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周婷 周维鑫） 10 月 28 日，

株洲市八中举行建校 55 周年高质量

发展大会，表彰了“梦航教育质量突出

贡献者”“梦航教育楷模”。同学们则以

精彩的舞蹈、朗诵等形式，展现了他们

对母校的祝福。活动中还举行了校园

文创产品首发仪式，展现了市八中的

文化内涵。

近年来，市八中坚持“五育融合”，

积极探索美育浸润、以体育人等高水平

艺体专业人才培养路径，大力支持舞

蹈、桥牌、田径、美术、音乐等特色发展，

让每个学生心中有梦想，脸上有笑容。

同时，学校紧扣课程教学改革，通

过建设“梦航大讲堂”，举办“梦航论

道”，强化引领示范。已培养出省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 3人，市学科带头人

10人，打造 3个校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1 个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2 个市级名

师工作室，形成“校级骨干教师—市级

学科带头人—市双名教师—特级教师

—正高教师”的教师成长机制。

为增强师生荣誉感和凝聚力，弘扬

“梦航”精神，引导广大学生坚持读经典。

上周，学校还举办了校庆系列活动之经

典诵读比赛，让师生心灵有了强大共鸣，

表达了学子们对学校的热爱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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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

凛 通讯员/刘雅琼） 10月 25日，市

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40 周年校庆活

动，退休教师、优秀校友、校企合作

企业、教育工作者等代表和师生齐

聚校园，共同分享这份荣耀与喜悦。

市特殊教育学校是集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和特殊教育科研于一体的 15年一

贯制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通过开展

生活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着

力培养学生生活技能、劳动技能和职

业技能，同时积极探索普特融合、特

职融合、医教结合等办学模式。

建校以来，市特殊教育学校培

养了我省首批听障大学生，有 140

余名听障学生考进了本科院校。还

有众多毕业生在各行各业中，实现

了自己人生价值。今年 9 月，市特殊

教育学校加挂了“株洲市特教中等

职业学校”牌匾，深度推进职业教

育。并与株洲市互联网直播基地（总

部）、湖南丁窑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醴陵）、湖南炎佑农业有限公司等

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

实习与就业提供保障。

活动现场，市特殊教育学校师

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汇演，展示了

特校师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

神风貌。现场还表彰了从事特教工

作 30 周年教师、业务尖子、从事特

教班主任 20周年教师、功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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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白静

