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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7日讯 今天，又
一批新生正式迈入长郡中学，即
将开启为期六天的军训夏令营。
当天上午， 学校体育馆三楼座无
虚席，2018级新生家长们正在认
真聆听“入学第一课”。这堂课的
主讲人是长郡中学校长李素洁和
党委书记杜慧。

“入学第一课”开讲前，家长
认真地填写着手中的调查问卷。
问卷涉及选择长郡的理由、 孩子
初中制胜因素、家长心理状况、家
长目标期待、 亲子关系等多方面
的问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份问
卷， 对家长当前的教育理念有一
个初步的了解， 在今后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 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家
长进行引导。”李素洁说。

现场参与的家长表示， 这种
方式非常有效， 既能反映家长真
实想法， 又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和
教学，最终受益的仍然是学生。

入学第一课上， 李素洁校长
谈到三个问题： 一是家庭教育与
学校教育的区别， 使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形成互补； 二是高中学
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以便学会
如何与他们沟通相处； 三是家长

如何面对高中生的子女， 使其在
长郡的三年更有收获。

杜慧则从家校关系的定位出
发， 提出学校和家庭之间应该努
力形成“家校命运共同体”，认同
共有的教育理念，达成教育共识。
她主要从学校的历史文化和育人
理念出发， 让新家长们对长郡这
所学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
还向家长们介绍了学校为学生搭
建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平台。

谈及参加本次“入学第一课”
的感受，1804班董锦熙爸爸表示，
孩子能在拥有如此厚重历史文化
的校园中读书，自然是一种精神品
性的浸润。“我期待长郡能引导孩
子们健康成长，为唤醒孩子们潜能
提供成长平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真正践行并成为一名‘爱生话、善
求知、忧天下、有作为’的人。”

“今天我对孩子的教育有了
一个全新的认识， 明白了孩子的
教育和沟通要随着孩子的身心改
变而同步改变。”1804班曹子栩同
学的母亲表示会把学校当作一个
搭档和伙伴， 一起共同努力实现
目标。
■通讯员 王剑 乔梦平 记者 黄京

对于41岁的贺昆英来说，迄
今为止的所有记忆， 都离不开一
个地方———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
二小，这是他工作的第一个单位，
也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从教20
多年来，贺昆英已换过五个单位，
现为博才咸嘉小学的语文老师。
贺昆英笑称，20余年的教学生涯，
让他见证了长沙基础教育的发展
变化。8月15日，贺昆英从柜子底
翻出一本相册， 里面的老照片藏
着不少故事。

【以前】
自己想办法做实验设备

“这是我来长沙照的第一张
照片，是1993年9月，我十六岁，
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当年
正值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
来一师求学九十周年， 所以学校
举行了盛大庆典。”贺昆英拿着一
张泛黄的老照片开心地向记者介
绍道， 他身后的青年毛泽东铜像
当时落成不久， 为了纪念那个特
殊的时刻， 也为了纪念人生进入
一个新的起点，拍下这张照片。

贺昆英回忆道，1998年6月从
一师毕业，8月分配至望月湖第二
小学任教，9月1日正式登上讲台，
教自然（科学）。除了教自然，还担
任学校的电教任务。当时，贺昆英
教四个年级的课， 要准备各种不
同的实验设备，可这些设备不全，
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做，
比如一些标本， 还有实验器材，尤

其是幻灯片。” 贺昆英老师说，那
个时候电脑还未普及，学校只有一
间电脑教室， 其地教室都没有电
脑，给学生上课除了挂图，就是幻
灯片了。“这种幻灯片是用专门的
透明塑料做成的，上面可以画画写
字，然后用幻灯机投影到幕布上。”

【变化】
信息量有时赶不上学生

时光荏苒， 贺昆英依然奋战
在教育的第一线。 令他最感慨的
是新技术带来的变化。贺昆英说，
互联网时代， 教室就是信息源的
接收地和传播地， 老师需要随时
调整教学思路，解答相关问题，当
然这对老师的考验更大。

随着“互联网+”和学校的云
平台运用，启发、讨论、参与式课
堂逐渐深入应用， 让学生学习突
破了藩篱。贺老师介绍，博才咸嘉
小学的“云课程”就采用了“云平
台”，进行课堂直播，学生可以在
家观看学习。

贺昆英坦言， 自己20多年的
教师生涯， 面对的学生已经有了
很大差别。“现在学生的认知途径
前所未有的丰富， 信息来源不再
局限于电视广播， 随时随地都在
接受信息。”老师的信息量有时还
赶不上学生， 需要不断地给自己
“保鲜”、充电。如今，他更加坚定：
教书育人是一生的主旋律，“因为
做一名教师，是幸福的！”

