都是在培训以及网络课
程中学习到的”，从教以来，王中娥不断学习，
她总是希望自己能授予学生更多的专业知识。
言及数学、上课等字眼，王中娥滔滔不绝。

因方法得当， 王中娥所任教的毕业班数
学成绩长期名列渣江镇前茅。

“我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动态”
在课间，很少见王中娥与同事聊天，她所

在办公室进进出出的学生便是渣江中学一道
独特的风景。

每接手一个新的班级， 王中娥首先就对
学生说，“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 ”最
初，迫于教师的威力，学生并不敢去办公室。
王中娥无奈，只得点名学生去办公室，针对其

错题进行分析，渐渐地，大家知道去办公室不
是“惩罚”，而是“加餐”，王中娥的办公室桌前
日渐热闹起来。

“我爱学生， 也特别关心学生的成长动
态。 ”王中娥不仅在学习上关注学生，更在生
活上、心理上关心学生，班上的孩子都亲切地
叫她“王妈妈”。 渣江中学 226 班学生王勇在
初三时因为跟不上学习进度，态度颓废，甚至
一度有过极端的想法。 王中娥知晓后，立即与
他展开心理交流，不时鼓励他，并为他补习知
识。 渐渐地，王勇的成绩赶上来了，也考上了
自己理想的高中。

“我能合理安排时间，照顾家人”
更新课堂理念，看着学生成长，王中娥一

直享受着这份教书育人的快乐， 但命运似乎
一定要考验她一番。 2006年，王中娥的公公患

上高血压、脑梗塞、帕金森等疾病，生活失去
自理能力，所有饮食起居都靠人照料，丈夫在
医院上班，事务繁忙，并且也身患疾病，婆婆
一直患有冠心病， 伺候公公的重担落在王中
娥一个人身上。 洗衣做饭、为公公洗脚、喂饭、
整理被褥……王中娥饱尝了“上有老下有小”
的艰难滋味，但困境没有让她退却，却激发起
她迎难而上和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

学校领导有意让她少上几节课， 但她坚
决不同意，“我能合理安排时间照顾家人，不
影响教学。 ”于是，去学校 5分钟的路程，她压
缩到 3 分钟；吃饭的时间，她也只给自己 5 分
钟……王中娥在琐碎、 繁忙的事务中挤出时
间，用来备课、批改作业，等等。

有同事调侃她说“你真是上得厅堂，下得
厨房，进得课堂啊！”婆婆也说：“都说媳妇不及
女儿，可我的这个媳妇比女儿好上一万倍！ ”

苦心耕耘育桃李，衣带渐宽终不悔。 日复
一日的平凡岁月，默默耕耘的无悔人生，王中
娥仍将不忘教育初心，砥砺前行，谱写更加辉
煌的篇章！

本报讯（通讯员 李青平 李
璐）10月 18日， 涟源二小文学社兴
趣小组在该校图书阅览室开展诗歌
朗诵会。

这次朗诵会主要朗诵著名儿童
作家田地的作品《我爱我的祖国》，
采取辅导员带领孩子们朗读、 个人
朗诵、分组朗诵等形式。“我爱我的

祖国， 我的祖国是我生下来睡的摇
篮……我爱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是
吐鲁番的葡萄……”诵读中，孩子们
个个声情并茂、激情昂扬。

朗诵会结束后， 孩子们意犹未
尽，自发地在黑板上写下“我爱我祖
国”“祝福祖国”几个大字，这是孩子
们的心声，也是亿万中国人的心声。

隆回二中以“武魂”练就“校魂”
涟源二小举办诗歌朗诵会抒爱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