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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
曾艳 黄薇）“我的蘑菇长出来啦！”近日，何

家坳小学七彩百花园的小志愿者们，带来了

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学校七彩百花园劳动

综合实践基地的蔬菜种植课程活动。

蘑菇种植乐趣多
光秃秃的蘑菇包能长出蘑菇来吗？9 月

下旬，学校的百花园里多了一排蘑菇种植

架，同学们充满好奇。

在百花园实践基地老师的指导下，志愿

者们了解了蘑菇的品种及生长习性。他们采

用了蘑菇种植的三种对照组方法，有划口剪

袋种植法、立式拉袋种植法、土培种植法。前

两种方法通过毛巾覆盖喷水保湿，每天根据

温度不断调整蘑菇包的湿度，还有控制蘑菇

包通风和见散射光的亮度。在精心的照护

下，蘑菇的一个个凸起的小芽点就冒了出

来，三五天时间就发生了大变化，蘑菇迅速

长大。有灰平菇、红平菇、榆黄菇、灰姬菇、金

针菇等，这些蘑菇形态各异，颜色鲜艳，十分

好看。

每天早上，学生们都会去观察蘑菇的变

化。老师又在全校招募了几十名蘑菇生长观

察员，每天写观察日记。第一茬蘑菇长大后，

在后勤部门的帮助下，老师和志愿者们还一

起分享了蘑菇的美味鲜汤，品尝到了自己劳

动的果实，学生们很是开心。

校本化整合劳动课程
国庆节期间，学校又推出了十一劳动周

综合实践活动。学生志愿者把蘑菇包带回家

继续种植，近距离地接触、观察蘑菇生长。

同时，还开展了最美的花卉、中国传统

中草药四格图解活动，学生通过手绘、收集

图片资料等方式，高质量地完成了各种花卉

外形和特征、中草药的外形和疗效的图绘和

分析，加深了学生对花草的喜爱之情，以及

对传统中草药的了解。老师还发动全体学生

在家观察绿豆发芽的全过程，并进行图文记

录。

该校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

性劳动”三大类劳动教育内容进行校本化整

合，以七彩百花园劳动为特色，形成了七彩

劳动课程。其中包括了五个劳动子课程，有

植物种植、创美生活、非遗工艺、坳上科创、

志愿服务。学校每年在“五一”“十一”期间会

开设劳动周，开展劳动综合实践系列活动。

并整合实施“劳动﹢N”课程，将劳动教育融

入其他学科、中国字工坊、课后服务等。

学校还开发了多项有意义的劳动实践

活动，如绣球花苗扦插、制作摘枇杷神器、孵

小鸡等，这些活动联系生活实际深受学生欢

迎。学校的劳动课程通过多学科融合，多渠

道交流，从部分志愿者实验到全校学生积极

参与，不断提升学生劳动幸福感、成就感。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
凛 通讯员/董瓒 易霜英） 秋天来

了，金灿灿的稻谷成熟了。日前，市

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东校区）学

生走进市农科所，了解了农业科技

的应用，并体验了劳动的乐趣。

农田和果蔬大棚里挂满了金

灿灿、红彤彤的果实，收割机在田

间轰鸣作业……此次劳动实践课，

同学们在农科所里目睹了秋收的

壮观景象。

在农科所王淋玉等老师的引

导下，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不同稻谷

的产量，还学习了稻谷品种差异及

其背后的科技研发历程。

王淋玉介绍，经过多年的努力

和科技研发，现在已经成功培育出

多种不同口感、营养价值和产量的

稻谷，不仅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

还有了更多余量。活动中，同学们

还体验了收集稻谷，感受了劳动的

艰辛与快乐。学校负责人介绍，通

过劳动实践课让学生走进生产一

线，让他们亲身体验劳动带来的快

乐，感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从而培

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和科技素养。

隆兴小学
这场特殊“拜师礼”有新意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罗樱莎 莫
晶晶 李莹璐）青蓝共携手，桃李绽芳华。近日，天元区隆

