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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9 月 14 日上午，市二中校园

里，物理教师李惠正耐心给学生

讲解难题，每到课间休息时间，她

的桌子旁总是“门庭若市”。

从教近 20 年，李惠在三尺讲

台上，将物理这门学科的魅力展

现到极致。她相信，最好的教育是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唯有始终站

在学生身边，才能指引他们奔赴

最好的自己。

湘西支教 她线上教
学力保“初、高中两不误”

除了物理教师，李惠还有一

个身份——物理奥赛专职教练。

近年来，她培养了不少学生在全

国物理竞赛中摘金夺银。

去年，李惠主动申请前往湘

西矮寨支教，有同事问她，这边的

学生怎么办？

“我相信我的孩子们，虽然换

了个教学地点，但我对他们的日

常教学不会停。”李惠说，经过与

学校商议，最终决定以线上教学

和不定期线下辅导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教学。

在矮寨，李惠承担初二和初

三两个班的教学任务，每周要上 7

节课，外加 3 节晚自习辅导。其余

时间，李惠就安排线上教学，和市

二中的学生们通过电脑进行远程

教学。

写板书、放视频、播课件、学

生提问……一系列教学有条不

紊，作业则请班主任老师用手机

拍照扫描，李惠及时批改。

除了线上教学，李惠几乎每

周都要从湘西赶回来一次，与学

生进行线下交流，落实细节。从湘

西矮寨到株洲，近 500 公里的路

程，开车超过 5 小时，她就这样往

返奔走了一年。

李惠告诉记者，其实也要感

谢自己的学生大力支持，他们的

学习热情很高，很自律，自主学习

能力也很强，只要稍加点拨，就能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么长的时间，李老师一直坚

持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这种毅

力确实鼓舞了我们。”学生小陈说。

深有感触 她要教给
孩子的并不只是课本上
的知识

在湘西支教的过程中，李惠

感觉当地的学生或多或少都有

情感孤独的表现。家访过程中，

她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于单亲家

庭或者是留守儿童，父母过完年

就出去打工，下一次见面时又是

过年。

“很多孩子从未走出过矮寨。

有些知识点对于他们真的是‘纸

上谈兵’。”李惠说。

以 初 中 物 理 的 流 体 力 学 来

说，李惠想让学生们更直观地了

解流速大压强小。她以高铁为例，

讲解动车或高铁列车运行的速度

很大，带动车旁的气流一起运动，

气流的运动速度也很大，形成局

部低气压，这时当人靠近列车时

有可能会被低压吸入车底（或是

被外围高压压近车体），具有很大

的危险。

“老师，高铁是什么？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那一刻，李惠愣住

了。她真正认识到，作为一名支教

老师，她要教给孩子的并不只是

课本上的知识。

在那里，李惠也被当地教师

的敬业所震撼。虽然条件艰苦，工

作繁忙，但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

放在学生身上，从课业到生活，给

予了最大程度的陪伴。“每位老师

都没有怨言，将爱与温暖给了孩

子，让我也看到了真正的教育‘大

先生’的品质。”李惠感动地说。

回到市二中，李惠将自己的

支教见闻讲给学生，勉励他们不

仅仅追求个人的成长，更要有家

国情怀。“物理是一门科研的基础

学科，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好物理，

有大胸怀，未来在各行各业发挥

力量。”李惠说。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刘雅琼

“谁想吃葡萄呢？你要哪一颗呢？”9

月 14日上午，在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一间教室里，何果正带着孩子们上课。

她用抑扬顿挫的语气，和这些或患有自

闭症或智力障碍的孩子们，做起了课堂

游戏，以吸引这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中的孩子。

像这样的课堂，何果已经坚守了 20

多年。她说，看到孩子们有进步和成长，

总会有满满的幸福感。

融入

“这是前一天上课时，被学生抓伤
的。”当记者无意中看到何果手臂上几
道鲜红的指甲印时，她却淡定地说道。

“没关系，过几天就好了。”
何果出生于 1980 年，1999 年从浏

阳师范学校特教班毕业后，在株洲市特
殊教育学校开启了职业生涯。经过聋部
三年历练，2002 年，学校决定由她牵头
成立启智班。

既是班主任、任课教师又是生活老
师，从此，12个从 6 岁到 14 岁年龄不等、
认知低下、行为问题、情绪异常、缺乏自
理的智力及发展性障碍儿童走进了她的
生命。她也开始了学校启智教育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艰难探索与热烈追求。

