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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改革发展巡礼湖南教育改革发展巡礼

——邵阳市优化高中教师队伍建设侧记

下好强师下好强师““先手棋先手棋””

（上接01版）
“9点15分开始上课，我们在8

点50分才接到电话。”10月中旬，
视导组又走进新宁县第二中学，副
校长舒刚平对这次教学视导印象
深刻：“真正的不打招呼、不提前通
知，听谁的课？听哪节课？都是现
场根据课表随机选择。”

新宁县第二中学是一所位置
偏远的农村高中，很多老师甚至是
第一次被市级教研员听课。“这不
仅体现了市局领导对我们农村高
中的重视，更是对教师专业成长的
鞭策与激励。”学校校长徐运杰告
诉记者，该校近两年累计招聘新教
师 60 余名，补足了师资不足的短
板。但如何帮助新进教师快速成
长，一直是困扰学校的现实难题。

“视导专家在听课后与教师们及时
沟通，明亮点、指不足、给建议，对
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执教水
平和课堂教学能力大有裨益。”

“新宁二中的情况并非个例。
近年来邵阳市通过公开招聘、公开
选调、人才引进等多种途径大力引
进教师，保障高中教师队伍人才储
备,青年教师已成为教学主力军。”
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
斌告诉记者，“我们在一些县中调
研时发现，面对新高考、新课改，年
轻教师面临很大的适应压力。通
过教学视导，可以帮助他们尽快打
牢基础、站稳讲台。”

在教学视导结束后的座谈会
上，视导组联合新宁县教育局及全
县其他高中学校共同开展了座谈
会，就调研中发现的学校管理、课
堂教学、教育教研等问题进行反
馈，为学校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
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方向。

过去一年时间，邵阳市教育局
联合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成
专家组深入课堂一线，累计听课
1800多节。“除了转变听课方式，我
们逐渐将目光从省示范性高中、城
区优质高中转向县域高中，尤其是
偏远乡镇薄弱高中，将最新的教学
理念和教育管理方法辐射至每一所
学校。”陈代林告诉记者，下一步，市
教育局将强化质量、精准把脉，实施
全学期、全学段、全覆盖的教学视
导、质量监测和质量分析，全力提升
师资水平，努力开创高中教育工作
新局面。

强化培训，搭建成长阶梯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离不开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
“学校教育应有大格局、高境

界、宽胸怀和家国情结。要努力寻
找适合学生的教育，去点燃、去唤

醒、去引领、去探究、去实践。”这是
去年 12 月底，在华东师范大学参
加“邵阳市教育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高级研修班”后，隆回县第二中学
校长廖敦燕的切身感受。

教育管理核心人员是学校发
展的关键引领者。近年来，邵阳市
大力提倡“教育家”办学，积极推动
高中学校书记、校长外出培训学
习。市教育局先后联合清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知名学府打造“教
育管理干部领导力提升研修班”，
旨在提高教育管理者的专业素养
和管理能力，实现由管理型、行政
型向专业型、专家型转变。

“与过去相比，这两年学校领
导干部外出培训的次数明显增加，
内容涵盖了管理者领导力提升、创
新人才培养、基于核心素养提升的
学校课程建设等多个方面。培训
开阔了视野，激发了对教育的思
考。”隆回县第一中学党支部书记
赵旭红告诉记者，去年在清华大学
参加研修后，他深刻感受到师德师
风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性。培训
结束后，他立即在学校开展了师德
师风专题教育学习，成效显著。

通过外出学习，各高中学校的
书记、校长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专
业能力，还带回了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管理经验，将所学知识转化
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强大动力，引
领学校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不
断创新。

在教育管理者为治校办学蓄
势赋能的同时，一场业务知识大
比拼也在促使全市高中教师投入
积极学习的“风暴”中。11 月 14
日，在新邵县第一中学，地理教师
胡艳萍写完教案后，又拿出了一
本高考真题册练习真题，为年底
的邵阳市高中教师业务知识测试
做准备。

