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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的眼中，有这样一

类教师格外让人喜欢，让人尊敬：

他们谦虚好学，不断进取；他们教

学有法，干劲十足，精益求精。隆

回县花门街道城西学校团委书记

王文艳就是这样的典范。

“如果说选择音乐是偶然，那么选择

教师职业却是必然。”王文艳说，小时候

就常见外公因为自己没有当成教师而感

慨遗憾，那时“走上三尺讲台”的理想种

子便在小小的王文艳心中悄然萌芽。

2012年从邵阳学院毕业后，通过教

师招聘，王文艳成为了隆回县城西中学

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

虽然待在县城学校，但专职的音乐

教师也极缺，导致很多学生在音乐这一

块都是零基础。为了孩子们对知识渴望

的眼神，也为了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

教师，王文艳经常带着凳子去听其他老

师的课，上网观看优秀课例，学习他们的

教态，学习他们的教学设计，学习他们的

课堂组织能力，苛求每节课都要精心设

计，每节课都让学生有新收获，每节课都

做反思总结，因此熬夜备课已成了家常

便饭。

“做，就做最好！”“坚持，很难；坚持

下来，就难能可贵。”这是她自己和激励

学生的座右铭。经过努力，2015年参加

隆回县音乐教师比武，王文艳获得了一

等奖；2019年、2020年，参加县“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比赛，她执教的课均被

评为县级优质课，论文及教案多次荣获

市级县级一等奖；2020年，参与编写校本

课程获市级奖励……

作为学校音乐教师，经常要承担学

校大型的赛事和活动。每次接到上级任

务，王文艳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学

生突破自我，为学校争夺荣誉。2016年，

带领学生参加“湖南省青少年国学大赛”

时，身怀六甲的她到荷田请人写快板词，

并陪同做视频到凌晨两三点

钟，她编排的节目获邵阳市特

等奖，后又代表邵阳市到省里

参赛，荣获省二等奖。

2016 年，王文艳接到带领

学校合唱团参加市级“建班制

合唱比赛”通知时，离比赛只有1个多月

了，又是暑假期间，很多学生都不想参

加。有的要去外省看务工的爸爸妈妈，

有的家长不同意，说没人带孩子。她反

复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甚至将学生接到

自己家里包吃管住。由于学校没有专门

的音乐室，她跟另一个辅导老师顶着大

太阳，每天加班加点在大操场训练。功

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作品荣获市一等

奖。2019 年带领校合唱团参加隆回县

“快乐 3+1 合唱比赛”荣获一等奖；2019

年、2020年，辅导学生参加隆回县、邵阳

市“三独比赛”均获一等奖……王文艳先

后荣获省市县优秀指导教师、市级县级

优秀团干、县最美教师、县师德标兵、县

优秀支教教师、县校外先进个人、优秀党

员等荣誉称号。

民俗点亮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覃业彦 徐刚

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月12日大课间活动，一曲曲

振奋人心的经典红歌伴着孩子们快

乐的九子鞭舞，响彻在石门县罗坪

乡安溪完小上空。这是该乡中心学

校结合“民俗文化进校园”特色活

动，让党史教育进校园、生动融入土

家民俗舞中的一幕。

操场上，孩子们声情并茂地高

唱红歌，边唱边舞，舞步走成的

“1921”“2021”红色字样队形别具

匠心。

该乡中心学校校长葛相刚介

绍，本学期初，中心校敲定方案，组

织各中小学校开展以“学党史、颂党

恩、跟党走”“童心向党，逐梦新时

代”等主题党史教育系列活动，引导

学生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培养

感恩之心，激发爱党爱国热情，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各中小学校巧妙地

把党史教育进校园和民俗文化进校

园特色活动结合起来，师生们在快

乐歌舞中让党史内容耳熟能详、入

脑入心。

聚焦新课标
上“活”语文课
本报讯（通讯员 谭梅 唐琳）

永州市蘋洲小学202班42名学生

日前从“听课生”化身为“主讲

人”，纷纷登上讲台，在永州市小

语学科带头人唐琳老师的引导

下，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中华传统

节日的相关知识和趣味故事。

这是“走近中华传统文化综

合性学习课程”的一项重要环节，

课程采取以学生自由分组、收集

资料、展示汇报、教师点评等方

式，将中华传统节日的由来、习俗

和身边的故事变成课堂教学的

“活教材”。课堂上，学生们展示

着自己做的节日手抄报、家中长

辈写的春联、和家人一起做的清

明节青团、端午节粽子等，边介绍

边品尝起来，整个课堂气氛活跃，

充实又精彩。

在聚焦新课标的实践教学活

动中，这种实践性的教学在202班

已经不是第一次。不久前的一次

水果写作体验课程，42名学生被

分成7个组，各自观察所抽到的水

果，通过触摸、削皮、闻味、品尝等

方式，对水果进行具体的描写有

了进一步认识。

“语文课太好玩了，课堂上的

葡萄柚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果。”