“我仍然记得上课的第一天走进教
室，孩子们有玩口水的、有爬窗户的、有
疯狂乱跑的；有啃桌子角的，有不停拍
打自己脑袋的，还有趴在地上像狮子一
样吼叫的……哭声、喊叫声此起彼伏，一
时间让人难以承受。”与聋儿不同，患有
智力障碍的孩子常有“突发状况”。何果
说，除了手把手教这些无法自理的孩子
们上厕所、擦屁股、洗手、喝水，还要教
他们吃饭，陪他们洗澡、哄他们睡觉。时
常还要面对那些无法控制情绪的孩子
毫无征兆的人身攻击，咬伤、踢伤、抓伤
是常态，甚至被打耳光也是无可避免。但
随后更是心生悲悯……在那一刻，感受

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使命与挑战。

坚守

2011 年，何果接手学校启智部工

作。从教好一个班到建设好一个部门，

启智教育如何成建制专业化发展，这样

一个宏大艰难的命题摆在她面前。

为此，她深入探索生活化教学，构

建了“生活化课堂”；成立家长委员会，

开展家长培训，组织编印每月一次的启

智刊物《启智一家亲》；她还带领教师利

用暑假走访链接社会爱心单位，成立了

由二十多家单位组成的“爱心联盟”，带

领孩子们走入社会，参与社会融合。

今年 4 月 2 日是第十七个世界孤独

症日。何果对接公益协会，发起株洲市

2024年“蓝梦之旅，心语星愿”世界孤独

症日主题活动，倡导社会各界，提升社

会对孤独症的认知。这些青少年表演了

非洲鼓演奏，并共绘美好画卷，展示了

他们的阳光与自信。更是让他们的家长

看到了希望。

“特殊教育是社会文明的窗口，在

时代发展新征程里，如何构建普通教育

与特殊教育的共同体，成了我第三阶段

的使命与担当。”从 2014年起，何果连续

十年深入全市普通中小学开展随班就读

与送教上门巡回指导，为残疾孩子开展

入学能力评估，为特殊孩子家长提供公

益咨询与指导。她说，希望让他们不再特

殊，真正融合进普通教育。

收获

凭着爱的付出，何果的学生中，有

的从顽皮孩童，成了知书达理的青年，

进步显著。他们成长了，毕业了，成为家

里的好帮手。有的还走向社会，成为自

食其力的社会工作者。

“何老师教师节、中秋节快乐！”“老

师，我现在在长沙工作，欢迎你来玩。”在

刚过过去的教师节，何果的微信里都是

满满的祝福。有的学生已经离校 20 多

年，但仍然用吞吞吐吐地语音发来祝福。

付出终有回报。今年 8 月，湖南省

教育厅公布了湖南省第十二届特级教

师评选结果，何果光荣上榜。

好事成双。日前，2024年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揭晓，株洲市

特殊教育学校何果获评全国优秀教师。

何果说，这些孩子们可能没有聪

明的脑袋，没有正常的语言、行为、身

体，甚至有的没有最基本的行动能力。

大部分这样的孩子都不知道如何评价

老师，但他们会用一张张笑脸、一个个

热情的拥抱，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语言

“老师，我爱你”“老师，我喜欢你”给予

我爱的回馈。“我感动于孩子们，我爱

他们。”

用心为特殊儿童启迪智慧

全国优秀教师何果：
我感动于孩子们，我爱他们

全国模范教师李惠：
以物理之光 点燃创造星河

何果和学生在课堂上互动。 记者/戴凛 摄

李惠的物理课堂总是充满乐趣。记者/孙晓静 摄

日前，2024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揭晓。
我市有5名教师上榜。

近日，记者走近全国模范教师李惠（市二中）和全国优秀教师
何果（市特殊教育学校），梳理了她们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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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王芳芳