■记者 陈舒仪

教了20年小学，他说：当老师真幸福
十多年前，自己想办法做实验设备 互联网时代，老师的信息量有时赶不上学生

“十二五”以来，长沙市努力
办好每一所学校， 让每个孩子在
家门口就可以上好学校。 为了全
面提高学校办学品质， 早在2007
年， 长沙在全省率先出台中小学
标准化学校建设标准。2009年底，
启动合格学校建设。至2015年底，
共投入58亿元， 使全市1298所学
校， 包括教学点和非完小规模以
下的学校，均通过合格学校验收，
区域学校全部旧貌换新颜。 与此
同时， 长沙启动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提质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共投
入6.8亿元， 使全市460所薄弱学
校全面得到改造。

［老照片新生活］

长镜头

让每个学生
享受优质教育

“入学第一课”，家长来聆听
长郡中学成立家长学校，校长书记开讲

全国中学生物竞赛长沙市一中开幕
50名金牌选手将签约北大清华

▲ 16岁的贺昆英考入湖南省
第一师范学校时，在校园里的青年
毛泽东铜像前拍照留念。

受访者供图

本报8月17日讯 8月19
日是首届中国医师节，尊医重
卫成为最近的热点话题。长沙
市中心医院晏木云医生的一
张照片近期走红了。他是长沙
市中心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
的一位主治医师， 值完夜班
后，为了更好地救治有机磷农
药中毒的患者，用三张板凳拼
成的“临时床”睡在ICU里，继
续陪护病情随时变化的患者。

据了解，患者是一位60岁
的老人，邻居告知他用敌敌畏
喷洒到房间内可以消除蚊虫，
老人尝试后却出现头晕呕吐
等中毒症状，被家人送往长沙
市中心医院呼吸监护室。入院
时老人已陷入昏迷状态。 科室
团队立即成立抢救小组为患
者对症治疗，监测生命体征。

晏木云告诉记者，一些特
殊病人的病情观察需要寸步
不离，因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
变化，都可能需要及时调整治
疗方案。他连去值班室休息来
回更换衣服都怕耽误时间，于
是就干脆选择了寸步不离地
守候在病人身边，三个凳子搭
成一个临时床，并对接班医生
说：“我先眯一会，有情况立刻
喊我。” 同样加班前来巡视患
者病情的呼吸科医生谭洪毅
被眼前这一幕感动了，于是他
悄悄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刻
的画面。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符晴

本报8月17日讯 这是
一场生物学“大咖们” 的较
量。今天，第27届全国中学生
生物学竞赛在长沙市一中开
幕，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
的30支代表队共240名中学
生参加比赛。作为东道主，湖
南派出了两支代表队共16名
选手参与。 该项赛事是国内
中学生生物学最高级别赛
事， 由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
植物学会联合主办。 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
湖南省政协原主席王克英等
领导出席开幕式。

金牌选手将签清华北大

按竞赛规则，最终会有50
名选手获得金牌，成为新一届
生物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队
员， 明年寒假参加冬令营集
训， 再从中选拔出4名选手组
成2018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
中国国家队。与此同时，北大、
清华两所大学还将同此次竞
赛的50名金牌选手签约。

那么，这场高水平、高规
格的比赛， 究竟考些啥内容
呢？长沙市一中生物教研组组
长高建军介绍，比赛包括理论
和实验两部分，还增加了一些
与大学生物学有关的内容，既
考查参赛学生的生物学基础
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情况
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也
考查学生的生物学基本实验
技能， 以及学生的创造性、科
学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很多人对生物学知识

的掌握存在误区， 认为死记
硬背就可以拿高分。事实上，
这个学科的知识与生活息息
相关，无论是竞赛还是高考，
都越来越注重考察选手的分
析能力。”

生物学“大咖”湖南辈出

在7月下旬结束的第29
届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上， 中国队4名选手全获金
牌。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赵进东表示，
我国中学生的生物学竞赛水
平很强， 处于世界领先的地
位。与此同时，湖南也辈出生
物学“大咖”，以长沙市一中
为例， 该校已在国际生物学
竞赛中（含环境项目）获得8
块金牌和4块银牌，金牌总数
和奖牌总数全国领先。 魏迪
明、 谭旭和陈婷等一批杰出
青年校友从该校生物学竞赛
走入世界知名学府， 走向学
术研究最前沿。目前，在顶级
大学拥有各自的实验室，或
担任主要负责人。

今年我省将启动新高
考，高建军认为，新高考打破
“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同时
也可以让大家选择真正感兴
趣、有特长的科目，这也利于
促使更多对生物学真正感兴
趣的孩子， 加入到生物学竞
赛中来。 赵进东希望借助比
赛， 能够向全国青少年普及
生命科学知识， 提高大家的
生命科学素养。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江晓华

凳子拼成“临时床”
ICU现医生“陪睡”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