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专版
责任编辑：黄永新
美术编辑：王 玺
校 对：谭智方

03

说到主责主业，在“名优教师锻造行
动”中，天元区也做了不少有益尝试。

扩优提质“1+1”，城区学校和农村
学校“一对一”结对子，充分发挥优质学
校示范引领作用，开展送教下乡、课题研
讨、命题交流等活动。

覆盖全体教师的新课程新教材轮
训，为教师搭建了一个融学习、研究、培
训、交流为一体的平台，不断提升教师对
于新课程的理解力和执行力。

近年来，打磨区域教师培养体系，新
教师“星火计划”、成熟教师“火炬计划”、
优秀教师“灯塔计划”日益成熟。完善的
考评体系，让 19 个省、市名校长、名师工
作室在不同学科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培养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锻造
名优教师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两届“行知计划”后备干部班提拔了
43 名青年干部担任校级干部，激活了管
理干部队伍建设的一池春水，该研训计
划也称为天元区教育人才培养的精品项
目。

“《实施意见》发布后，给了我们一线
教师极大的鼓舞，区委、区政府对教育工
作的支持、对教师的深切关怀，让我觉得
作为一名教师真的是很光荣。”在第 4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天元区三门中学副
校长谭辉跃说，作为教育工作者，就应该
立足于本职岗位，兢兢业业、勤于钻研、
乐于奉献。

李剑勇 肖宇宜：

引领深耕
夫妻“神同步”

在天元区教育系统，有这样一对“神同
步”的青年“夫妻档”。

他们同为株洲市小学音乐学科带头人，
都曾荣获天元区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教师，都在湖南省戏曲课堂教学竞赛中荣
获一等奖。丈夫李剑勇在隆兴小学工作，妻
子肖宇宜在天元小学工作，夫妻二人勤奋敬
业，悉心育人。

一直坚守在音乐教学一线的李剑勇，教
学成果斐然。“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多
次荣获省、市级音乐教学竞赛一等奖……在
天元区“体育美育活力行动”蓬勃推进的今
天，把音乐课堂设计得有滋有味是李老师喜
欢琢磨的事。如今，李剑勇还是株洲市“双
名计划”小学音乐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带领
着一批年轻教师钻研音乐课堂。

如果说，李剑勇工作的关键词更多是
“辐射”“引领”，肖宇宜则是“深耕”。“课
比天大”是肖宇宜的座右铭。

2018年调动至天元小学后，她一直专注
于戏曲教学，坚持开辟新的戏曲课程资源形
态，构建新的课堂范型，让学生沉醉其中，
美美地听与想，快乐地唱与创。近年来，由
她指导的湘剧 《少年中国说》《沁园春·长
沙》 等多个剧目在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比赛荣获“最佳集体节目奖”。

诸多荣誉的背后是李剑勇和肖宇宜教书
育人的情怀、超出常人的付出与坚持，夫妻
间的理解与默契总能转化为同行的能量。

每当肖宇宜需要执教公开课、或参加教
学竞赛时，李剑勇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陪她试
课、修改，偶有争执时，也能在默契中化
解。

“外公林惠存是高中物理老师，父
亲谢奕是物理教研员，我现在也是天元
区的一名初中物理老师。”长沙市一中
株洲实验学校的谢林周说道。

谢林周说，第一次有想法成为一名
老师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当时，外公已
经退休，但每到教师节和年底，总有一
些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前来拜访，这种师
生情谊给谢林周带来了内心的触动。

成长过程中，外公和父亲的言传身
教，也让她发现“老师”这个职业可以
让孩子从懵懂无知变成学有所成。她意
识到当老师特别有成就感，做一名物理
教师的愿望在谢林周心中埋下。

谢林周考入衡阳师范学院那一天，
外公说：“你要做老师，就要做一个好
老师。”这句话鼓舞着她，“好老师”也
成为谢林周追求的目标。

如今，谢林周已经从教 8 年了，是
天元区初中物理教师队伍里的中坚骨
干。每每回忆起刚参加工作，接到学校
参加教学竞赛的任务时，她时常紧张、
焦虑、失眠……是外公和父亲一直在身
边鼓励着她，陪伴她，指导她。