近日，2024年中国田径协会青少年体校

俱乐部田径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来自市四

中的高二学生郭彦妤以 13.94 秒的成绩一举

斩获女子 U18组 100米栏全国冠军。

记者走近她，了解她的奔跑故事和她的

“追风”梦。

挺过两年瓶颈期
全国赛场首次跑进14秒

身高 1.83 米，留着利落的短发，微微上

扬的单眼皮，眼神格外坚定……当记者第一

眼看到郭彦妤时，心头闪过一个念头，“真是

好飒的女孩”。

其实，这不是郭彦妤第一次拿下全国冠军。

早在 2022 年举行的“菲普莱杯”全国

U16 田径锦标赛中，她就以绝对优势在女子

组 100 米栏和 400 米栏两项比赛中成为“双

冠王”，比赛解说员更是全程称赞，直呼“没

有人能追得上”。

“虽然挺努力，但还是进入了瓶颈期，将

近两年时间里成绩没有明显提高。”郭彦妤

告诉记者，全国赛上首次以 14 秒 60 的成绩

夺冠后，一直想突破自己，冲进 14秒内，但始

终未能达成。

这时候，她的父亲同时也是教练的郭操

为她选择将基础再压实，郭彦妤除了跨栏项

目，还开始训练短跑项目。“因为我的身高优

势，跨栏的高度不是关键问题，通过短跑提

高了速度，自然我的跨栏项目的速度也提高

了。”郭彦妤这样解释。

跨栏项目和短跑项目不同，郭彦妤需要

锻炼柔韧度，并进行专项练习。为了锻炼平

衡感，她还会练习爵士舞、街舞等舞蹈。比如

100 米短跑，需要身体前倾，30 米以内要抬

头。而 100 米栏需要在 8 步以内就开始第一

个跨栏动作。

省赛时，因为天气突变，田径场上下起

了暴雨，同时还伴有逆风。“眼睛都有点睁不

开，浑身冰冷，还是要咬着牙冲。”郭彦妤说，

田径运动员站在起跑线上就是“听枪声的战

士”，枪响那一刻，只有向前冲的念头。

“国赛夺冠的成绩是 13.94 秒，这也是我

第一次跑进 14 秒。”回想国赛，郭彦妤用“惊

险刺激”四个字形容。

原来，在预赛时，因为身体没撑住，郭彦

妤在枪响时有个轻微的下坠动作，裁判员认

为她疑似抢跑，决定现场观看起跑回放录像。

“当时，裁判拿着红牌和黄牌向我走来，

我真正体会到‘心提到嗓子眼’的感觉。”小

郭说，参加那么多次比赛，自己从未出现过

一次抢跑，虽然自己的脚并未离开起跑器，

身体也未前倾，但还是心慌。

最终，裁判组通过仔细研判，认为其不

构成抢跑，给予黄牌警告。

这个黄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郭彦妤

的发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在决赛时更

为谨慎，这也导致她起跑时，发动明显慢于

其他竞争者。

好在她发挥稳定，一骑绝尘，第一个冲

过终点。

“其实那时候，技巧动作都抛在脑后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拿冠军。”谈到这

里，小姑娘吐舌俏皮一笑。

从跑着玩到跑上更大的赛场

作为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教师，郭操

从事运动员培养已有 20余年，至今已培养了

10余名国家一级以上运动员。

“起初想让她把身体锻炼好，后来想锻

炼她的胆量，学习克服困难和心理压力。”郭

操告诉记者，在女儿小时候，他经常带着她

在操场上跑步、玩耍，参加一些趣味田径赛。

从 2018年开始，他才带着女儿渐渐进入有规

律的田径训练。

“以前有点不理解他，觉得他对我太严格

了。”郭彦妤说，从开始专业训练起，就没有落

下过一天训练，寒暑假期间经常一天三训。因

为训练很苦，也有哭鼻子想放弃的时候。

每一个成绩取得的背后，都离不开日复

一日的辛苦训练，郭彦妤坦言：“刚开始练习

田径时天天跑，也没什么成绩，慢慢地有了

成绩后，觉得每天的训练付出是值得的。”

为了培养郭彦妤，郭操带着她拜师知名

教练，刘翔的教练孙海平、田径名将黄潇潇

等人都曾给予郭彦妤指导。在名师的指点

下，父亲兼教练郭操同样一直在学习，学习

如何通过训练提升青少年的体能、心肺功

能、核心力量、协调能力和节奏感等。

父女俩也会通过观看各类田径比赛，分

析优秀运动员的技术动作特点并学习借鉴。

从幼时的跑着玩开始，郭彦妤就这样跟

着父亲一路奔跑，最终跑上更大的赛场。

追风少女想去更广阔的天空

在郭彦妤心里，世界女飞人弗雷泽、中

国名将葛曼棋等人都是她的榜样。她还非常

喜欢师姐、同样来自湖南的田径新秀夏思

凝。夏思凝曾获 2019年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女子 100米栏冠军。

虽然训练很忙，但郭彦妤的学习也没落

下。她对班主任充满感激，“班主任对我们很

上心，平时抓得很紧，我有不懂的他经常会

开小灶帮我补进度。”

市四中也为这群体艺学生做好“后方大

家长”。郭彦妤说，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训练，

去年起，学校投入大笔资金，陆续翻新田径

场，扩充体育馆锻

炼设备，让他们在

校 园 内 就 能 拥 有

专业的训练场地。

“等风来不如

追风去 。”采访最

后，郭彦妤说自己

将 继 续 在 赛 道 上

努力奔跑，争取明

年 冲 击 国 家 一 级

运动员。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
——市四中学生100米栏国赛夺冠背后的故事

扫码观看
郭彦妤夺冠瞬间

郭彦妤率先跨过最后一个栏。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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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
在湖南工大举行

主题报告
“直击”行业发展前沿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10 月 26 日至 27 日，第

十七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在株洲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

化学会、中国力学学会和湖南工业大学共同主办，吸引了来

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等国内知名高校院所的 300余名代表

参加。

会上，张劲军代表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力学学会流变学专

业委员会致辞。他表示，长株潭地区作为流变学研究的发源

地之一，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此次会议，也是我国即将举办

第二十届世界流变学大会的重要预热活动。

在主题报告环节，清华大学李德才教授就课题《磁性液

体的流变特性研究及其在密封、润滑领域的应用》进行分享，

详细分析了磁流变液在不同磁场、温度下的流变行为，为密

封、减振等应用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支持；浙江大学郑强教授

带来的课题《流变学给塑料产业发展与品牌创立的启示》，则

指出流变学在理解和解决塑料加工过程中的流动和形变问

题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是推动高质量塑料制品生产和品牌创

立的基石。此外，5场精彩的主题报告，“直击”行业发展前沿。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以“理论、模拟与实验表征”“聚合物

