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读为您导

一场 8000 人只能录取 60 人的幼升小选拔， 引来
了一批 “懂得核反应堆”“学会函数和极限” 的幼儿园
“牛娃简历”，这些被戏谑“超过爱因斯坦”的神童，近几
天正在朋友圈刷屏。 （新华社 4 月 21 日）

走红朋友圈、引发家长刷屏的“牛娃”“神童”简历，
真有那样“牛”？ 那么“神”？ 依笔者之见，制造“神童简
历”的家长未免太浮夸。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孩子读
完幼儿园，不过六、七岁的年纪，生理和心理发育均处
在萌芽阶段，基本的世界观都尚未成型，怎么可能“懂
得核反应堆”“学会函数和极限”？

给孩子的简历装裱上“神童”的“人设”，虽然能吸
引考官的眼球，但却经不住仔细推敲。知识体系的构建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打牢基础，才能慢慢筑起
摩天大厦。诚如“核反应堆”“函数和极限”等物理、数学
知识，没有深厚的数理学习背景，停在皮毛的“懂”和
“学”，只是一座知识的空中楼阁，轻轻一推就会崩塌。

所谓的“牛娃”“神童”， 更像家长的一厢情愿，毕
竟，想要在“8000 人取 60 人”的幼升小选拔中胜出，还
得使出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类似画画、唱歌、跳舞这样
的传统特长，似乎显示不出孩子的特别。 于是，有家长
另辟蹊径，为孩子加上了“懂得核反应堆”“学会函数和
极限”的“高大上”简历，希望帮助他们“脱颖而出”。

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若为了满足自己的
虚荣心，对孩子进行揠苗助长式的培养、不切实际的包装，
却是万万不可。 要知道，“懂得核反应堆”“会函数和极限”
并不是童年的常态，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才是童年本色。

人生很长，是金子总会发光；不是金子，就做一个
快乐而成功的普通人。 家长早些教会孩子诚实面对自
我、诚实面对世界，远比吹出一个个“牛娃”“神童”的美
丽泡泡来得让人心安。

责编：余娅 胡荧 版式：曾善美 责校：钟智勇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2018 年 5 月 9日 星期三
戊戌年三月廿四

2018 年第 19 期 总第 2206 期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管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44 邮发代号 41-8 新闻热线 0731-88317921 http://epaper.voc.com.cn/kjxb/

科教新报

心系讲台 梦圆乡村
———记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南坝学校教师高科元

在 5 月 6 日结束的中国卡丁车锦标赛
上海站，长沙碧桂园威尼斯中英文学校的 11岁
学生刘瑞祺登上了全国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
赛Mini组的最高领奖台。为了实现成为一名顶
尖赛车手的梦想，从 7岁开始，他的假期和周末
基本上都花在了赛道上。

通讯员 郑孝闽 供图

追风少年
余
娅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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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方程式赛车队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92 位团队成员主
要是大学本科在读学生。 这个成立不到 4年的团队拿到了中国大学生
电动方程式大赛全国季军的好成绩。 图为车队队长兼赛车手王海菲在
训练中。 新华社 张笑宇 摄

点评：赛道上的追风少年，自由驰骋、英姿飒爽；赛道外，他们用汗水
和付出为梦想坚持。

看图说话

□ 余 娅

“神童简历”
不过是空中楼阁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王小平

高科元, 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南
坝学校的一名女教师。 2017 年，她被评
为“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坚守乡村
教育事业 35 载，她 9次获嘉奖、记三等
功 3 次。

从豆蔻年华到两鬓斑白， 她用自己
的爱心，润育着一批又一批的农家孩子。

把发展乡村教育视为人生梦想
高科元的父亲是教师，受父亲影响，

她从孩提起就立志长大后要做一名乡村
教师。 1982年，父亲退休，正逢她高中毕
业，便顶职走上教师岗位。

两年后， 高科元成为当地小有名气
的教学骨干。她重视学习，考入了原益阳
县教师进修学校，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
毕业后，她本可以去城里任教，却选择了
离县城 120多里远的山区小学。 有朋友
笑她“是不是脑子进了水”，她回答：“都
往城里跑，这里的孩子谁来教？ ”

把讲台视为价值体现
讲台是高科元的至爱。 2011年 10月

的一天，她在家访途中，被一辆飞驰的摩
托车撞倒紧急送往医院。 第二天苏醒后，
她就问医生自己能否回学校上课。她的脸
当时肿得很大， 左脚小腿粉碎性骨折，多
处肌肉撕裂，医生劝其住院治疗。 她不顾
医生劝阻， 第 5 天就拄着拐杖回到学校，
上午上课，下午去打吊针。