自2022年秋季学期首次在全
市范围内举行高中教师业务知识

测试后，今年
将是第三次
进行全市组
考。此前两
次考试，新邵县第一中学教师的测
试成绩均排名前列。秘诀在哪？
学校教学副校长陈超前解释，该校
早在 2017 年便实施“师生同考”，
每年为教师购买真题资料，要求师
生同步做题，倒逼教师主动研究高
考真题和课程标准，把准教学方
向。“新高考改革需要教师不断研
究和思考。通过统一测试，教师们
主动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
平，近年来，学校高考质量也迈上
新台阶。”

“不学习就落伍，这是一个自
我挑战的过程。”新邵县第一中学
高三语文教师李达飞向记者坦言，
一开始确实觉得有负担，存在畏难
思想，但在练习真题时，他也发现
自己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新高考改革后，阅读材料和出
题形式都有很大变动，教师要改变
套路化的教学模式，把握好教学重
难点，为学生‘掌好舵’。”

结对帮扶，厚植生长力量
11 月 14 日，记者走进洞口县

第九中学，被这里充满青春活力的
氛围深深吸引。操场上，运动健儿
挥洒汗水，刻苦训练；声乐教室里，
老师细心指导，学生手捧曲谱，放
声歌唱。学校集艺术、体育、国防
教育为一体，以独特的办学特色赢
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回望过去，洞口县第九中学的
办学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以前，家
长宁愿让孩子去打工也不想送来
九中读书。”洞口县教育局副局长
米赛男告诉记者，面对现实，洞口
县教育系统勇于担当，积极寻求变
革，提出全县高中教育资源共享的
设想，通过结对帮扶，加强高中优
质学校与薄弱学校的校际交流，推
动县域高中整体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升。

这一设想的实施，为洞口县的
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年
4月2日，省级示范性高中洞口县
第一中学与洞口县第九中学举行
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两所学校定期
开展教学交流活动，一中的优秀教
师定期在九中进行示范课展示；同
时，九中的教师也会走进一中进行
学习，通过实地参观和课堂观摩，
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随着教学资源共享的不断深
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得到成长，校
际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洞口县第一中学校长李良林

说，从最初的结对帮扶到资源共
享，如今洞口县域高中的校际交流
已经转变成共同进步。“我们会把
自己做好的教案资料给九中的老
师参考，他们有时也会派体育、艺
术教师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相互
补齐短板，实现共赢。”

“如今，两校间的交流合作形成
一股强大的合力，越来越多的高中
学校参与进来，独特的洞口‘校际交
流朋友圈’逐步形成。”米赛男介绍，
在洞口县教育系统的共同努力下，
该县的高中教育质量取得了显著提
升。2024年的高考，洞口县不仅实
现了本科上线率、本科录取率的双
提升，还在单科突破、高分突出、招
飞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帮扶县中振兴，推进优质均
衡，邵阳市各地通过组建教育联
盟、开展集团化办学、城乡结对帮
扶等方式，充分发挥优质学校在师
资培训、教学引领和教育管理中的
示范作用，帮助县中缩小教育差
距，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作为城区优质高中，邵阳市第
一中学每年依托名师工作室开展
送教下乡活动，并选派教师定点支
教，开展“手拉手”结对帮扶。“每年
参加支教的教师不仅有英语、数学
等文化学科的，还覆盖了心理、体
育等学科。”邵阳市第一中学副校
长杨易军说道，教师们通过线下送
教、网络教研等形式，创新开展集
体备课、教学诊断、主题研修等活
动，有效促进乡村薄弱学校教师专
业成长。

这个学期，该校心理健康教
师梁珍便在新宁县第二中学开展
为期一年的支教。“本学期已开展
了两次集体教研，教师们积极性
很高。”梁珍说，新宁县第二中学
已建成完备的心理健康教室，正
计划申报心理健康示范学校，教
学之余，她和学校的心理健康教
师设计各类团辅活动，“争取把这
些资源利用好，为乡村孩子撑起
心育蓝天。”

振兴县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县
中教师队伍建设也是一个长期过
程。邵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恒荣说，邵阳市将继续狠抓高中
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师德师
风，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事
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市提供
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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