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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茶陵教育人的
精神传递出去”

8月 26日，来自茶陵的罗诚和谭科打包好满满的行囊，奔赴

新疆，开启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据悉，株洲市此次共派出 9 名

援疆教师，其中茶陵县就占 2人。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易常表示，一旦离开家乡，就是

派往新疆的一支强而有力的教育队伍。他勉励援疆教师在学校

结对、课堂教学、学生互动、教师引领等方面打出“组合拳”，把

更多的优秀文化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一定高标准完成任务。”来自茶陵县一中的物理教师罗诚

今年 50 岁，是此次援疆教师团队中的“老大哥”，他支教的学校

是吐鲁番市实验中学。29 年的教龄，让他有十足的信心完成这

项光荣的使命。根据安排，他除开负责常规教学，还要参与师徒

结对，为当地教师“传帮带”。

来自茶陵县桃坑学校的初中数学教师谭科，今年 27 岁，是

此次株洲团队中最年轻的队员。从教 7年来，他先后在茶陵县最

偏远的八团学校、桃坑学校工作，并担任学校副校长。他表示，

作为茶陵定向培养的师范大学生，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待。

也希望通过支教，共画“湘吐”教育“同心圆”，把茶陵教育人的

精神传递出去。

一边是对外输送“导师”，一边是对内搭建教师培养的“内

循环”。

借助“2025”专项计划和“双名计划”，截至 2023 年底，茶陵

县教育局已建成谭自云、段勇、龚成章三个名师工作室，陈建

林、谭迪松两个名校长工作室。在“国培计划（2022）”茶陵县心理

健康教育骨干教师提升培训工作坊研修高质量完成的基础上，

成立了中、小学 2个县级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

在名师、名校长的带动下，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得到有效提

升，特别是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成为新的中坚力量。

目前，茶陵县有特级教师 2 人，正高级教师 2 人，市学科带

头人 33人，市级名师名校长 5人，市级优秀教育后备人才 56人，

省级优秀教育后备人才 4 人，充分显示了茶陵教师队伍培养的

成果。

“让教师更有幸福感、
成就感、荣誉感”

稳定、优质的教师团队，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最好保障。近年

来，茶陵县中考、高考成绩稳步提升。2022年、2023年，茶陵县蝉

联株洲市“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优秀县市”。今年初，茶

陵县教育局又获得“株洲市数字化赋能教育质量提升工作先进

县市区”荣誉称号。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里，今年被北京大学录取的茶陵一中学

子邓羽希专门回到母校，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经验，同时对

母校优秀的教师团队致以崇高的敬意。

而邓羽希的出现，如同是茶陵尊师重教“全链条”上的一个

“闭环”：一批批甘于奉献的教师，树立了全县教师团队良好的

师德师风，守住了城乡教育差异的底线；一个个名师、名管理者

团队，孕育出更多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保证了全县教育的高质

量均衡发展；一项项关爱教育人的政策，又扩大了茶陵的影响

力，留住了大批人才，让更多优秀的教育人聚拢在茶乡这片土

地上。

如此一来，老百姓对茶陵教育的信任度更高，他们不必再

千方百计把子女带入城市。而留下来的优生，又成为茶陵各高

中的高素质生源，让越来越多的茶陵学子走进梦想中的高等学

府，办成人民满意教育。

群“雁”齐飞强众智。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茶陵县委书记邓元连指出，一

直以来，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矢志不渝、扎根基层，在平

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特别是受到各级表彰的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他们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像“领头雁”一样，

引领带动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齐心协力助推茶陵教育

事业高质量发展。

“教育家精神是教师的精神灯塔，也是新时代每个教师应

该秉持的职业追求。”邓元连强调，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

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他希望全县广大教师大

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探索教育

规律，创新教学方法，砥砺为人师表的厚德，提高善教善育的技

能，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努力成为

“学高”“身正”的有道之师。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三尺讲台，关乎未来。”茶陵县委副

书记、县长杨红兵表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教育事业

发展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大局意识，

不断夯实教师队伍，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师德师风建设，持

续营造和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希望全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引导广大学生立大志、明大

德、成大才、担大任。要耐心细心，不厌其烦，把各种经验、知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送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进行及时的“释疑”