兴小学举行“青蓝工程”教师结对仪式。

该校党委书记彭海英宣读 2024—2025 年师徒结对

名单，并为师傅颁发聘书。递拜师帖、互绑丝带，一根根丝

带仿佛如一条条纽带，象征着师徒之间紧密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徒弟们复原古代拜师礼——“束

脩六礼”。送芹菜寓意勤奋好学，送莲子寓意理解师傅的

苦心教育，送红豆寓意对教育事业揣有一颗红心，送枣子

寓意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送桂圆寓意圆满完成各

项教育教学任务，送干瘦肉条表达弟子心意、感谢师恩。

老教师们向新教师们表示感谢，认为新人们的礼物“有新

意，有想法”，并回赠书籍，希望徒弟们能在书本的指引下

积累更多的知识。

“一定用心学，潜心悟，尽心行。”新教师罗晶老师作

为徒弟代表发言。罗婷老师作为师傅代表发言，她表示

作为师傅，将率先垂范，认真履行师徒结对协议中的职

责，将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倾囊相授，也与徒弟同进步，

共成长。

新教师们向结对师傅送上“束脩六礼”。

通讯员/王鹤书 供图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
彭新华） 10 月 11 日，乡村振兴“新农人”袁

鹏，和“高职生逆袭成为博士”的匡敏球两位

校友，共同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 2024 级

全体新生带来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大思政

课”。此次课程以“现场讲座+线上同步直

播”方式开展，1 万余名学子同上思政课。

袁鹏是株洲市翊彬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他向在场学生介绍了求学经历、工

作经历等，并从“新时代是平台、新理念是支

撑、新技术是保障”三方面为大家分享了他的

创业之路和经验做法。他向同学们提出四点

建议：珍惜当下，努力学习；勇于尝试，敢于创

新；关注社会，勇于担当；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匡敏球以学长的身份，分享了他从专科

生到博士生的蜕变历程和未来三年规划。他

还深情寄语母校学子 ：“心怀梦想 ，勇往直

前。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挑战与

困难，都要保持纯真与热情，坚持不懈地追求

自己的梦想。”

在现场互动环节中，该校多位学生代表围

绕时间管理、学习方法、成长挑战、实践锻炼、

创新创业、人生规划等方面问题，与袁鹏、匡敏

球进行了积极互动。

同学们表示，通过本次“同上一堂大思政

课”，感受到榜样的力量，明白了新时代青年学

子所肩负的时代使命。

近年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不断在思

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把大国工

匠、劳动模范、学术大师等代表“请进来”，为大

学生传递人生感悟。同时，把讲理论、学理论

融入科研及教学中，把课堂搬到车间里、田野

上，让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欢、终身受益的

课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
讯员/罗军） 听老党员分享初心故事，

近距离感悟爱国情怀。重阳节，市南方

中学部分学生代表走进学校退休老党

员张秀英的家中，上了一堂“行走的思

政课”。

张秀英今年 88 岁，虽然她出生于

贫苦家庭，但在求学路上，得到了党和

国家的支持。1962 年，她从西北工业大

学毕业，并先后当过厂矿技术员和中

学教师。198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

年在南方中学退休。

低调做人，艰苦朴素，无私奉献，

是张秀英身上最明显的印记。张秀英

的丈夫是一位军人，但婚后不久，在战

场牺牲。乐观、坚强的张奶奶不但没被

生活的苦难打倒，还一直不忘感恩回

报社会，用自己乐观的人生态度引领

着周边的同事。她用节省下来的工资，

帮助很多贫困学子和其他需要帮助的

群体。

“要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科技

武装自己，守卫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

严。”张秀英在与同学们交流中说，如今

祖国强大，安定祥和，经济飞速发展，人

们生活幸福，但千万不能忘记那些为国

捐躯的人。年轻人要走出舒适圈，不断

历练本领，担起民族复兴大任。

同学们表示，听了张奶奶的故事

后，感受颇深。这样“行走的思政课”，

不仅是一次感恩之旅，更是一次成长

之旅。

积极促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高职院校负责人
带队“访企拓岗”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加强校企沟通，促