你可能不知道，坐落于仙庾岭下的

仙庾中心学校，其前身为黄氏族立求真

小 学 ，创 办 于 1905 年 。如 今 ，这 座 百 年

农村老校，登上了全国教育系统“最高

领奖台”。日前，教育部对 2024 年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

进行公示，荷塘区仙庾中心学校被教育部

授予 2024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

乡镇孩子的乐园

仙庾中心学校是荷塘区唯一一所集

幼儿、小学、初中于一体的学校。目前，该

校设有 15 个教学班。虽然校园里包含有 3

个不同学段的孩子们，但同学们学习生活

却井井有条，互不干扰。

“ 孩 子 们 的 文 化 成 绩 不 一 定 特 别

突出，但通过丰富的社团和时间活动，

他 们 一 样 阳 光 成 长 。”学 校 党 支 部 书

记 、校 长 王 益 军 介 绍 ，学 校 小 学 、初 中

部现有学生近 400 人，不仅有仙庾镇本

地 的 孩 子 ，还 接 纳 了 周 边 企 业 外 地 职

工的子女。

为了让孩子们阳光健康成长，该校

联合市十八中的老师来校为孩子们教

授美术、书法的专业技能。学校还大力

发 展 足 球 教 学 ，在 株 洲 市“ 市 长 杯 ”和

“区长杯”校园足球联赛中多次获得好

名次。孩子们在自己的成长“赛道”，绽

放出最美的光芒。

今 年 5 月 31 日 ，仙 庾 中 心 学 校 庆

“六一”书香艺术节暨乡村少年宫展演

活动举行。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的孩

子们同台“竞演”，收获了一份特别的儿

童节记忆。

校外的生活同样精彩。学校的孩子

们还经常前往“柏春葡萄园”开展研学

实践，学习葡萄种植技术，了解植物生

长奥秘。

目前，学校先后荣获全国乡村学校少

年宫、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湖南省创

客教育基地、湖南省生态文明校园、株洲

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田径)、株洲市劳动

基地示范校等荣誉。

师生共同健康成长

在校长王益军的手机中，存着不少爱

心人士的电话。

王益军说，学校有不少留守儿童和

贫困生，每期都会开展家访，了解他们

的家庭状况和心理状态。并积极对接爱

心人士和机构，争取为孩子们一些经济

支持。

同时，学校也通过多渠道争取社会支

持。今年 4 月，株洲市社科联为该校捐赠

了 200 余册图书，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学

校的图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阅

读选择，进一步促进他们的阅读兴趣和综

合素质的提升。

被关注的不只是学生。学校还积极组

织教师培训，开展多种教研活动，让教师

们也能更快成长。多年来，学校已走出全

国优秀教师 1名，省优秀班主任 1名，市级

优秀班主任 1名，市级学科带头人 3名，市

最美乡村教师奖 4 人，市最美乡村教师提

名奖 2人，市“百优教师”5人，区园丁奖获

得者 8人。

王益军表示，随着“双减”政策的实

施，“美好教育”品牌的推出，学校将不断

改变思路，发挥农村学校优势，创新教育

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农村孩

子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推动乡

村教育事业发展。

“小”学校的“大先生”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仙庾中心学校小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汤校阳 易凤

近日，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内

一片热闹欢腾，来自全国各地的 3400 余

名 2024 级新同学心怀梦想，来到株洲，他

们要在新的人生赛道上逐梦远航。

精准服务
让新生感受“家”的温暖

早 上 七 点 ，城 市 初 醒 ，该 校 师 生 志
愿者们就出发前往武广株洲西高铁站
和 株 洲 火 车 站 接 站 点 ，热 情 等 候 新 生
到来。

“ 欢 迎 来 到 湖 南 铁 路 科 技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家 乡 是 哪 里 ”“ 有 什 么 困 难 ，
及时和老师沟通”……在多个迎新点，
该 校 党 委 副 书 记 、校 长 陈 彬 详 细 询 问
新 生 个 人 情 况 ，勉 励 他 们 在 该 校 学 习
知 识 ，增 长 才 干 ，放 飞 梦 想 ，开 启 美 好
大学生活。

在 铁 道 供 电 与 电 气 学 院 报 到 点 ，
2024 级“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高

职 本 科 试 点 班 新 生 们 ，正 在 办 理 入 学

手续。

“大家为什么选择了湖南工学院和湖

南铁科职院的‘楚怡工匠计划’高职本科

试点？”面对记者的提问，新生们表示湖南

铁科职院良好的师资力量、先进的教学条

件以及对学生科学的培养规划都很吸引

自己，他们希望通过四年的学习成为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 校 园 内 ，志 愿 服 务 点 遍 布 ，身 穿