“解惑”，让学生在成长的路上，勇敢奋进、平安快乐、圆梦遂愿。

茶陵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这方水土蕴养着求知好学的传统。

教育大计，教师为先。
茶陵县始终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

抓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拓
展教师培育渠道、深化教师交流轮岗、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打造了一批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9月 10日，是第40个教师节。本
报记者走近茶陵人身边那些平凡而又
朴实的一线教师，并通过他们的故事
和成长经历，感受茶乡教育人努力办
人民满意教育，重塑教育荣光的底气
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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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公布了 2024 年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茶

陵县界首中心小学陈艳辉上榜全国优秀教

师。

“一直以来，爷爷和爸爸都是我最好的榜

样，因此自己要努力完成教育人的坚守与传

承。”在“中国好人”“全国美丽青年乡村教师”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诸多荣誉背后，陈

艳辉对自己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愿意像

爷爷和爸爸一样，扎根农村，让这里的孩子们

实现更高的梦想。”

陈艳辉说，爷爷陈福远和父亲陈二文都

是界首中心小学的教师。她从父亲口中得知，

因离家距离较远，爷爷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

去学校，几乎以学校为家，大约一周才会回来

一次。

1983 年，爷爷先后被评为全国“五讲四

美”优秀教师、湖南省优秀教师、湖南省劳动

模范。1984年，又被评为株洲市优秀教师等荣

誉。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爷爷家满墙的奖状，

让她羡慕不已。

在爷爷的影响下，爸爸也把青春留在了

乡村学校。在他的光荣履历中，先后获评茶陵

县优秀教师、茶陵县优秀人才、株洲市最美乡

村教师提名奖、茶陵县“十佳乡村教师”，2012

年茶陵县人民政府绩效考核记“三等功”。

陈艳辉和姐姐读中学时，爸爸对她们的

愿望：一个救死扶伤，一个教书育人。最终姐

姐选择了学医，陈艳辉则毫不犹豫地在高考

志愿中填上了师范院校。

2013 年陈艳辉大学毕业后，毅然决定反

哺家乡，回到界首中心小学任教，实现了三代

人的传承。她仅仅上岗几个月，就把综合排名

靠后的班级，带到了全年级第一名。

2016年，根据学校的安排，陈艳辉开始利

用周末休息时间，为本镇无法正常入学的特

殊儿童上门送教。几年后，她和父亲骑着摩托

车翻山越岭送教的经历，成为一段佳话。

如今，陈艳辉先后送教的学生已有 22人。

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毕业，每年春节，她仍会挨

个走访，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送去新年礼物和

压岁钱。在外乡的亲人为了支持陈艳辉的善

举，也参与捐赠物资，让那些特别的孩子，也

能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为做到“应助尽助、一个不漏”，茶陵县不

断完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保障体系，2024 年

上学期，全县共有 71名送教老师对 76名重度

残疾儿童开展送教上门服务。

最近，陈艳辉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姐姐正好是医务工作者，或许，她和姐姐能

够来一次跨界的配合，探索‘医教结合’，让残

疾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为城乡均衡教育
探索突破口”