高科元不但自己深爱讲台，还全力帮
助年轻教师在讲台上干出业绩。 2013年，
蔡金凤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
到学校任教， 高科元便手把手地指导。
2014 年全省开展优课录制课评选， 蔡金
凤的《永生的眼睛》被评为省级优课。获奖
后， 蔡金凤的第一句话是：“这份荣誉，有
我的一半，也有高科元老师的一半。 ”有次
座谈会上有人问高科元，“你带过多少个像
蔡金凤这样的老师？ ”她一下数出 21个。

把学生视为亲生子女
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样的孩子用

什么方法教，高科元最有办法。 四年级的

丁同学，上课不听讲，下课爱打架。 高科元
担任班主任后，主动亲近他、关心他，上课
时针对他学懂了的知识提问，课余时间根
据他的爱好鼓励他培养特长。 后来，丁同
学成为了学习上的尖子生。 全镇 11 所学
校毕业会考时，他跃居到全镇第 8名。

高科元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农村
的孩子很多由爷爷奶奶带，作业无人辅导，
她每天放学后为学生们补习半小时以上，
坚持了几十年，无偿地辅导学生。

高科元是学校的名人， 每年开学，总
有家长要求学校让她来带一年级的新生
班，“高老师有耐心，对孩子好，我们就想
把孩子放在她的班上。 ”高年级的家长也
争着要她教自家的孩子，“高老师教学经
验丰富，毕业班更需要她。 ”这份认可让高
科元的付出闪亮着价值。

35载的坚守，高科元就这样在平凡的
岗位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

▲

五项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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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校企合作助推非遗传承
瑶族织锦实现年创收 4000多万元

通讯员 唐世日 陈永祥

“八宝被挑花要平，手法要稳……”5 月 4
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职业中专学校瑶族织锦
基地，62 岁的民间瑶族织锦传承人苏容英正
在为服装专业的学员讲解八宝被的挑花、斜
纹、平纹编织技艺。

江华位于湖南最南端， 是全国瑶族人口
最多的瑶族自治县，被誉为“神州瑶都”，湖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瑶族织锦，是
当地引以为傲的民间工艺。 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现代工业取代了老手艺，瑶族织锦技艺正
逐渐失传，淡出人们视野。

“在农村现在已经没有人专门纺纱、织布，
少数会瑶族织锦的大多是 45 岁以上的妇女，
受纱线、 染料缺乏的影响，‘挑花瑶族八宝被’

的传统工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苏容英感叹。
构建系统课程 传承织锦技艺

织锦技艺由谁传承？“作为民族地区的职
业学校， 保护和传承瑶族织锦是我们的责
任。 ”江华职业中专学校校长奉天生说。

从 2013 年起，江华职业中专学校将瑶族
织锦融入到服装专业中，开设瑶族织锦课程，
成立了瑶族织锦大师工作室， 聘请民间织锦
艺人定期进行瑶族织锦技艺培训，开发、传承
与创新非遗文化。 同时，该校申请了省级重点
课题《项目教学法开发瑶家织锦实训课程的
研究与实践》，开发了《瑶族织锦的流程与技
巧》专业课程，并通过“以赛促研、以赛促学”
等方式，推进瑶族织锦的开发和传承。 该校逐
渐摸索出了一套“传承人———课题———赛事”
的教学模式。

在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下， 江华职业中
专学校服装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已经能够熟练
运用传统手工进行瑶族织锦的实训。 2013 年
以来，该校先后共有 10 余位服装专业学生创
作的“瑶族织锦八宝被”“瑶族织锦女书八宝
被”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
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中获奖，被誉为“少数民族
织锦文化的活化石”的瑶族“八宝被”走出了
瑶族山乡，走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推动校企合作 给力精准扶贫
2015 年， 江华职业中专学校与江华旅鼎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瑶族织锦公司开展深度校
企合作，进行瑶族旅游产品的研发。 学校依托
公司，将科技创新应用于瑶族织锦的研制、设
计、生产、销售、传播中，将瑶族织锦中最典型
的特色图案，经过电脑设计、调色、数码印制，

自主创新研发瑶族围巾、被单、鞋子、包包、壁
画等，丰富了瑶族织锦的款式，增强了瑶族文
化的表现力、感染力、传播力，走出了瑶族织
锦深度开发、传承、利用的新路。

2016 年，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县政府结合
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在大路铺镇宝昌洞村，
白芒营镇小贝村、 白头山村， 涛圩镇杉木根
村， 大石桥乡井头湾等村建立瑶族织锦生产
基地，按照“四跟四走”产业发展思路，形成了

“农户 + 基地 + 学校 + 公司” 的生产与传承
模式。全县 13个村 466户 1463名贫困人口通
过瑶族织锦脱贫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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