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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几年做了哪些工作
近几年来，先后通过招聘、免费

师范生分配到鹤岭镇任教的青年教
师达到了 90 人。 为了培养好这一批
青年教师， 这些年我们做了以下工
作：

1.党员模范示范，用其所能。 树
立身边的典型， 让青年教师实实在
在感受到模范的存在。 近几年来，鹤
岭镇中心校发现并树立起了本镇范
围内的典型。 如司马的李广粮、白冲
的黄宇、南谷的杨希、陈蒲的陈滔。
今年的“四点课堂”我们又精心挑选
了幼儿园的盛学先、立新的赵成婧、
柴山的刘婷担任培训班的班长和学
习委员。

2.双向选择分配到校。 近几年来，每
年分配到鹤岭镇工作的青年教师多达一
二十个。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让用人学校
和青年教师双方都满意， 我们采取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双向选择”的方式分配
青年教师到校。 第一步：中心校首先将各
学校所需教师的名额提前进行公示。第二
步：中心校统一将分配到鹤岭镇的教师迎
接到中心校。第三步：召开用人学校、青年
教师“双向选择”大会。大会由中心校校长
主持，中心校校长首先介绍鹤岭镇得天独
厚的条件；用人学校校长展示学校的各自
特点；青年教师填写《双向选择表》，选择
各自心仪的学校；用人学校选择教师。

3.安排好一日三餐以及住宿。 中心校
要求各学校克服一切困难解决青年教师
的住宿以及一日三餐。 目前，鹤岭镇有一
部分学校的教师住在学校，如司马、白冲、
烧汤河、长龙、碑头、山界、陈蒲、南中、仙
中、南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冲、长龙、
南小、司马、陈蒲等学校的校长带头住校。
长龙、南小等学校教师住宿的条件还比较
好。

4.建立青年教师成长档案。 从去年开
始，我们在支教人员楚丹的指导下，为每
一名青年教师建立了《个人成长档案》；对
于那些表现特别突出的青年教师，评优评
先优先；重点关注那些表现突出的青年教
师，如：立新学校的陈小燕、陈蒲学校的周

稳（今年她被确定为市级骨干教
师）。

5. 提供平台快速成长。 近几年
来，我们选择一批青年教师担任学校
中层干部，在生态圈活动中让青年教
师挑大梁唱主角；积极组织动员青年
教师与市内优秀教师（名师）结队拜
师；本学期我们组织了青年教师的赛
课活动，参加人数 37 人，评出一等奖
17 人、二等奖 20 人；组织青年教师、
校长参加区里的赛课说课评课活动，
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6. 积极支持配合支教干部办青
年教师培训班。 本学期，鹤岭镇办了
一个青年教师培训班，利用放学后对
62 名青年教师进行专门培训， 称之

“四点课堂”，中心校干部黄松泉、朱颖分
别任班主任，聘请市区名师为老师们授课
讲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2019 年的计划
1. 以大区域为单位组织对青年教师

的培训，如正在进行的青年教师“四点课
堂”。

2.从职业道德入手，培养教师扎根农
村的情怀。

3.组织一些业余活动，让青年教师在
一个快乐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4.根据个体差异，对青年教师加以培
养，并制定出青年教师短期、中期和长期
的培养计划。 可以是一对一找名师，也可
以分类分科分批培养，以一带多。 把全镇
老师分成几个梯次，分梯次分层次进行培
养， 加大后备干部、 后备人才的培养力
度。

5.关于深度课改，不要求所有人、所
有学校一个模式。 我认为刚入门的教师，
先要从基本的东西开始， 把握课堂的基
本程序， 较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和教学任
务，适当地进行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改
革。 对于经验丰富、 教学能力很强的教
师， 可以提出更高、 更有深度的课改要
求，并且要及时总结课改的经验，从教学
结果反过来验证课改的成功与失败，从
正反经验来确定我们的教学改革的深度
与广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世代相承
的、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益阳市桃江县是一
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十分丰富。 非遗项目有“马迹塘扎故事”
“胡呐喊”“三棒鼓”等。 在此，以“马迹塘
扎故事”来展示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历史渊源
“马迹塘扎故事”由迁徙始祖黄孟