“儿时的经历，让我坚定地成为一名教育人，并努力

为城乡均衡教育探索突破口。”湖南省特级教师、茶陵县

云阳小学党支部书记谭自云，出生于 1975 年，老家在茶

陵湖口镇。读五年级时，父母将他转往县城求学。但多所

学校不愿接收，认为农村学生基础差，无法跟上进度。父

母想尽了办法，才找到一所接收学校。谭自云说，此后，他

发奋学习，毕业后回到茶陵从教，开始了一场关于城乡均

衡教育的探索。

2017 年，谭自云在担任茶陵县城一所知名民办学校

小学部校长三年后，又决定回到距离县城 20公里外的农

村学校——舲舫中心小学工作。但刚上任，就有 28 位教

师找他签字，要去城区工作。在苦恼过后，也让他更加坚

定信心，要找到缓解城乡教育差距的突破口。

为了“筑好梧桐树”，到任当年，谭自云就带着 36 名

教师，成立了“乡村青年教师俱乐部”，每周星期三晚上，

围绕上好一堂课、读好一本书、写好一篇论文、写好一笔

字、讲好一个教育故事、做好一个读书报告等“六个一”开

展活动。

这一年，俱乐部开展了 36 场活动，有 36 篇论文、36

堂录像课获得省市一等奖。在管理能力培养方面，他实施

1+N 模式，让学校行政人员带 N 个徒弟，锻炼教师管理

能力，就这样，学校人人都有舞台，个个都有盼头。

在这样的学习培养机制下，学校一大批青年教师陆

续走上管理岗位，其中还有多人被破格提拔，大部分去城

区学校当起管理人员。

2021 年，在茶陵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峭的提

议下，“乡村青年教师俱乐部”迎来了“升级版”——茶乡

夜话。

每期都会邀请部分学校管理者、老师和学生家长，走

进“茶乡夜话”教育访谈直播室，围绕一个教育热点话题

进行交流和访谈。这也成为建设高素质校长队伍，提高青

年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活动。截至目前，全县 50 余所中

小学的 100 余名书记或校长都参加过该栏目。不仅拓宽

了教学管理者的视野，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双减”背

景下的各种挑战，同时也为青年教师提供了一个学习和

成长的平台。

打破城乡教育不均衡的难题，2021 年起，茶陵教育

局推出“茶乡风采杯”课堂教学竞赛，设置了城乡教师师

徒抽签结对赛制，让老师由个人作战变成团队作战。

作为茶陵县教育局小学道法兼职教研员的谭自云

说，这独具魅力的竞赛规则，再一次将城乡教师紧紧“捆

绑”在了一起，成为乡村教师最生动的技能成长课。

“在这里，尊师重教
绝不是空话”

茶陵县一中副校长周华军是一名年轻的“90 后”，来

自湖南郴州。2014 年大学毕业后，被茶陵县教育局相中，

成为茶陵县一中高中生物教师。但仅仅一年后，父亲因病

去世，让他动了返乡的念头。

“这里教育氛围浓厚，还有开放包容的环境引才、育

才、留才。让我坚信，在这里，尊师重教绝不是空话，我也

更有信心留在这里。”周华军回忆说，当时恰好茶陵县为

外地教师提供了公租房，让刚刚工作而囊中羞涩的他有

了底气。于是他回到老家后，将妈妈和还在就读小学的妹

妹一同接到茶陵生活。

2017 年，周华军带班三年的考生在高考中交出了漂

亮的答卷，在全校排名突出。他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年级组

长，还成了学校的青年团支书。为增强外地来茶任教青年

教师的归属感，他每个月都会组织交流互动活动，让他们

把茶陵当成了第二故乡。

此后，他又被推荐参加茶陵县优秀青年干部选拔，成

为共青团茶陵县委兼职副书记，推动这样的活动在更多

学校开展。2019年，他被提拔为茶陵县一中副校长。

“不只是壮大了教师队伍，学历、专业水平也得到大

幅提升。”茶陵县教育局人事股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茶陵

县持续搭好“四海揽才”“校园招聘”“定向培养”等平台，

吸引了越来越多高层次人才加入。

2023 年，全县共新进教师 282 名。2024 年，又面向高

校应届毕业生招聘教师 60人，特别从湖南师范大学引进

“硕师计划”教师 6人，安置公费定向师范毕业生 131人。

同时，在生活保障上，茶陵兴建人才公寓、教师周转

房，解决了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政治生活中，在推荐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方面，也给教师群体更多的支持。

周华军表示，茶陵一中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大

学生加入，作为一名“新茶陵人”，会积极向他们分享自己

的美好经历，让更多教育人才留在茶陵，建设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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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努力完成教育人
的坚守与传承”

陈艳辉和同学们一同书写美好教育 课堂内外，谭自云的身边总是围着不少学生

2024年新进教师上岗前集体宣誓

（本版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茶陵县 2024年“茶乡风采杯”教师专业素养

大赛（笔试）举行，进一步优化教师知识结构

茶陵解放学校教师开展心理团辅相关

培训，不断提升教师队伍和学生心理素质

茶陵县学科骨干教师在华中师范大

学接受专业能力提升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