谢林周和物理专业的缘分好像不止
于此，结婚后，她的亲人中又多了一名
物理老师——她的公公也是一名经验丰
富的初中物理老师。

“长辈们为三尺讲台奉献终身，是
我学习的榜样，也一直鞭策我前行。”
谢林周老师说，教育，就像一场接力
赛，每一代人都应该跑好自己的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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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力
量叫并肩作战，
有一种美好叫
双向奔赴。

他们是相
濡以沫的夫妻，
他们是共同成
长的伙伴。

今天，我们
一同走近天元
区的“教师夫妻
档”，看看他们
“小家”里有着
怎样的故事。

王向军 易艳辉：

求新教活
用心做教育

1993年，王向军和易艳辉从湖南
师范大学毕业，一同成为天元区的数
学教师。

从教 30 年来，“求新、教活，用
心做教育”是夫妻二人的工作感言。

“作为数学老师，要教给学生最
有用的东西就是数学思维。”多年的
教学经验，让王向军深有体会：有用
的知识是当学生走向社会，离开学校
若干年以后，不被忘记的知识。

王向军和易艳辉的学生无论是大
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在学校继续
学习，都感叹当年数学思维教育对他
们学习和工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工作中，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早
出晚归、以校为家；饭桌上，他们经
常探讨教学中的问题，数学教学的热
忱还延续到了家中；饭后，他们用休
息的时间编写校本教材。

有人说，最好的夫妻关系在于彼
此欣赏，王向军和易艳辉便是如此。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不能只做
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平面教师
’，更要做一个能给予学生智慧和力
量的‘立体教师’。”易艳辉说。

30年后的今天，王向军和易艳辉
已成为天元区教育系统的一对“明星
夫妻”，王向军是湖南省卓越教师、
株洲市数学学科基地主持人；易艳辉
是湖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他
们的成长故事，是无数天元教育人奋
斗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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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事，终一
生。

传师道，扬家
风。

在天元区，有
这样一些家庭，他
们扎根教育、代代
传承，他们承前启
后、矢志育人。让
我们走近部分优
秀“教育世家”，一
起感受他们的感
人故事。

“作为一名教师，我充
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

白鹤菱溪小学的陈力涵，是一名科
学教师。他的父亲陈曾平是白鹤学校的
化学教师、株洲市第五届初中化学学科
带头人。

谈及自己是如何走上教师岗位的，
陈力涵回忆起小时候的时光：“记得小
时候，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氛
围，那就是对知识的渴望与热爱。父亲
的生活似乎总是围绕着书本和学生。每
当夜幕降临，家中的书房便成了他最忙
碌的地方，备课、批改作业、阅读教育
书籍，他的身影总是那么专注而坚定。
而我，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跟屁虫，总爱
依偎在他身旁，好奇地翻阅着他手中的
书籍，尽管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其
中的内容。”

一直以父亲为榜样的陈力涵，在高
考后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和父亲同样的
专业：化学 （师范）。5 年的工作经历也
让她懂得了如何去真正了解、解读儿
童。她努力将每一个科学实验做得生动
有趣，将每一个科学原理讲解得通俗易
懂，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学激发学生对科
学的兴趣，在孩子心里埋下一颗科学的
种子。

孩子们的纯真以及对她无条件的信
任与喜爱，让陈力涵感受到了这份职业
的阳光和快乐，她也因此爱上了这份做
教 师 纯 粹 的 “ 职 业 幸 福 感 ”， 领 会 到

“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趣味。“作为
一 名 教 师 ， 我 充 满 了 成 就 感 和 幸 福
感。”陈力涵说。

“教育是接力赛，每
一代人都应该跑好自己
的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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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
稳、后劲就越足。

教育是一座城市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幸福指
数的民生面孔。当“有学上”成为现实，人民群众“上
好学”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基础教育提质扩优就成
为必然。

近年来，天元区聚焦教育公平、内涵提升、全面
发展、教育治理等深层次问题，以持之以恒的精神
直面难题。今年，出台《天元区构建教育高质量服务
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一个
体系，四个对象，五大行动”为抓手，不断将教育改
革向深处推进，让教育与株洲发展同频共振，跑出
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核心阅读

调研：提质扩优成为共识
对于天元教育而言，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快速

发展，教育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宏观政策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

面对新形势、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新目标、
新要求，可谓方方面面都时不我待，天元区为何紧
盯“教育高质量服务体系”做文章？

