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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寨前中学郭涌才校长在上课

▲沙田第一完全小学新教材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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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 近年来，桂
东县从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整体
素质”“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发力，教师队伍建
设结硕果。

引进人才 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2018 年中小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

名”“2016-2017学年度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奖”
“第十五届中小学艺术节小学农村组团体总
分第一名”……走进东洛中心小学，会议室里
陈列的各种奖项令人印象深刻。

东洛中心小学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小学，6
个班，11名老师，211名学生。 学校虽小，但课
程丰富，除义务教育基本课程外，还开设了书
法、足球、美术、舞蹈、电脑、腰鼓等德育课程。
“自从引进教师后， 教师平均年龄由 2008 年
的 43 岁下降为 25 岁， 大学本科学历比例由
28%上升为 85%。 ” 该校校长罗增告诉记者，
“教师队伍学历高，年轻化，给乡村娃们带来
的不只有丰富的课程，更有先进的教学理念，
新潮的教学方法。 ”

无独有偶，在更为偏远的桥头中学，新进
教师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 在体育老师陈诗
的带领下， 学校田径队近五年在全县中小学
田径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在方梁燕、何鑫姮老
师的艺术熏陶下， 该校学生在今年的全县艺
术节上大放异彩，荣获团体总分第四。“以往
的各种比赛我们都拿不到名次， 引进专业的
音体美老师后，农村娃也能崭露头角了。 ”校
长钟志勇忍不住感叹。

桂东县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经
济发展相对滞后。 长期以来，该县教师队伍普
遍存在教师学历低、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
农村学校专业老师缺乏等问题。

为了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桂东县教育局
通过特岗、公开招聘、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三
个渠道引进人才。 近五年， 共引进教师 416
名， 占教师总编制的 27%， 年均引进教师

5.4%，远超省定 3%的比例。“今年我县计划完
成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计划 68 名，努
力加强教师队伍‘造血’能力，力争完成事业
单位招聘与特岗教师计划 130 人， 进一步优
化全县教师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桂东县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剑告诉记者。

回归教学 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记者走访桂东县发现， 该县所有学校的

校长都走到了教学一线，亲自参与教学。 寨前
中学的校长郭涌才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负责
管理学校日常事务外，他还担任地理、体育教
学，每周上 6节课。“让校长回归课堂，既是对
教师教学直接的引领和指导， 更彰显校长与
教师并肩作战的决心，有利于学校凝心聚力，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郭涌才说。

据悉，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桂东县教育局
要求各学校校长走进课堂走上讲台， 主动为
全体教师进行示范教学， 在承担相应课程任
务的基础上， 每学期还要上不少于两堂示范
课或做两次专题讲座。

校长回归课堂，教师也要回归教材。 桂东
县第二中学副校长郭文波对此感触颇深，在

他看来，回归教材就是立足实际，将教材内容
本土化。

怎么本土化？郭校长举了一个例子。初三
物理教材有一章讲“压强”，教材将背景设置
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一个人滑着雪橇，另一个
人光着脚，光脚的压强是雪橇压强的好几倍。
该校物理组成员精研教材，发现“下雪”与南
方的环境不符，于是将“雪地”改为“烂泥路”，
将“雪橇”改为“挡泥板”，这对于常年走在泥
泞道路上的农村娃来说，更易于理解，事实证
明，教学效果更佳。

在桂东，教师回归教材蔚然成风。 他们研
读教材，通过个体研读、集体研读、校内外交
流等方法，吃透教材重难点；他们集体备课，
全县各学校分学段、 分学科成立集体备课小
组，通过集体智慧和力量更好地传授知识；他
们开展教研，各学校成立校本研训小组，开展
一周一研修、一月一研教、一期一研讨，总结
经验，提升专业水平。

校长回归课堂，教师回归教材，受惠的是
桂东的广大学子。 普乐九年制学校 2013年中
考全校 7A 等第人数为 0，2014 年学校回归教

学本源，2016 年该校各科平均分、总分优秀率
在全县各乡镇学校排名中均列第二； 沤江中
学、沤江一完小等学校深入研读教材，以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为中心，开展作业改革活动，教
学质量明显提升……

提高待遇 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建周转房以前，教师们住在红砖垒砌的

平房内，上厕所要跑去很远的公共卫生间，一
到雨天，屋顶还会漏水……”回忆起三年前教
师住房的窘况， 青山中心小学校长郭锦林记
忆犹新。

如今， 教师早已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周转
房，30 平米的套间内，摆放着一张床，一张书
桌，空间虽小，但温馨宁静。 郭锦林告诉记者，
明年春天， 一栋耗资 500 多万元、6 层楼高的
全新周转房将投入使用，届时，全校教师及 33
名寄宿生将搬进来， 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环境
将比现在更加优越。 记者获悉，2014 年以来，
桂东县投入资金 7000 余万元，建成教师周转
房 877套，教师工作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居住环境得到改善，工资待遇如何？ 青山
中心小学吴老师告诉记者， 她刚参加工作两
年，现在除了基本工资，她每月还有 500 元农
村边远贫困地区教师交通补贴，300 元人才津
贴，260元乡镇补贴，“再加上全县学校都有的
奖励性绩效工资、 第 13 个月奖励性工资、年
终绩效考核奖等，年收入将近七万元。 ”据悉，
为了稳定乡村教师队伍，2011 年以来，桂东县
新增财政预算 200 余万元， 每年为农村边远
学校教师发放交通和山区津贴，2013 年在郴
州市 ４ 个贫困县中率先兑现教师人才津贴，
2015年开始正式实施乡镇工作津贴。 全县教
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
水平。