红 马 甲 的 志 愿 者“ 一 对 一 ”全 方 位 服

务，无缝对接，让报到新生入学之路畅

通无阻。

宿舍楼内，工作人员“扮靓”大厅与楼

道，推开宿舍门，窗明几净的房间让新生

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

“学校组织安排了 200 余名志愿者，

精准服务，迎新又‘赢心’。”该校学生工作
处处长李平介绍，希望新生自踏入校园就
能切实感受便捷、智能、舒适的服务体验
和家的温暖。

AI助力
“铁奔奔”又潮又贴心

初入校园，家长和学生都有不少疑
问，如何在线缴费、食堂有哪些特色餐厅、
新生入学教育涵盖什么内容？

报到现场，机械设计专业的大一新
生罗其林不慌不忙，直接登录钉钉“铁奔
奔”的 AI 智能助理界面，与 AI 进行“面对

面对话”。

“铁科有哪些区域？”“铁科伙食怎

么样？”很快就得到“铁奔奔”的回答：轨

道交通国际共享实训基地、体育馆、党

建广场、铁峰山、润心湖等等。食堂汇聚

了天南地北、中西结合的风味美食，涵

盖大众菜、秘制烧腊、蛋包饭、牛肉饭、

肥汁米线、西北面食、特色小吃等，你值

得拥有。

“和大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问

题，‘铁奔奔’既‘博学’又健谈。它能让

我 很 快 适 应 大 学 生 活 。”罗其林满意地

表示。

“‘铁奔奔’AI 迎新挺有人情味的，我

问了到学校报到的交通方案，它回答得很

详细，还说了从汽车站打车过来要多少

钱。”新生陈彦如笑着说。

该校信息中心主任沈坚勇介绍，“铁

奔奔”AI智能助理是数创先锋队学生团队

在该校信息中心老师指导下开发，能提供

“一站式”的报到信息解决方案。

“接下来要加大知识库建设力度，让

AI 知道的更多，这样就能回答得更好，同

时增强对大二大三学生的回答水平，做

到既实用又有趣味还能有思想性。”“铁

奔奔”AI 智能助理系统开发老师廖宇俊

这样说。

精准服务 AI创新

湖南铁科职院上“新”了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胡李博 李晓岚）

“全县上下要重基础、讲实效，

真 正 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把

准教育方向，优化教育资源，深

化教育改革，建强教育队伍，守

好教育底线。”日前，攸县主要

负 责 人 在 教 师 节 座 谈 会 上 ，要

求 广 大 教 育 工 作 者 ，要 切 实 担

当 起 时 代 重 任 ，肩 负 起 神 圣 使

命，开拓进取，勤勉奉献，共同

为全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年来，攸县教育系统主攻

提优教育质量不松劲，致力赋予

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

更深刻的内涵，让攸县教育品牌

更加闪亮。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

性评价办法，揭开教育质量评价

改革大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

提优教育质量相辅相成，推动攸

县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教

师培养方面，实现了从引名师到

树名师的根本性转变，为提优教

育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该县组织了 744 名基

层学校书记（校长）、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参加教育系统管理干

部业务考试。通过协同共享，优

办校水平。主要以城区优质学校

结对帮扶农村薄弱学校为主要

形式，建立八大教育集团，推动

优质教师资源、课程资源等共建

共享，整体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加大了对教育集团在信息化、教

研、课改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统

筹推进了教师交流，鼓励城区学

校到农村学校交流任教。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
凛 通讯员/雷丽 谭斌斌） 日

前，记者从茶 陵 县 在 第 40 个 教

师 节 教 育 大 会 获 悉 ，该 县 将 统

筹好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关

系 、处 理 好 普 通 教 育 和 职业教

育的关系、考虑好锦上添花和雪

中送炭的关系，抓好教育总体布

局和资源优化，全面提升教育治

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在教育大会上，该县教育工

作者观看了教育工作宣传片，优

秀学生、优秀教师、优秀教育管

理者代表先后作了典型发言。

近年来，茶陵县高中教育质

量不断提升，该县一中、二中、三

中在 2023 年均获评“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优秀学校”，茶陵一

中还挂牌“华中师范大学优质生

源基地”，并与南京大学达成基

地共建框架协议。茶陵职业中专

与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结对帮扶，打造“3+2”分段制贯

通培养直通车。茶陵县还被评为

湖南省平安校园建设示范县，为

株洲市唯一。

此 外 ，该 县 还 蝉 联 株 洲 市

“普 通 高 中 教 育 质 量 综 合 评 价

优 秀 县 市 ”“ 普 通 高 中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优 秀 县 市 ”，再 次 跻 身

株 洲 市 高 中 教 育 质 量 建 设 第

一方阵。

该 县 教 育 大 会 还 指 出 ，全

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教育

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树立“经

济 发 展 、教 育 先 行 ”的 大 局 意

识 ，勇 于 担 当 教 育 事 业 承 载 的

时 代 使 命 ，推 动 教 育 事 业 高 质

量发展。

攸县：
深化教育改革 建强教育队伍

茶陵：
全面提升教育
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