英从江西分宁县双井乡带入湖南，“扎
故事”由黄孟英第十四代孙黄春林将制
作技艺传与好友金世才，从此“扎故事”
开始走向氏族之外传播，成为马迹塘地
区一大文化盛景，一直延绵至今，已传
承十九代。

二、故事如何扎
“马迹塘扎故事”具有神秘色彩，由它

的立意、造型、扎法，显露出新、奇、巧、险、
特、美的特征，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故事艺术属于高台艺术范畴，有着
独特的风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深深
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她以古老、传奇和
结合朝代的精神风貌而不拘一格， 所表
演的内容涵盖历史、人文、神话、戏剧情
节、民间轶事、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故事的扎法首先是将一预制的“故
事”木座放置空坪中，木座是宽 1.2 米、
长 1.4 米、高 0.85 米的木柜，内放 50 至
60公斤的石块或铁块以稳重心，再将一
根长 3.5 米、 经过造型制作的铁轴插入
木座中心加以固定，轴端扎一“抱腰”，然
后“上装”，将轴套入衣服内，安上“出
手”。 出发时，将化妆好的“故事”演员一
一抱上木座就位，轴端演员需用绑腿、棉
花齐腋窝加以捆扎， 再安假脚， 或前或
后，或左或右，或提或踢，必须自然。上装
时还要注意两点：一是检查是否稳当，二
是要求保密，不让外人看上装。一切停当
后，方可出动。四人抬座，四人保镖，一对
保杖，左右保护，确保安全，以防意外。对
于故事扮演选角十分讲究， 每台故事通
过两三名五至九岁的男女幼童造型，生

动活泼，惟妙惟肖。 由于定点高空，凌空
虚步，显露十分神秘。 其艺术讲究必须
与美学、力学、造型互相协调统一。

三、故事的主要价值
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在桃江、益阳、

安化、沅江、南县、常德、汉寿乃至湖南都
占有重要地位。人民群众百看不厌，对丰
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其主要价值为：一是承先启后
的学术价值。 故事渊源 1853年（清朝），
至今已有 150多年的历史，集历史、现代
的不同特点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化色彩、
地方色彩， 享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刻
的群众基础。 二是提高人们精神文明生
活品味，发掘、拯救和弘扬历史文化。 三
是观赏价值。 故事造型典雅，外观奇特，
内意深涵，不可思议。

四、故事的相关器具制品及其作品
故事的扎法十分讲究，需要精细的

制作和十分精巧的造型，扎一台故事需
要按下列步骤进行：一是人员。 即小演
员 2 名、上装化妆师 2 名、保杖 2 名、抬
故事人员 6 名、剧目招牌 2 名；二是道
具。道具是针对各故事内容和不同剧目
的需要而言，剧目不同，表现内容不一，
道具配备也不同，一台故事大致需要的
道具是故事演出的木柜和铁轴座；三是
节目“出手”；四是抱腰；五是假脚；六是
捆绑演员的绑带； 七是上下演员的服
装；八是演员的衣帽头饰；九是抬故事
木柜抬杠、保杖各两根；十是播放每台
故事演出主题歌放录机；十一是根据故
事剧中演出所需的其它道具。

“马迹塘扎故事”自鼻祖先师传承
至今，演出场次达上万场，由过去的庙
会赶集扎神汉巫婆，到适应时代贴近生
活的演绎，反映出“马迹塘扎故事”的发
展进步，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典型
的代表作有： 表现神话故事题材的，如