待遇留人，留住了教师们的心，罗霄山脉
下，是他们安心从教、乐于从教、幸福从教的
身影。

桂东：凝心聚力 为山区教师谋发展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方勇兵 郭满平

加大建设，“三通”工程开启智慧教育
“宝贝们，还记得单韵母怎么读吗？ ”“张

大嘴巴 aaa，牙齿对齐 eee，嘴巴嘟嘟 uuu……”
10月 19日上午， 汝城县第一完小录播室，新
进教师邓婉澜正在教一年级小朋友学习拼
音。 电子白板上，不同的“韵母”用不同的色块
加以区分， 时不时穿插的动画和音频逗得孩
子们哈哈大笑。

记者观察到， 整个录播室安装了 4 个摄
像头，一套多媒体设备，一块电子白板，上课
过程被高清镜头全方位录制下来； 教室后方
还用玻璃隔出一个观摩室，透过玻璃，教师们
可以全程观摩上课情况。

“以前上课都是用粉笔在黑板写写画画，
效率低不说，教学效果也不好。 ”邓婉澜告诉
记者，自从学校建成“三通”工程（宽带网络校
校通、 优质资源班班通、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所有班级的课堂教学都能使用优质数字
教育资源，老师可直接从“湖南教育资源网”

“堂堂网”等资源平台调取素材备课，知识变
得生动有趣，师生互动融洽，教学效果上了一
个新台阶。

在汝城，智慧教育已是常态。 据悉，近年
来，该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汝城县建设教
育强县规划纲要（2011-2020 年）》和《汝城县
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文件，全力推进

教育信息化建设。 自 2013 年以来，全县投入
资金 5400 多万元，目前，中心（完全）小学以
上学校的班班通教室、 多媒体教室和计算机
教室（含语音室）装配率达 100%，教师利用信
息技术与教学融合的学科覆盖率达 100%。

网络联校，城乡孩子同上一堂课
“哆瑞咪发索拉西，同学们，你们听，这像

不像远方的钟声……”周四下午，伴随着音乐
老师朱艳梅的琴声，马桥镇外沙学校四年级 1
班的同学们正在学习唱歌。 与此同时，远在 7
公里外的外沙小学、冲头小学的小娃娃们，也
透过教室里的大屏幕， 接受朱老师的同步教
学。

外沙学校地处城郊， 是一所农村九年一
贯制学校，下辖 9 所村小。“农村学校点多面
广，师资薄弱，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硬件设备
长期落后，优质资源无法进入课堂。 ”该校校
长朱友民告诉记者，2013 年以来，学校“搭乘”
信息化东风，为下辖村小开通了宽带网络，配
置了班班通设备，建设了本部、外沙小学、冲
头小学 3 个网络联校同步课堂（专递课堂）教
室。

“网络联校促进了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提
高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是乡镇中心校的优
质资源带动了乡村小学的均衡创新发展。 ”汝
城县教育口党委书记、 局党组副书记李友太

如是说。
截至目前，汝城县采取“1+2”模式，已建

设网络联校 13 所，这些联校还分别与郴州市
六中进行无缝对接，构建了上下同步、内外互
通的网络联校新格局， 有效改善了偏远农村
学校师资缺乏、资源不足、课程开设不齐、教
学质量不高等问题。

信息化不仅造福偏远农村学校教学，还
助力全县教学手段科学化。 在“翻转课堂”上，
学生上网提前预习课文， 通过在线答题检测
预习效果，课堂教学效率大幅提升；在“计算
机教室”里，学生通过电脑学习绘画，掌握信
息技术；在“班班通教室”里，老师们践行“一
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利用信息技术
上好每一堂课；在“电子备课室”里，教师利用
网络备课、查询、制作课件，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在“录播教室”里，骨干教师们进行教学比
武、录制优质课参加全国比赛，并频频获奖，
教育科研蔚然成风。

网络入校，学校管理步入现代化
教育信息化不仅涵盖教育教学， 还覆盖

到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
在井坡镇学校， 全校 100 多名教师的手

机里都有一个“钉钉校园”软件。 据悉，老师
只要在学校有网络的地方打开该管理软件，
便会自动签到。 此外，学校实行随堂听课制

度，每一个参与随堂听课的人员，打开手机
上的“听课评课记录”，便可以将授课者的照
片、视频、评价等资料上传到管理软件，以便
行政管理人员统计、分析，了解学校教务、政
务活动。

“点开‘和校园’，点击‘家校互动’，选择
‘全校’、‘班级’或‘个人’，学校的信息便会以
秒速传达到学生家长的手机里。 ”在汝城县第
一完全小学的信息中心， 李老师向记者展示
了学生管理系统的操作过程。 据悉，该校的学
生管理、教师管理、财务管理、学籍管理、安全
管理等行政事务全部采取信息化办公，“只要
登录相关系统，学生在籍、老师调动、报账申
请、 校园安全等情况一目了然， 即使没有外
网，校园内网也能办公。 ”李老师说。

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教育网络高速互联
互通。 近年来，汝城县安排专项资金 600多万
元，实施教育城域网提质扩容工程，城区 7 所
学校以 1000M 裸光纤直接到县教育中心机
房， 教育局对每所学校的运行动态都了如指
掌。

正如该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袁文雄
所言， 一根网线接通城乡， 八方学校共享资
源，全县教师共同成长，万千学子齐头并进，
汝城县教育均衡发展的美好愿景， 正一步步
变为现实。

汝城：信息化助力智慧教育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朱满成

“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农村中小学网络联校试点县”“县域内
整体推进三通工程奖补资金县”“教育信息化工作创新奖”……翻开汝城县
的教育成绩单，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成绩格外耀眼。

汝城位于湖南东南边陲，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近年来，该县扎实推进
教育信息化工程，以教育信息化开启智慧教育，促教学质量提升、促教师专
业成长、促学校管理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