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车坪学校：

举行第三届国学节颁奖典礼
本报讯（记者 欧阳天）6月4日，雨湖区风车坪学校第三届

国学节颁奖典礼、文艺展演暨传统文化沉浸式体验活动举行。
该校2100余名师生、家长及30余位嘉宾共赴国学文化之约，聆
听少年们讲述中国故事。

活动现场，一把把玫红翠绿的油纸伞在半空中悠然绽放，
夏日的暑气仿佛都消散在这一片桐香袅袅中。油纸伞下是热
闹非凡的传统文化沉浸体验区——片片剪纸红、团团艾粽香、
渺渺琴韵扬……置身其中，仿佛在历史长河中穿越。

上午 8时许，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从班级海选、年级评选
中脱颖而出的232名“国学新六艺”小明星踏着礼乐声，分“诗、
书、礼、乐、画、武”6个阵营走过红毯T台，展现国学少年风采。
随后，与会嘉宾分别为八礼之星、诵读之星、书法之星、彩墨之
星、武艺之星、雅乐之星，以及书法班级、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颁
奖。

颁奖典礼之后，一首饱含深情的童声合唱《天耀中华》拉开了
文艺展演的序幕。整场展演精彩纷呈，有跳跃在诗词行间的《书声
朗朗诵道德》，有蹁跹于轻盈裙裾的《纸扇书生》，有书写着浩然正
气的《满江红》，还有铿锵于战鼓节奏的《礼乐中国志》……孩子们
或歌或舞，将一幅蕴含着
礼、诗、书、画、武、乐风车
新六艺的国学长卷徐徐呈
现在观众面前。

校园传真

湘潭县一中：

开展“一张纸献爱心”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 欧阳天）6月3日，湘潭市义工联联合湘潭县

一中开展了“一张纸献爱心”公益活动。学校师生踊跃参与，当
天共捐出废旧纸张1.7万多公斤。这些废旧纸张变卖所得善款
将全部用于帮扶困难学生。

活动现场，学生志愿者们将一个个装满废旧书刊、纸张的
袋子过秤称重，然后搬送到运输车上。高二年级的赵旭兵说：

“这些废旧书刊、纸张都是我们用不上的，现在将它们捐出来，
用来帮助需要的困难学生，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湘潭县一中已连续 6年开展“一张
纸献爱心”活动，师生们的参与积极性一年比一年高。活动开
展以来，学生的节俭意识、环保意识和慈善意识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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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全体教师爱党爱国热情，6
月2日，岳塘区湘机小学教育集团以“采撷大地精华，唱好育人
颂歌”为主题，组织全体教师观看了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
歌》。 （通讯员 戴湘华）

6月8日，湘潭市和平小学党总支开展主题为“传承红色基
因 践行初心使命”的党员教育培训活动。党总支书记带领党
员们到杨开慧纪念馆和任弼时纪念馆参观学习，接受精神和思
想的洗礼。 （通讯员 汤海）

本周看点

火炬学校教育集团：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 通讯员 袁媛）“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面对国旗我庄严宣誓：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优秀
人才，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近日，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全体老师高举右手齐声许下铮铮
誓言，坚定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会场。

当天，火炬学校教育集团校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相关内容
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对全体教师从爱岗敬业、为人师
表、关爱学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她强调每位教职工都应
树立“你想要自己的孩子遇到怎样的老师，你便成为怎样的老
师”的思想，以优良的师德师风带动教风、促进学风，加快学校
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重申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对于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要求全体教师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学党史、扬师德、树新风，立德树人、廉洁从
教。会后，全体教师纷纷表示将会带着使命，带着责任，以真诚
的爱心温暖学生，以高尚的师德影响学生。

火炬学校教育集团积极响应上级有关师德师风建设统一
部署，召开动员会议，组织全体教师签订《湘潭市教师廉洁从教
承诺书》，进行全员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规范学习、师德师
风培训等，下阶段还将深入开展多种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将
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到实处，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滴水湖学校：

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严肃招生工作纪律

本报讯（通讯员 曹峰）6月 4日，岳塘区滴水湖学校召开
2021年招生工作会议及集体廉政提醒谈话，严肃招生工作纪
律，学校全体行政人员和部分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滴水湖学校负责人再次解读了《湘潭市教育局关于
印发湘潭市2021年中小学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并
强调了纪律要求。学校专职副书记、纪检委员和教学副校长要
求全校教职工严守招生制度，严明招生纪律，严格跟踪落实，严
肃监督问责；要树立纪律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要积极落
实干部廉洁自律和风险防控措施；要认真落实廉政招生“一岗
双责”。

6月 7日，我们来到位于湘潭经开区
九华街道将军渡社区的九华和平将军渡
小学，校门上“将军渡”三个字苍劲有力，
让人不禁联想到彭德怀元帅戎马倥偬的
一生。

传承红色文化

“学校将充分挖掘当地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文化，做孩子幸福成长的摆渡
人。”校长叶文华介绍。