“牛郎织女”“许仙游湖”等；反映古典戏
剧场景的，如“小将军打猎”“穆桂英挂
帅”等。

浅谈地方非遗项目 弘扬民间传统文化
益阳市桃江县文化馆 丁玉蕾

网络的迅速发展和青
少年网络群体的日益庞大，
给学生的道德素养提出了
新的要求。学生作为使用网
络的潜在主体群，具有一定
的网络道德素养，自觉遵守网络生活的
行为规范，是保持网络文明与安全的重
要保障，因此，结合网络时代的新特点,
在信息技术教学过程中加强网络道德
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
义。

一、网络道德的特点与趋势
1.自主性。网络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

益与需要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形成的，每
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 由于网
络道德规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
要制定的， 因此增强了人们遵守这些道
德规范的自觉性。

2.开放性。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
的现代化，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使得人们之间的地理距离拉近了， 人们
之间不同的道德意识、 道德观念和道德
行为的冲突、 碰撞和融合也就变得可能
了。

3.多元性。 在网络社会中，既存在关
系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网络社
会的正常秩序， 属于网络社会共同性的
主导道德规范， 也存在各网络成员自身
所特具的多元化道德规范。

二、网络道德教育的内容
针对以上特点， 我们认为对学生进

行网络道德教育必须突出“自律”和“尊
重”两个主题。

1.由于网络的跨国性和即时性，在传
播知识和健康信息的同时， 也传播着一
些负面的东西。 这就要求青少年增强在
网络虚拟空间中明辨是非的能力， 养成
道德自律的习惯， 并在全社会网络道德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道德教育主要是指一个人发自内心
的自律、自省、自责和外部的道德氛围、
舆论约束。 法律所能限制的只是主体违
反最低社会准则的外部行为， 道德教育
的作用却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 驱使
人们在无监督状态下自律慎独。 法律的
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外在行为的约
束， 道德作用的强大和神奇却源于内心
的恪守。 在现实世界如此，在网络空间更
是如此。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自律”是
网络道德教育的第一主题。

2.信息内容具有地域性，而网络的信
息传播方式是全球性、超地域性的，这使

得一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
在高度信息化、 自动化的网络社会

中，在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商场、电子
银行等的出现， 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
往大为减少，容易导致个人产生紧张、孤
僻及其它健康问题。

由于网络收集信息的便利性和强大
能力， 网络上的个人生活在技术上极可
能成为“通盘为文件所记录的生活”。 如
果这些信息泄露出去或不被正确使用，
个人隐私将受到侵害。

网络的全球化， 将不同国家的宗教
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清
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各种独特的行为
和各种奇风异俗都必须接受人们目光的
洗礼。

基于以上因素， 人们在网络生活中
要做到和睦相处， 必须学会尊重他人的
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因此，
我们认为“尊重”是网络道德教育的第二
主题。

三、 对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的方
法与途径

1.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作为计算机

专业教师首先应主动学习网
络知识，了解网络，同时提高
自身的网络道德修养。 教育
者应当受教育。 这种教育包
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网络知

识的学习问题； 另一个是教师网络道德
素养的提高问题。

2.严格训练，养成习惯。 在学生中普
及网络法律知识和有关规定，规范学生的
上网行为，使他们养成道德自律的良好习
惯。 鉴于网络世界的特点，我们一方面选
拔出一些学校网络管理员，为他们普及法
律知识和有关规定，另一方面需要用道德
这种无形的约束力去引导规定学生的网
上行为，让他们自觉地遵守网络法规或有
关规定，文明上网、依法上网。

3.堵、导结合，重视引导。向家长和学
生推荐好的网站。 主动占领网上阵地，变
堵为导， 利用网络开展学生德育教育工
作， 这是网络时代德育工作者面临的崭
新课题。 希望教师和德育工作者行动起
来， 卓有成效地开展网络时代的青少年
思想道德教育工作。

四、结束语
网络道德教育是一个新形势下出现

的课题，它的概念、范畴、模式、方法急需
专家学者进行研究， 更需要活跃在第一
线的广大教师， 尤其是计算机专业的教
师的重视和勇敢的实践。

浅谈信息技术教学中的网络道德教育
攸县 王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