学生谢欣原刚出校门就和妈妈分

享。看着孩子们的笑脸，家长纷

纷点赞：“这么好的活动，我也想

上语文课了！”

给植物佩戴身 份 证打造高效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张艺频）为进

一步提高教师常态化课堂的执教能

力，打造高效课堂，4月9日，桃江

县高桥小学开展了常态课展课活

动。

该校一年级教师李美灵执教的

口语交际《请你帮忙》、三年级何艳

老师执教的语文《花钟》等在现场展

示。针对常态化课堂在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惑，听课老师各抒己见，

大家建言献策，为课堂教学起到了

提质增效的作用。

铁腕治“三乱”
本报讯（通讯员 刘俊伟）为

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行为，

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

负担，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4

月12日，新化县孟公镇中心学校

召开教育“三乱”专项整治工作会

议，再次对乱补课、乱收费、乱订

教辅资料专项治理行动进行了集

中动员部署。

用慈利县第一中学数学教师朱田晟

骜的话来说，最近他讲授的三堂党史学习

教育班会课，“达到了我从教六年来从未

有过的课堂效果。”

一切还要从一则新闻说起。3 月 24

日，朱田晟骜在网上浏览到关于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标识发布的消

息，作为班主任的他下意识继续查阅标识

的相关资料，这背后是一连串蕴含着丰富

党史知识的“数字”。

“很兴奋，当时就觉得这是对学生进

行党史教育的好契机，迫不及待想给学生

们上一堂‘数’说党史课。”接下来的两天时

间里，朱田晟骜决定以“数”之妙，行“史”之

道，让最近稍显沉闷的课堂活跃起来。

3月26日晚自习，朱田晟骜照例走进

高三 558 班教室，却未立马翻开数学课

本，而是打开幻灯片，播放了一张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标识。“大家

在这个标识中发现了哪些数字？”

“100 和 1921-2021。”学生黄楠早已

按捺不住，举手答道，并接连与老师完成

互动，将自己了解的党史畅所欲言。

“数字‘100’构成标识基本造型，‘1’

以100度仰角呈现，寓意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在前进道路上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见课堂气氛在阵阵惊呼中

不断升温，朱田晟骜立即导入更多党史知

识，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主动发言，探寻

数字背后的故事。

课后，朱田晟骜布置大家去寻找更多

党史中的数字故事。而他也趁热打铁，筹

备起第二堂课“识图学党史”和第三堂课

“故事融党史”。

一个看似简单的党徽图案，却有着丰

富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同样能与数学知识

相结合。“党徽图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将一正方形分为 32 等分……”尽管所涉

及的数学知识量较多，但“识图学党史”课

上每名学生都聚精会神，汲取着新鲜的知

识。

“课堂成功后，学校里的前辈们都来

支招，建议我将党史知识挖掘得更深入，

并让学生提前预习相关内容。”几番请教

学习，朱田晟骜决定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先生 70 岁入党的动人故事融入课堂，引

导学生们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

三堂课下来，班里的学生对党史和数

学都有了浓厚的求知欲，还常在课后追着

朱老师“剧透”下一堂党史班会课的内容。

该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邢方荣同样对

朱田晟骜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创新探索，

给予了充分肯定：“三堂班会课，守正创

新，以‘数’之妙，引导学生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也激发出了他

们对党、对祖国的热爱。”

三堂妙趣横生的党史班会课
本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殷红艳

帮学生在音乐圣殿起飞
——记隆回县城西学校团委书记王文艳

通讯员 刘剑

近日，洪江市黔阳一中的生物组老师们为全校树木佩戴“身份证”，师生对校

园植物进行了普查，统计了校园树木的品种、数量、特征等，把生物知识学以致用，

为树木制定了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开展了一次别样的教研活动。

杨焰钦 罗冰 摄影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中小学组织开展“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部署开展系列教育活动，引导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即日起，本报特开辟“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专栏，展示各校如何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从小学党史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