九华和平将军渡小学是湘潭经开区
精心打造的一所现代化公办学校，与百
年名校湘潭市和平学校合作办学，由雅
士林地产集团投资配建。学校占地面积
50 余亩，办学规模为 36 个班，可提供
1620个优质学位。学校于 2019年 9月开

始招生，2020年9月新学校正式启用。
据当地人流传，1921年，彭德怀杀了

一恶霸后，在被押捕去长沙的途中逃脱，
至易家湾附近得一摆渡人的帮助顺利过
河。后人为纪念此事，就将这摆渡码头
命名为“将军渡”。

学校因距渡口不远，所以就取名为
九华和平将军渡小学。学校以“将军渡”
红色文化为依托，努力挖掘“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传统美德，培养时代新人”的红
色校本课程。

新学校启用后不久，校长叶文华便
带队到彭德怀红军小学观摩学习。两校
从如何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学生活动、进
行红色校本课程的开发、利用红色精神
引领学校党建团建少先队建设等多个方
面展开了深入探讨。两校校长表达了实

现资源共享、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造优
秀教师团队等美好愿景。

在上学期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的基础
上，学校利用党史学习契机，正在编排以

“将军渡”红色典故为主题的情景剧，通
过系列活动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爱党爱国
情怀，让孩子们牢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鲜血换
来的。

践行幸福教育

“幸福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
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我希望每一
个从九华和平将军渡小学走出去的孩子，
都能拥有一段充满幸福童年回忆的小学
生涯。”校长叶文华这样理解幸福教育。

通过红色基因的传承，在精神、心灵
上给孩子们以养分的同时，学校还通过

“五育”（德智体美劳）并举，为孩子们的
一生幸福奠基。

为提高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九华和
平将军渡小学积极发展体育运动和武术
教学。在市文旅广体局和湘潭大学的大
力支持下，学校率先在全市完成组队，将
于今年 7月 10日参加省运会的定向越野
项目比赛。

幸福令人向往，也激励人奋进。由万
超老师组织训练的《阳光啦啦队》获得中
国（湘潭）少儿啦啦操精英赛一等奖；该校
学生参加湘潭经开区第一届中小学“艺术
百佳”暨省“三独”比赛也斩获佳绩。

打造教师团队

在校长叶文华看来，幸福感是教育

不可忽视的精神内涵。建幸福团队，做
温情校长，幸福教育就是办幸福的学校，
做幸福的老师，培养幸福的学生。

要将孩子引向幸福的旅程，作为摆
渡人的教师团队特别重要。作为一所新
建学校，为了让教师有归属感、成就感和
幸福感，九华和平将军渡小学启动了“谈
心谈话”工程。

校领导与教师坦诚交谈，耐心倾听
教师的想法、困惑和遭遇。在了解、协
调、慰藉、鼓励、沟通、尊重、理解的基础
上，让每位教师开心幸福地教学、生活，
让“洋溢着微笑”的教师为孩子们的幸福
之旅幸福摆渡。

虽然建校不久，但学校已取得不
少成果。由李桂湘老师担任主持人的
德育课题《红色文化融入小学教育策
略的研究》、由饶芳老师担任课题主持
人的语文课题《于统编教材小学语文
群文阅读校本课程开发》分别作为农
村扶持课题和市一般课题成功立项。
在湖南省“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
活动中，饶芳老师执教三年级语文《搭
船的鸟》一课获得湘潭市一等奖，并荣
获省级优课……

记者手记

作为一所新建学校，九华和平将军
渡小学的校园特别漂亮，科教楼、图书
馆、教学楼等建筑物外墙上贴满了各种
彩色装饰，特别迎合孩子们的审美情趣
和心理。

深入校园实地采访之后，记者发现，

这所学校最吸引人的颜色还是红色：校

名取自红色典故；在充分挖掘当地红色

资源开展红色教育的同时，与湘潭县乌

石彭德怀红军小学联手开发以红色革命

传统为主题的校本课程；以红色教育为

主题的课题相继成功立项……

学校以红色为主色调践行立德树人
教育理念，播散幸福教育的种子，学校与
教师承担起了“将军渡”里摆渡人的使
命，让孩子们在红色文化传承中幸福、健
康成长。

如何打造更契合市场需求的人才培
养模式？如何打通校院间合作共赢的

“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学生“学有所长”
“学有所归”？近年来，湘潭医卫职业技
术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一改传统的“2+1”
教学模式，创新推出“1+1+1+2”产教融
合、“双主体”育人模式，在人才培养“品
牌工程”建设中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推出“1+1+1+2”模式

目前，高职临床医学专业普遍实行
的是“2+1”教学模式，即第一、二学年在
学校完成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业核心课的学习，第三学年到实习医院
顶岗锻炼。