及其加工流变学”“岩土与石油流变学”“电-磁-光流变学”

“多相多组分体系流变学”为主题的 105 场分会报告及 14 场

“墙报展讲”，被株洲多家企业关注。

天元区
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沈阳） 10 月

28 日，天元区教育局公布最新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提醒

广大家长认清证照齐全的正规培新机构，不要被“黑机构”的

低价促销吸引而上当受骗。

记者注意到，此次天元区共公布了 94家非学科类培训机

构，10家学科类培训机构（具体名单见二维码）。

“请家长谨慎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慎重缴纳培训费用。”

天元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家长应理性选择“白名单”校

外培训机构，报名前可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查看机构是

否公示其有效证照、培训内容、收费情况，查看机构办学地址

是否与审批地址一致。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该负责人提醒，为有效保障合法权益，家长请务必通过校

外培训家长端App购课或续费，勿私下通过其他方式向培训机

构缴纳培训费用。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

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也须遵守培训时间规定。”该负责

人说，按规定，培训机构培训时间不得和我市中小学校教学

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点 30分，不得留

作业；学科类培训机构严禁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有些机构

以“教育科技、教育咨询、文化传播、

托管服务”等名义开展无证无照的

违规培训辅导，还存在一些“一对一”

“住家教师”“高端家政”“众筹私教”

等各种隐形变异的违规学科类培

训。这类机构存在“跑路”风险且安全

无法得到保证，如家长发现违法违

规培训活动，欢迎拨打天元区教育

局 阳 光 服 务 中 心 电 话 ：0731—

28665158进行举报。
扫码查看

具体“白名单”培训机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10 月 25 日，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建校

40周年庆典活动中，9名穿着戏服的学生，表

演了戏曲情景剧《我也能行》，他们流畅的表

演，赢得场下一片掌声。其实，他们是一群聋

儿，一个月前，他们登上湖南省第十届残疾

人艺术汇演的舞台，并拿下戏曲类节目第

一名。

日前，记者走进这个团队，听老师讲述

他们的故事。

听障孩子组成“戏曲队”

“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个戏曲节目的

难度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这些没有基础的

听障学生来说，真是难上加难。”说起她和孩

子们的这段备战经历，节目负责人兼手语指

挥杨梅老师仍然难以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她回忆说，今年 7月，学校接到参演湖南

省第十届残疾人艺术汇演的任务，该汇演四

年一届，分为声乐、器乐、舞蹈、戏曲 4个类别

的比赛，代表着全省各地残疾艺术表演的最

高水平。

“对于听障孩子们来说，戏曲节目编排

是最复杂的。”杨梅说，相比起一般舞蹈歌

曲，戏曲节奏并非完全连贯，中间往往还有

鼓点等变化。加之身体条件受限，听障孩子

也极少接触戏曲。由于学校编排的另一个

舞蹈节目已抽走了高年级、有舞蹈基础的

孩子，剩下可选择的对象并不多。因此，这

支“戏曲队”由 9 名 8 至 14 岁的学生临时组

成，他们高矮不一，其中还有 1 名学生患有

脑瘫。

经过与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专家的多

次沟通，决定将该节目编排成戏曲情景剧形

式，定名《我也能行》，讲述的是听障孩子们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学 习 并 传 承 戏 曲 艺 术 的

