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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1+2”模式全方位助力教师成长
曾丹是南岳路小学的数学教师，也

是“汉寿县小学数学教师工作坊”的“坊
主之一”。 说是“之一”，是因为她还有两
个搭档：毛光莉和张翠萍。 这三个人，共
同组成了工作坊的“最强导师战队”。

“‘1+2’ 模式是全县工作坊的‘标
配’。 ”该县教师培训中心主任童三元向
记者介绍，工作坊实施坊主（骨干教师）
负责制，教育局干部负责参训教师管理，
师训中心负责培训监管、服务协调。

“这保证了工作坊给予老师的培养
是全方位的。 ”童三元说，“我们会以一个
具体内容的教学设计、 实施与评价过程
为载体，经历课例研究全过程，从不同视
角分析、 理解教师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
业能力， 提高教学研究和组织教师专业
发展的综合能力”。

此外，汉寿县将“线上 + 线下”的培
训落到实处，严格培训考核管理。开展教
学比武、成果汇报、过程考核等活动，评
选优秀坊主、 优秀学员等； 实施淘汰制
度，严格学员研修管理，对不合格学员、
不合格坊主不记学分， 并在来年项目研

修中淘汰出局。 目前，汉寿县已形成“多
级名师引领、线上线下联动研修、团队专
业发展”的教师专业成长新格局。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坊开启后，迅速吸
引了 40名教师加入。“全县工作坊都是老
师们自愿报名。”坊主鲁娟回忆，由于心理
专业教师缺乏，以前大部分学校的心理咨
询室是闲置的。从 2018年开始，汉寿县各
级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沙盘等都利用起来
了，截至目前，有 10所学校已将心理健康
教育纳入了学校的课程体系。

进去是教师出来是名师
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 家庭教育高

级讲师“双头衔”的万晓玲，是汉寿县教
师培训中心教师。工作坊成立前，她在全
省各地受邀开展近百场公益讲座。 2018
年 11 月，“互联网 + 家庭教育” 工作启
动， 汉寿县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家庭教育
工作坊，万晓玲被聘为坊主。该工作坊吸
纳成员 50 名，覆盖全县 41 所学校，工作
坊组建了层级管理团队， 成立了个人成
长小组、课题研究小组、课程开发小组。
今年上半年，该坊申报的课题《县域互联
网 + 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研究》，获得省

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
“讲座针对家长群体，辐射面窄，而工

作坊面向的是广大教师，通过把坊员变成
讲师，才能更好地将家庭教育普及工作落
地。 ”为此，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万晓
玲与坊员们出版了该县家庭教育课程项
目开鼻之作———《汉寿县家庭教育讲师
（初级）教材试用版（一）》；在全县进行巡
讲，2 万名家长受益。 与民政局孵化基地
合作， 利用下班时间为家长举办公益讲
座；申请“逆风飞翔”资助项目……越来越
多的家长慢慢转变观念，关注点从学习成
绩转移到品行、习惯、气度的养成上来，走
出了“高分遮百丑”的误区。

汉寿县一中的杨红是一位有教育情
怀和理想的青年教师。毕业之初，她想考
入省城名校任教。 遗憾的是，她落选了。
她不明白自己和名校的教师， 或者说大
城市和小城市教师的差距在哪？

日复一日地单调教学让杨红遭遇了
瓶颈期，甚至有一段时间，她感觉自己教
不好书了，“我想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

2019 年 6 月， 汉寿县高中语文教师

工作坊成立的消息让她感觉“犹如一场
及时雨”。

让她喜出望外的是， 该坊的线下研
修学习， 多次邀请了省城名校的名师前
来讲座。通过工作坊培训，她明白了自己
与名师的差距在哪。

明确了差距，找到了目标，杨红奋起
直追。不久前，她报名参加了常德市青年教
师片段教学比武大赛。她与工作坊的名师、
学员一起讨论研究， 确定了 20个教学片
段。通过专家的精细指导和自己的努力，她
的每一个教学片段的视野和含金量都得到
了扩大，给学生带去了更好的学习体验和
收获。 最终，她取得该项比武的一等奖。

就这样， 她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
“常德市教学能手”、本土名师，她还与新
教师结对子、搞教研、发论文……“教师
的专业成长就是给教师最大的‘软福
利’。 ”杨红将自己的迅速成长归功于汉
寿县的各项教师培训工作。

“教师工作坊研修照亮教师成长路。”
雷常元认为， 当每一名教师都成为名师
时，才能教出有思想、有精神底气、有发展
潜力的学生，教育也才能均衡发展。

寝室成心育阵地
澧县教育局 2011年下发方案， 明确

规定完小以上学校要按规格建设心理咨
询中心，300 人以上的学校要配备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并将心理健康教育课列入课
程表，每两周至少安排一节课。 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要有方案有计划，有活动记录。

“大家能说出多少描绘情绪的词？ 越
多越好。 ”“快乐、喜悦、高兴、兴奋、激动”

“你们知道吗？ 汉语里，描述情绪的词有
200 多种”……11 月 9 日，李思萍的心理
课上，她与学生畅聊如何给情绪取名，引
导学生正确认知、接纳情绪。 学生在课堂
上积极参与讨论、测试，课后，不少学生
和她聊“情绪管理”这件事儿。