这还得从一次调研活动说起。
去年 3月，株洲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天元区委书

记邬凌云牵头，邀请区财政局、区文旅广体局负责
人和区内 8 所中小学党组织书记、校长一起组成调
研组，深入多所学校，实地了解天元区体育美育工
作开展情况。

调研中，一场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做深做
实的讨论全面展开。在调研组看来，天元区的学生
学业水平、科技创新、竞技体育、艺术展演等各类教
育发展指标虽位居全市前列，但仍存在不少短板。

在反馈会上，他们纷纷大胆发声，认为教育体
制机制改革迫在眉睫，区委、区政府应当拿出一揽
子举措，有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打造一批省市叫得响、老百姓满意的品牌学
校，区委、区政府责无旁贷，一定要有所作为。”邬凌
云现场承诺。

“站在天元区的角度来看，要下大力气解决教
育事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矛盾、短板和不
足，教育改革更是我们的现实需要。”邬凌云说，抓
好教育改革，不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
神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

美好的事情往往都是缓慢的，就像花的盛开、
果的成熟。

“的确，过去几年，天元教育走得很快，应该适
时放慢脚步，认真思考、谋划如何办好学生、家长、
教师都满意的优质学校了。”作为天元教育发展的
见证者、参与者，白鹤学校党总支书记何亩文深有
感触。

讨论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成为共识。
去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
见》，更为天元区推进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提供了精准行动指南。

破局：五大行动剑指发展“短板”

蓝图已绘，蓄势待发。
《实施意见》起草组认真梳理长沙等

地教育高质量发展经验做法，分管副区
长、教育局班子成员率队深入全区 45 所
中小学校调研、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
见，形成了天元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调
研报告。

报告深入分析了天元教育的成绩、
现状、不足和解决措施，认为优质学位资
源供给不足、学校办学特色提炼不多、教
师队伍内涵发展不够、教育教学质量提
升不快、艺体特色品牌质量不高等突出
问题仍然存在。对标梳理出的问题，区委

书记、区长 4 次组织专题议教会，讨论研
究实施意见的方向和细节。

经过前后 10 余次易稿，实施意见最
终提出了“一个体系，四个对象，五大行
动”的思路，即树立“服务学校、服务学
生、服务家长、服务教师”的工作理念，
通过“新优质学校培育行动、体育美育
活力行动、名优教师锻造行动、课程改
革提优行动、减轻负担关爱行动”构建
教育高质量服务体系，在各方面提出了
明确要求，随后天元区委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同步印发落实“五大行动”的具体
措施。

行动：筑牢教育发展之基

《实施意见》发布已近 9 个月，“五大
行动”推进得如何？

以“减轻负担关爱行动”为例，在时
任天元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现任市
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龙超俊看来，减
轻学校教师负担，除了教育部门以外的
非教育教学负担外，更需要刀刃向内，聚
焦教育系统内部给一线教师增加的负
担。

对全区中小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全覆盖式调研，全面了解一线教师工作
情况后，天元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了“一个方案三张清单”（《天元区减轻
学校负担关爱教师行动实施方案》《天元
区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天元区教育局
减轻中小学校和教师负担清单》《天元区
中小学校减轻教师负担清单》）。

严控学校内部会议次数，不得简单
以参会次数、App 学习积分高低等作为
教师绩效考核依据……天元中学校长李
佳玲表示，清单更是在倒逼学校管理者

思考如何提升教师队伍管理效能，而不
是用“简单量化”的方式来评价教师工
作。

同时，天元区还健全完善涉校项目
年度计划申报及“白名单”管理制度，全
区涉校“督检考评”和“进校园”项目压减
至 8项。

隆兴小学一班主任表示，以前，每天
下班到晚上 8 点都是检查各种微信群、
QQ 群，以防漏掉“打卡”任务的固定时
间。现在，这个时间变成了他的“头脑风
暴”时间，可以仔细琢磨课件，研究教学
提纲，提高业务水平。也有很多学校的老
师表示，基本上没有再接到要求投票点
赞关注等任务，能将更多时间用于教育
教学。

“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是构建教育
高质量服务体系的务实之举。”龙超俊表
示，希望能为教师做到真正减负，让教师
们把更多精力放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
去、放到立德树人的使命上去。

效果：培养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

天元区优秀教师和孩子们共读一本书

天元区天元小学教师工会活动，为老师减压

天元区“行知计划”后备干部培训班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