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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拼出来的美丽， 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民群众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愈发强烈。 如何在城镇化潮流中突
围，破除制约农村学校发展的瓶颈，成了当下
一道重要的教育课题。

地处山村旮旯的龙山县桶车九年制学
校，靠着一个“拼”字，秉承学生“进得来、留得
住、学得好”的原则，狠抓教学质量，以课堂为
主阵地， 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为目的,一
直重视体育工作，让学生体验着成功的快乐，
让教师享受着职业的幸福， 让学校有了长足
的发展， 用踏踏实实的步子丈量着教育的长
度。

多平台宣传校园足球
足球对大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但要真正

了解五人制校园足球， 桶车九年制学校还是
下足了功夫。

该校利用班级板报向学生宣传足球基础
知识，每天广播有关校园足球的小文章等，多
角度、 全方位的宣传丰富了师生们对足球的
认知，提高了他们了解足球、参与足球活动的
兴趣。 同时，该校还利用家长会向家长介绍学
校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 力争取得家长的关
心和支持。

学校还成立足球社团， 号召有兴趣的学
生进一步深入接触足球。 每期学校都要举行
校内足球联赛，分小学、初中组，小学组联队
又同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分别比赛，在赛事

中锻炼学生的团队配合、协作精神。
通过各种方式的比赛激发和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将足球教学内容落到
实处。 同时，也便于教练了解和掌握
训练情况，及时总结。 比赛之余，该
校要求学生每月观看一场足球直播或转播，
同学之间互相交流观球心得。

随着各项活动的深入开展， 球场上的身
影逐渐增多，在球场上他们尽情地跑，尽情地
玩，尽情地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球场上，摔
跤、跌跟头是常有之事，但艰苦的生活环境养
成了他们坚韧、吃苦、耐劳的性格，形成勇于
拼搏、敢于竞争、团结合作的优良品质。

“孩子的身体素质比城镇学生的身体素
质好， 足球真正是投入少产出多的好活动
呀。 ”学生家长纷纷鼓励孩子们多走出教室，
活动在绿茵场上。

教练员敢啃硬骨头

校园内，从早上到课间，中午乃至放学都
能看到孩子们快乐地踢球， 散发着积极向上
的气息。 学校每学期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征
文、绘画比赛，开展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等
评比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每天跑进足球场，体
验足球运动的快乐。 同时，该校还邀请家长观
看孩子的训练比赛，对有足球专长的家长，还
聘其为小足球队的教练员。

在各方的支持下， 学校形成了班班有球
队，年级有年级队，年年有班级联赛的良好局

面。 该校每个班级都组建了男、女足球队，由
班主任担当教练员， 在课堂上讲解足球的基
本知识，使每一位学生都具备简单、初步的足
球技能和知识，了解足球的发展历史，激发学
生的运动细胞。

2015 年， 学校被评为湘西地区首批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新的起点上，该
校完善了原有的《校园足球活动方案》《足球
训练计划》，先后投入几十万元，制作足球门、
铺垫操场，并在盘活师资队伍上下功夫。 根据
规定，在年末评优时，同等条件下对从事校园
足球训练工作的体育教师予以优先考虑。 平
时训练时给予体育教师适当的补助， 分批次
选送体育教师参加全国、省、州、县的青少年
足球训练培训，带活了一支吃得苦、霸得蛮，
敢啃硬骨头的教师队伍。

无论寒冬酷暑， 体育老师总是和校足球
队员一起跑、跳、踢，身先士卒。 每年的寒暑
假，教练都是和学生一起在足球场上度过。 在
训练中，教练采用“儿童足球教学法”以及国
外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提高训练效率。

校长带头走向球场

为了方便足球训练， 校长叶明坤就住在

了学校。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体育老师一起
带领孩子们开始跑步， 训练体能。 下午放学
后，他也不顾工作的劳累，督促队员们训练。

为了带好这些“足球的未来”，叶明坤四
处虚心求教， 利用业余时间和一切可能的机
会，向同行们请教。 前辈们丰富的教学经验，
丰富了他的专业内涵， 他也成为了龙山县第
一个敢下草坪，又能统筹帷幄的足球校长。

人们常说，在艰辛中走出来的队伍，肯定
是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 果然，这只从山旮旯
里走出的足球队没有让人失望。 2016 年参加
了首届龙山县校园足球邀请赛，2017 年在龙
山县第二届中小学生 5 人制校园足球联赛中
上，获得了农村初中组男子冠军，农村初中组
女子亚军的成绩， 主力队员代表湘西参加了
2017年湖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决
赛，获得了男女两个组别的三等奖。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龙
山县桶车九年制学校通过开展校园足球活
动，让学生主动走出教室，走进足球天地，走
到阳光下，头顶蓝天，脚踏碧草尽情的笑、尽
情的乐，展现自己的青春和活力，“拼”出了农
村教育一片新的芳草地。

城乡同步，信息化进入快车道

11 月 14 日， 永顺县卧塔镇苏区小学 54
岁的数学老师王珍， 在教学资源包里下载电
子教材版本，修改并制作课件，一气呵成。 对
王珍这样的农村老教师来说， 自我改革和转
型需要勇气。“我们实行新教师与老教师相互
搭档，在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手段上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该校校长田传福介绍，通过学习，
王珍现在能够熟练使用 PPT 展示数学课例，
其信息化教学能力正逐步提升。

