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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面向”题词
与景山学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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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高考梦，
父子兵齐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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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成立
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勉我少年兮，前途万里今日行。

爱自由兮自治，爱独立兮自营……”6月

11日，在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一阵阵

铿锵有力的歌声响彻校园。学校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是学校的校歌，为楚怡

工业学校创始人陈润霖所写，距今已有

近百年历史。

近年来，新化县传承楚怡精神，已

经成为新化教育人的共识。

举全县之力，打造职教改革样板
“办公楼、教学楼、实训楼等建筑分

别被命名为爱国楼、求知楼、创业楼和

兴工楼。爱国，求知，创业，兴工。这是

楚怡学校创始人陈润霖先生所提倡的

楚怡精神，也是我们如今在新化县内推

广的楚怡精神的内涵。”在楚怡工业学

校校长罗荣的介绍下，记者得以了解学

校的建成始末。

1938年，陈润霖在长沙创办的楚工

因战乱回迁新化老家，在这里办学8年。

为了沿袭楚怡精神，2020年4月16日，湖

南省教育厅正式批复，将新化县职业中

专学校更名为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

“学校更名并非只是换块牌子，如

何传承楚怡工业学校的精神，难度不

小。”罗荣坦言，学校自更名以来，受到

各级党委政府与职能部门的密切关注，

要求对学校全方面植入楚怡元素，新化

县委、县政府更是举全县之力把楚怡工

业学校作为全国传承楚怡职教精神的

县域职教改革样板校打造。

推广楚怡精神，有了内核，但更需

要载体。

5年前，新化县职业中专学校校园

面积不足50亩，设施落后、专业不专、师

资薄弱，最低迷时只有几百名学生。从

2015年起，新化县筹资近2亿元，建设新

化县职业中专学校新校区即现在的新

化县楚怡工业学校，学校面貌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校园面积翻了5倍，学生

人数翻了10倍，教师人数翻了2.5倍。

（下转03版）

6 月 11 日，安化县梅城

镇完小教师、小学语文名师

工作室负责人陈碧霞的公开

课又一次受到青年教师的追

捧。像往常一样，这次听课

的不仅有该校的教师，连周

边学校的教师也慕名前来。

“是安化这片土地养育

了我，我想反哺这里。”朴实

的话语，道出了陈碧霞坚守

28 年的初心。获评高级职

称、评为特级教师，一路成

长，她感恩于老教师的传帮

带，在教学之余，她走上了助

力青年教师成长的帮扶之路。

“我只是想把自己的经

验分享给这些年轻人，让他

们变得更优秀。”带着这样的初衷，2018

年，陈碧霞在网上注册成立了小学语文

名师工作室，3年多来传达优秀课例90

多个。每一次录制微课，她力求尽善尽

美。有一次，为了录制微课《古诗新

唱》，烈日炎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不

开电风扇，也不开空调，仅仅是为了录

制的时候没有杂音。

在多年的实践中，陈碧霞总觉得线

上教学让她与教师之间难以有效互动，

2020年初，她成立了线下名师工作室。

“我要参加线上集体备课大赛，该

怎么弄”“想请你看看教学设计”……对

青年教师的请求，陈碧霞总是有求必

应。值得欣慰的是，陈碧霞培养的青年

教师在教学上均取得不错的成绩。

2012年，梅城镇完小教师李家琳刚

走上讲台，其驾驭课堂、解读教材的能

力还不强。针对这一情况，陈碧霞为她

“私人订制”了一套方法——读透教材、

进行教学设计、课文试讲，一步一步，帮

助她解决问题。

“在教学中，我发现自己的评价语

言贫乏、没有激励性，这也是导致我课

堂不生动的原因。”李家琳坦言。比如

在《永生的眼睛》教学中，在学生朗读完

之后，李家琳常说的就是“你真棒”“你

能读得更有感情吗”，针对她的语言没

有“吸引力”“引导性”，陈碧霞给她创设

了许多情景下的评价语，“从你的朗读

中，我看到了一个伤心愤怒的女儿”“你

读得字正腔圆，如果你的语速能稍微快

一点，就更能显出女儿的悲伤来”……

在陈碧霞的言传身教下，李家琳各方面

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终比不上

一群人走得远！”这是陈碧霞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近几年来，她送课下乡的足迹

遍布全县10多个乡镇的20多所学校。

线上线下，陈碧霞忙得乐此不疲。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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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因屈原而闻名，也被称为“中国龙舟名城”“龙舟故里”，龙舟运动在这里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形成了富有文化内涵的竞

渡运动。2020年9月以来，坐落在汨罗江畔的岳阳市正则学校将划龙舟和体育课结合起来，开设了“龙舟课”，为体育课赋予更

多的内涵，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图为学生们在正则学校体育馆上龙舟课。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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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学生首次参考

我省今年学考考生达87.73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