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日前，我市各高职院校陆续开展

“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由校领导带队走进毕业生实习

或就业单位，了解学生工作状况，倾听企业发展需求。

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光启尖端装备有限公司，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尹万建带队走进机加

车间、装配车间、电装车间和电磁测试部等场地参观，体

验公司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化生产模式；详细了解学校在

该公司的第一批顶岗实习学生的培训情况，慰问学生代

表，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在校企座谈会上，尹万建表示，将加强与企业交流，

进一步扩大合作深度与广度，探索在人才培养、实习实

训、就业创业等领域的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不断形成校

企合力，共同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努力为企业发展提

供人才支撑。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彬

近日带队赶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走访中国

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城市轨道集团

有限公司，就学生就业、人才培养、校企合作等议题展开

了深入交流与合作洽谈。为学生争取更多实践机会和高

质量就业岗位，推动校企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15堂精品课例集中展示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张旸怡雪）

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探索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近日，我市 2024 年

度精品课例直播展示活动在市二中莲花中学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教育局主办，天元区教育局承办，市教

育技术装备所组织，吸引了来自各县市区教育局代表、学

科专家、信息技术专家和教师的广泛参与。

本次活动共有 15 堂精品课例进行展示分享，分别来

自小学音乐、小学美术、初中化学、初中生物和初中物理

等学科领域。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向全市乃至全国的观

众展示了株洲市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探索与成果。

市教育局副局长罗裔表示，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刻认

识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性、切实发挥精品课程资源的作用、

紧密结合新课程改革要求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断创

新教育数字化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方式方法以及加强教育

数字化的队伍建设。

近年来，我市开发基础教育精品课近 3000 节，参与

教师达到 30%，覆盖学校达 60%，其中获省级精品课 214

节，部级 27节，省级展示一等奖 3节，成绩居全省前列。多

所学校被评为“2024 年全省智慧教育平台推广应用示范

校”和“2024 年全省教育数字化优秀典型应用场景”。同

时，打造了株洲市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实现了精品课程资

源汇聚共享，有力推动了全市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湖南工大合唱团
喜获金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通讯员/何宁波） 10

月 10日至 13日，中国合唱协会第十七届合唱节在株洲神

农大剧院举行。经激烈比拼，湖南工业大学音乐学院合唱

团在成人混声组中，荣获金奖第二名，这也是该校在国家

级音乐类专业竞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据悉，该赛事是全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示范性、导向

性的国家级合唱赛事，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 123支合唱团队、6000余名合唱团员参与，他们用歌声

讲述了关于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和时代风貌的感人故事。

自报名参赛后，湖南工大合唱团在何宁波教授组织

及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从暑假便开始集中培训、

排练，从团队组建到比赛、展演，坚持了 60 多天的高强

度训练。

互动式教学提升学生应用能力

一堂“加时”
管理会计课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实习生/周丽婷

“《大宅门》同学们都看过吧？关于它背后的

投资风险你们知道吗？”10 月 11 日下午，湖南化

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张红用一个故事开启了财

务管理的课程。

张红是谁？她曾荣获湖南省教师教学竞赛

二等奖还指导学生获得湖南省会计技能大赛二

等奖、第九届“网中网杯”财务技能大赛二等奖

等荣誉。

为什么她的课总是座无虚席，这还要从形

式新颖的课程设计说起。

“最近大火的小米 SU7 汽车大家都知道吧？

其实，这些高科技企业背后也有很大的经营风

险……”台上，张红总是以最新的动态抓住每

个学生的“胃口”，有故事、有思考，再把理论贯

穿其中，一堂课下来，学生们听得过瘾，学得认

真。

“老师我知道！黑天鹅事件也是用来描述出

乎人们意料的风险。”随后，许多学生举一反三，

阐述自己对于风险的理解。“你讲的对，所以在

实际情况中，我们要注意这些……”在学生们的

提问中，一个个知识的锚点就这样形成。

课上，张红又把同学们的“好奇心”转化成

一次次模拟演练，让学生们分组讨论，针对虚拟

的投资案例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相应的管理

策略。

“张老师的专业课注重学以致用，更多的是

锻炼我们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学生谭茜表示，

课堂上学习的内容都派上了大用场。

在教师张红看来，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灌输，

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堂财务管理课，形式新颖，鞭辟入里，学

生体验感和参与度高，进一步体现人才培养的

多元化和育人智慧，积极展示了青年教师风采。

何家坳小学：劳动周综合实践魅力大

枫溪学子田间开展劳动实践课

同学们观察蘑菇生长情况。记者/戴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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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汤飞平