得益于“三通两平台”建设，永顺县所有
老师都和王珍一样， 在近几年经历了一场洗
礼： 教学内容超越了传统的书本教材延伸至
广阔的互联网， 教学内容的形态也逐步多样
化，音视频、图片、动画等资源开始在教学中
广泛应用。 教学媒介由传统的教学“老三样”
———黑板、粉笔、课本演变为“新四样”———电
脑、网络、白板、多媒体课件。

记者从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得知这样一
组数据： 截至目前，“三通两平台”项目网络建
设 83 个单位（含 10 个规模村小），建设“班班
通”1582 个，监控点 916 个（实现了校园全覆
盖）。至此，永顺县城乡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工
作全部完成，基本消除城乡教学硬件差距。

“永顺县属于典型的财政穷县办大教
育。 ” 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向琳告诉记

者，“三通两平台” 建设工作取得如此好的成
绩，主要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该县抽
调业务精干人员 18 名专抓信息化建设工作，
主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亲自负责主抓教育信
息化建设，多次召开部门联席会，研究部署协
调建设工作； 项目设计方案经永顺县人民政
府研究， 专程赴长沙请湖南省电化教育馆问
诊把脉，请求技术指导；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教育信息化建设办公室人员分片跟踪施工，
项目学校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本校建设内容，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整改。

提升能力，课堂变化多样

永顺县溪州中学英语老师谭秀英 2018
年秋季从乡镇学校调入该校， 在观摩其他老
师的课堂时， 她真切感受到了学生对多媒体
教学模式的热烈反应， 她暗下决心改变自己
对电子白板、PPT 等信息化设备认知不深的
现状。 在英语教研团队彭丽琴、田雪等老师的
指导下，谭秀英逐步学会插图、插入音频、剪
辑视频等技术。

现在，40 多岁的谭秀英将自己定义为新
时代懂信息技术的教师， 一有时间就摸索投
影仪、班级优化大师等软硬件的功能，以实践
回应向琳提出的“宁可用坏，决不放坏”的要
求。

同时，该县还通过个别培训、集中培训、

理论培训、 现场操作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
形式，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在岗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提升能力培训， 培训人数达
4267人，化解“宽带进校，终端进班，教师不会
用、不愿用”的尴尬场景。

如今，永顺教师的教学效果如何？ 溪州中
学 201702 班学生田雨露向记者吐露了她的
心声：英语课堂上可以玩游戏，一首动听的英
语歌还隐藏着单词和语法。 历史课上一部电
影，生物课上一些动画，政治课上一些家国天
下事的新闻， 物理课上一个小实验……一堂
课跟“玩”似的，不希望那么快听到下课铃声。

家长们通过教学开放日的体验， 也对信
息化设备改观：“一开始， 我觉得班班通就是
一坨铁疙瘩，就怕影响孩子的视力。 现在近距
离看到班班通有音乐，还可以访问网站，查询
资料， 孩子在课堂上学了不少课外知识。 ”
201702班学生家长李先生表示。

如今，永顺县的老师们离开班班通不习
惯，家长们也不认可没有班班通的教学。

实践创新，遇见更多可能性

在信息化普及的基础上， 永顺县各学校
积极探究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之间的创新应
用，也衍生了更多的可能性。

溪州中学依托省级课题项目， 摸索出了
该校特有的“六步式·四位一体”的高效课堂

模式。 该校应用“六步式·四位一体”教学模式
的公开课，获得了国家级优秀课创新奖，得到
有关教育专家的点赞。

“真开心，我们可以带手机入校园了。 ”
2018 年 3 月开始，溪州中学 201706 班试点智
慧教室建设，学生通过手机实现课前预习，课
中制作剪辑视频， 课后还可以互评等自主学
习途径， 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茶林村小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是苏区
小学的老师， 今天老师在电视里给大家上一
节与众不同的音乐课。 ”虽然教育信息化加速
了农村学校教师的成长， 但是农村学校尤其
是村小仍缺乏音体美等专任教师。 为了解决
这一困境，网络联校、异校同堂应运而生。 11
月 15 月，苏区小学的网络联校“专递课堂”走
进了茶林村小， 与该校老师和学生们一同唱
起了欢快的歌曲。 每周 20节不一样的艺术课
通过网络传输进茶林村小和广荣村小， 保证
村小开启开足音体美课程， 也让孩子们通过
“电视”开阔眼界。

……
信息化给校园教育带来的变化令人欣

喜。 向琳表示，未来，永顺教育信息化的重点
将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走向深度融合和集
成创新，以技术引领教育发展，用数据驱动教
育改革。

永顺：用数据读懂课堂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符文斌 彭秀林

龙山：绿茵场上育人才
通讯员 向碧波 童光现 田民智

学校的电教室、录播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同步并进，教师
PPT 课件制作等信息技术教育一年一个台阶， 一支粉笔一块黑板
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淡出讲台……近三年， 永顺县 73 所学校的 8
万多名师生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这得益于该县着力推进的
教育信息化。

2014 年以来，该县先后投入资金逾 6000 万元，实施教育信息
化硬件设施建设和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 为永顺教育
步入信息化发展的快车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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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快乐玩足球 足球队队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