记者走访发现， 结合学生年龄特征
以及学校实际， 澧县各中小学校在长期
的实践中沉淀出了学校的“心育特色”，
帮助学生成长为积极阳光、 充满正能量
的阳光少年。

澧县一中 2015年起实行学生寄宿制
管理，4 栋寝室楼， 均配备 4 至 6 名生活
老师。该校心理咨询中心 3名专职心理教
师多次对他们进行主题培训，帮助生活老
师掌握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的具体方法。

除了日常课程外， 该校还将心理课

开设到了寝室。3 名专职心理教师经常深
入寝室，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困惑，挖掘
并激发他们的优势。他们从情绪情感、人
际交往、亲子关系等方面着手，引导学生
轻松应对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

记者从澧县教育局教研室了解到，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情况已被纳入教
学教研视导情况。 平时考核 100 分中，心
理健康教育占 5 分；年中考核 200 分中，
心理健康教育占 12 分。

课题引领专业成长
今年 9 月， 澧县复兴镇双龙小学学

生小肖进入四年级，开始寄宿生活。但一
个月的时间里，他以肚子疼、头疼等方式
多次请假，要求回家，抗拒寄宿。

该校心理教师熊玉林引导小肖在沙
盘游戏室里随意“组合”模型，并根据他
的“作品”进行心理疏通。几次沟通之后，
小肖逐渐适应寄宿制生活， 迈入正常学
习轨道。

准确辨析、及时给予指导，考验着心
理老师的专业素养。近些年，澧县教育局
注重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进行专
业培训，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澧
县近 10 万名未成年学子保驾护航。

此外，澧县教育局还编写了《中小学

心理辅导活动课教案》， 集中整理了 87
篇教案，从教案设计、具体教学环节等方
面供老师们参考。

各学校也在实际教学中， 紧贴时代
背景，设立课题，以教研推进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整体向前。

澧县一中《普通高中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构建的实践与研究》课题已结题，学
校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专题讲座、
主题班会等形式，培养学生坚持、真诚、
爱与被爱等积极心理品质。

今年，澧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申报
课题《运用心理辅导方法防治校园欺凌的
实践研究》， 结合校园欺凌的热点话题，计
划用 2年时间，搜集、分析个案，进行探究。

澧县教育局教研室一份统计数据显
示，2011 年至今，该县各学校、教育局机
关、二级机构共申报了 53 个课题，掀起
了心理健康教育一个又一个高潮， 不少
心理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得到专业成长。

心育战线不断延伸
8 月 8 日，澧县留守儿童心理援助项

目荣获全国首届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案例
评选十佳第一名， 将作为样本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励了
澧县所有心理教师。

据悉，2012 年，澧县（湘北）心理咨询
师协会承担了中华儿慈会“童缘”留守儿
童心理援助项目研究， 这是全国唯一一
个关注留守儿童的项目。“澧县是留守儿
童大县，从 2011 年至今，澧县关工委、澧
县教育局把留守儿童心理援助纳入工作
范畴，得到了澧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 ” 澧县教育局主任督学陈军告诉记
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澧县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在人力、 财力和物力方面给予
了不遗余力的帮助， 心理咨询师协会 50
多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长期开展活动，
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承办、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

在澧县， 关爱留守儿童的志愿服务
形式不断创新。 经澧县青少年校外活动
中心统一规划， 澧县教育局教研室委派
教育教研员统一协调， 澧县心理健康教
育送教到校活动于 5 月 6 日正式启动。
今年内，12 名授课教师将为 8 所学校送
去专业课程。

澧县教育局局长蔡业知表示， 心理
健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澧
县将继续探索， 开展全方位的心理健康
教育活动，在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
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取得更多实效。

澧县：点亮孩子心中那盏明灯
本报记者 彭静 通讯员 范道荣 叶明双

11 月 13 日晚上 7 点，澧县职业中专学校兰江楼六楼的心理咨询室内，专职心理教师李思萍正准备拆
开新买的心理学专业书籍，学生小李利用晚自习之前的时间来找她聊心事。 “在李老师这里，可以敞开胸怀、
畅所欲言、探讨各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能够得到安慰、理解和支持。 ”小李说，跟老师聊完之后，很心安。

这是澧县各学校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澧县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
以开齐开足心育课程、常态开展心育课题、提供心育志愿服务等为抓手，点亮孩子心中的明灯，塑造有理想、
有道德、有能量的新时代学生。

汉寿：教师工作坊研修照亮教师成长路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任晶晶

现在，“到教师工作坊去学习”是汉寿县一线教师眼中最时髦的事儿。
新时代，如何提高一线教师培训的时效性和贴近性？ 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呈现形式，汉寿县大力发展教

师工作坊研修（以下简称工作坊），并已走上了常态化的道路。
2 年时间，20 个工作坊，近 800 名优秀一线学员教师，100%研修合格率，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具有汉寿特

色的研训一体教师专业成长培养轨迹。 汉寿县教育局局长雷常元说：“教师工作坊弥补了过去‘学时有用，用
时抓瞎’的短期集中培训弊端，缩短了专家、名师与教师的时空距离，工作坊学员也成为了‘学习共同体’，有
效提升了一线教师的同心力、学习力、行动力、教学力和自省力。 ”

� 10 月 10 日，汉寿县初中语文教师工作坊在詹乐贫中
学进行研修。 图为谭嘉慧老师上公开示范课。 聂怡/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