“1+1+1+2”培养模式，即把第二年
的专业核心课从学校搬到医院，确保学
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实现 3
年学历教育与毕业后 2年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的有机衔接，这种 5年一贯制培养
模式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职业归
属感，提高了学生的实操能力和人才培
养质量。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接触临床
较晚，教师也大多‘纸上谈兵’，导致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严重脱节。”湘潭医卫职
业技术学院临床学院院长刘晖介绍，为
满足基层医疗服务岗位需求，对接助理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助理全科医生结业
考核的考核标准，校院双方量身定制了

“1+1+1＋2”人才培养方案，对原有的课
程体系进行调整与重构，实现课程设置
与临床医疗岗位无缝对接，他们还修订
了内、外、妇、儿等专业核心课程的课程
标准，并编写了教材。

“1+1+1+2”中的“2”也很有看点。
作为国家级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的参建单位，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把
临床专业学生原有的三年制教育任务
与国家两年制规培项目相结合，充分利
用资源平台对毕业生进行毕业后延伸
教学管理与考前培训，定期推送学习视
频和阶段性考核，助力学生毕业后顺利
通过医考。

本着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农村
的办学方向，“1+1+1＋2”人才培养方案
中，除了进一步明确招生层次、培养目标、
主修课程、必考证书、就业前景外，还凸显

“实践特色”，破解基层医务人员缺乏的难
题，培养了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
上”的实用型临床医学专业人才。

“学校＋医院”共同管理

学校委派“双师型”医卫教师到各
教学医院担任临床医学专业驻点班主
任，“学校＋医院”共同管理，实行校院双
主体制和双班主任制，即“双主体”育人
模式。

“班主任在加强对学生日常管理的
同时，参与临床实践与校院协调。引导
学生在产教融合、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中快速成长为社会急需的医学人才。”市
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胡小勇介绍。胡
小勇主任的编制在学校，既是学校老师，
又是医院科室主任，是典型的“双师型”
人才。

“我们现在每周都开展技能操作培
训，并到临床科室轮班学习，主要备考助
理医师资格证。这一年来最重要的收
获，是明白了作为全科医生不只是救治
病人，更重要的是对病人进行全程健康
管理。”5月13日下午，在市三医院接受完
模拟测试后，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2020届毕业生张菥对即将到
来的资格考试信心满满，她希望取得助
理全科医生职业资格后，能到三甲医院
工作与学习。

毕业生成了“香饽饽”

以“1+1+1+2”人才培养模式为主
轴，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深化产教融
合、医教协同，从把控生源质量、严抓教
学过程质量、毕业后延伸管理三个维度，
多措并举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精
准培养，取得了喜人成效。

2021年，湘潭医卫职院首届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生全国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综合通过率达 75.56%，位于全省高职
高专院校之首。直属附属医院首届助理
全科医生培训学员结业考核技能与笔试
通过率均达 100%。在全省 35家助理全
科医生培训基地中，“双 100%”通过的基
地仅4家。

近年来，湘潭医卫职院的毕业生
理论知识扎实、实操能力强，颇受各
基层医疗机构欢迎，到岗后能马上进
入角色，两三年即成长为骨干人才，
有效满足了基层医疗机构对人才的
需求。

据多年跟踪统计，湘潭医卫职院应
届毕业生就业率逾92%，临床医学专业毕
业生就业率更是接近 96%，远高于全省、
全国平均水平。

把课堂搬到医院“学校＋医院”共同管理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综述

本报记者 肖中华

6 月 7 日
晚，湘潭技师
学院举办庆祝
建党 100 周年
文艺汇演暨第
二届技能竞赛
颁奖晚会。晚
会以“学党史
跟党走 强技
能 担大任”为
主题，展现了
学院师生健康
向上、昂扬奋
发 的 精 神 风
貌，以及对党
的无限深情与
锐意进取的决
心与抱负。
（本 报 记 者

欧阳天 摄）

“身边的好学校"之新学校风采系列报道

九华和平将军渡小学：

做孩子幸福成长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肖中华

学校武术社团教练指导学生练习金刚拳。（本报记者 欧阳天 摄）

市第三届名师工作室高端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近日，由湘潭市

教育局主办的第三届名师工作室启动仪式
暨主持人、教研顾问高端研修班在湘潭市
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开班。省市专家学者
就名师工作室的建设路径、管理办法等与
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教研顾问、管理人员
进行了交流。

会上，市教育局财务科、市教师发展中
心相关负责人分别对工作室资金管理、建
设要求进行了说明。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发
展中心师德建设与师资培养科负责人结合
实际案例和工作经验，对名师工作室的建
设策略和路径进行了分享。本次活动还为
湘潭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名师工作室颁发了
主持人聘书、顾问聘书和基地校牌。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要求，市各学科
工作室成员要以研究者的身份，围绕教育
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开展合作研究，使自己
的教育实践和教学艺术得到凝练和提升，
充分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推进全体教师共
同提升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