10月 11日，渌口区五中校园里格外热闹，

由市教科院组织的市级名师大备课团队专家

团和来自茶陵县、炎陵县及市区多所学校的

教育骨干齐聚一堂，进行九大文化学科课堂

教学视导。

今年以来，市教科院创新性推出初中、高

中毕业年级“名师集体大备课项目”，通过积

极探索“教—学—评”一体化实施策略，为我

市初、高中毕业年级的教学和备考提供多维、

有力的教研支撑。

以“视”促教 以“导”促行
当日上午，视导专家组成员深入教学一

线，随机选取 18 位教师进行教学视导。18 堂

课涵盖了各个学科，每一位老师都以饱满的

热情、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教学方法，展

现自己的风采与实力。

课后的评课交流环节，各学科围绕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备考复习的针对性等问题展开了

研讨，视导专家分享了教学、备课心得和经验。

市教科院专家团成员到各个学科备课组

参与教师们的集体备课。交流互动中，教师

们热烈讨论，共研共享。“通过专家的点拨，我

更加清晰地知道努力方向在哪里，未来将结

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教学方案，确保

每一堂课都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来自渌

口区五中的刘老师深有感触。

“视导活动不仅是一次教育智慧的汇聚，

也是一次专业成长的机遇，更是一次携手共

进的约定。”市教科院院长齐长新介绍，视导

不仅是对教学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一

次难得的校际交流与学习的机会。通过视导

活动聚焦教学、备考中的重难点问题，教师们

从课程标准的解读到教学方法的选择，从教

学过程的设计到教学评价的实施，都进行了

深入地研讨和交流，从而为破解难题寻找新

的视角和方向。

“各位专家在视导过程中不吝赐教，为

渌口区五中的教育教学工作精准把脉，提出

的建设性意见和针对性方案对学校来说真

是‘及时雨’。”渌口区五中党委书记魏加录

高兴地说，此次视导重点聚焦复习课教学及

考试命题研究，发挥区域优秀骨干教师的教

研协同作用，从而促进片区内学校教学质量

可持续发展。

创新“1+10+N”模式
其实，这只是市教科院结合我市区域教

育实际情况和学科特点，发挥专业优势的一

个缩影。“名师集体大备课项目”以目标为导

向，以任务为驱动，以应用为目的，构建全域

性、扁平化教研网络，服务于全市 172所初中、

37所普通高中。

“各学科各学段分别成立了‘名师集体大

备课项目’学科工作组，采取‘1+10+N’模式

组建团队。”齐长新介绍，“1”为市级学科教研

员，担任组长；“10”为学科名师，以初、高中毕

业年级任课教师为主；“N”为联络员，一般由

毕业年级组长或学校教研室主任担任。各学

科组根据制定的项目学科计划，合理分工，高

效实施，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项目自启动以来，各学科采用线上与线

下结合、展示与竞赛同步、备课与备考贯通等

多种途径和策略，先后有序组织开展了“新课

标”研读，“新教材”使用及教学改进建议，主

题教学视导，中、高考试题分析、模拟题命制

以及优质备课、备考资源征集及应用等系列

工作，推动市县及各校积极践行“教学评一致

性”理念，推动课堂实现“精准教”“有效学”和

“科学评”，有效助力了各区县、各学校积极应

对 2024年首次全省统一命题的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和 2024年新高考，也将持续赋能初、高中

毕业年级的教考衔接。

“名师集体大备课”助推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硬核”校友开讲

这堂万人思政课不一般
南方中学：上好“行走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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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英向同学们分享人生感悟。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