故事。

用十倍时间来打磨

排练刚开始，问题就不断出现。

“每一个表演细节，都凝聚了老师和孩

子们的辛勤汗水。”由于没有舞蹈基础，加之

因听力缺失而没有乐感，孩子们光是手指和

小碎步这样看似简单的动作，就让杨梅和专

业老师们感到无力。普通孩子半天就能训练

好的动作，听障孩子甚至要付出十倍以上的

时间与努力。

训练进度缓慢，同学们只能利用暑假全

程留校训练。天气炎热，有的同学偶尔会出

现身体不适。有的孩子家在县城，想家时会

流眼泪。情景剧还穿插了换装环节，学校又

专门安排了 9 名教师一对一负责幕后快速

换装。

节目细节也在不断打磨。由最开始 15分

钟的版本，多次调整后，精炼成了 10分钟，主

题更加鲜明。但每一次变化，对孩子们来说

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困难接踵而至，但师生们却越战越勇。

一说排练，孩子们变得非常热情积极，一遍

又一遍练习每一个动作。经过不断地磨合，

孩子们的身形、动作越来越有戏剧范。

经过近 3 个月的紧张排练，孩子们终于

登上了第十届湖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的大

舞台，与来自全省各市州、省特教中专共 15

支代表队的 600余名演职人员同台竞演。

他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评委的一

致肯定，最终拿下戏曲类比赛第一名。

这是最好的成长礼物

演出一炮打响。演出结束后，《我也能

行》又作为优秀代表节目，先后走进省委党

校、中南大学等地演出，让孩子们开阔了眼

界，更是增长了自信心。

10 月 25 日，株洲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

建校 40周年庆祝活动。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再

次登台，尽管他们听不见声音，但在老师的

指挥下，他们踩点精准，动作精细，向校友和

客人们展示出了他们的阳光与自信。

学生小雅（化名）来自县城，训练期间哭

了好多次。家长说，一开始觉得孩子太累有些

舍不得，还担心训练和演出会耽误学习，但现

在来看，这次经历成了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杨梅表示，这样的活动也激发了更多学

生和家长的兴趣，他们纷纷报名参加文艺训

练和演出。“希望带领更多残疾学生走上展

示自我的舞台，让他们更加阳光，拥有更美

好的人生。”

莫让“黑话烂梗”风行校园
侯德怀

“雨女无瓜”“你个老六”“泰裤辣”“奥德彪”……一段时

间以来，一些让人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的网络“黑话烂梗”

频频出现，更在孩子们之间口耳相传，成了中小学生交流的

“流行元素”和“通关密码”；有的甚至出现在孩子的作文、周

记和试卷当中，引发家长、老师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与热议。

“你要是一点都不懂最新流行的网络词汇，一定会被学

生认定为老古董。学生如果不会，则很难融入班级同学圈

子。”在石峰区担任 10多年班主任、经常跟同学打成一片的陈

老师介绍，在很多学生的口语中，“雨女无瓜”是说与我无关，

“凡尔赛”表示炫耀，“PUA 你”“CPU 你”分别表示控制你、洗

脑你，“UFO 你”是拿你当外人，“上岸”表示录取，“摸鱼”表示

偷懒，“芭比 Q”表示完蛋了，“社死”表示在大众面前出丑，

“社牛”表示性格开朗外向。

“‘你个老六’指的是风格比较奇特、为人比较阴险的‘奇

葩’存在；‘奥德彪’则是来源于一段‘非洲小哥奥德彪，二八

大杠拉香蕉’的视频，慢慢演变成不肯屈服于生活，努力奋斗

人群的代名词。”陈老师认为，学生在日常交流和相互调侃

中，玩梗使用一些网络词汇，体现自己跟上时代节拍，完全可

以接受。但是，有的学生却“忘乎所以”，在作业和试卷中把非

常棒写成“绝绝子”，把超级赞写成“奥利给”，把太酷了写成

“泰裤辣”，把不想玩了写成“布响丸辣”……则是让人哭笑

不得。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黑话烂梗”实际上与一些网

站平台的价值取向和“议题设置”相关，什么词汇流行就把其

设置为热搜词汇；什么梗有点击量和流量，就进一步予以推

流。为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在今年国庆节后印发通知，部

署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聚焦部分

网站平台在热搜榜单、首页首屏、发现精选等重点环节呈现

的语言文字不规范、不文明现象，重点整治歪曲音、形、义，编

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

“一些‘黑话烂梗’常常带有戏谑甚至低俗的恶趣味，拉

低孩子的文化审美不说，还包含不良价值观。”许多家长和老

师都表示，未成年人正处于语言习惯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如果长期浸淫在互联网不正确的用语用字环境和不良价

值观的影响中，将导致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语言表达能力

下降，甚至患上“文字失语症”，影响心理健康和正常的社会

交往。因此，全社会都应该行动起来，划红线、立规矩、筑底

线，通过疏堵结合方式，避免“黑话烂梗”横行校园，积极塑造

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语言环境和清朗网络语言生态，

提高未成年人对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认识，让孩子们不被

“黑话烂梗”所同化，真正做到“有话好好说”。

听不见声音、没有舞蹈基础……

9名聋儿：戏曲传承“我也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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