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雨淅淅谷物生，野外翠绿时节长。”时下，昭山和平小学农耕园内每一寸稻田里都凝结着学生们

的辛勤劳动成果。得到了阳光、雨露滋润的禾苗，正茁壮成长。

近年来，昭山和平小学打造了1000多平方米综合劳动实践基地，将劳动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打

造了有特色、有亮点、开放共融的劳动教育融合课程新体系，着力推动劳动教育“内涵式”发展。

“此生最大的幸运，是选择了当老师，选择了回家乡当老师。因为这样，我才遇到他

们！”一聊起自己的执教经历，湘潭县花石镇龙口中学教师周艳一脸幸福与满足。

这里的“他们”，既包括乡村的孩子，也包括她的丈夫钟铁。“在乡村执教路上，我与

他们有着最美的遇见。这份美会一直延续下去，直至永远。”周艳动情地说。

益智中学：

线上云端“手拉手”
厚植“湘吐一家亲”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 通讯员 曾珏琦）5月6日，益智中学
七年级 193班与吐鲁番市高昌区七泉湖镇中学七（一）班、七
（二）班的同学们通过网络平台，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民族团
结一家亲”主题活动。

活动中，两校学生互动频繁，交流热烈。益智中学学生介
绍了湘潭著名的旅游景点毛泽东故居与彭德怀故居。七泉湖
镇中学的学生热情地教“你好”“不好意思”等维吾尔语的发
音。两地学生积极交流学习与生活中的点滴，分享两地的美
食。益智中学的同学把自己烹制的“剁椒鱼头”“毛氏红烧肉”
带到了现场，详细解说制作步骤和要领。

孩子们还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表演：有热情洋溢的维吾
尔族舞蹈、活力四射的弹唱、唯美灵动的民族舞蹈和振奋人心
的情景剧朗诵等。

益智中学相关负责人介绍，湘吐两地青少年“手拉手”结对
主题活动是湖南教育援疆推出的重要举措。益智中学会将这
项活动一直开展下去，让两地的学生同学习、共成长，用真诚浇
灌民族团结之花，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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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近日，湘潭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市直教育系统分会成
立。分会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主动担
当作为，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
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欧阳天）

5月 6日，岳塘区教育局的干部职工走进书院路街道晓塘
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切实把文明城市创建“联点共建”工作
落到实处。 （通讯员 陈玲洁）

进入5月以来，岳塘区湘纺小学通过上廉洁主题教育课、国
旗下讲话、讲述清廉故事、举办廉洁主题绘画系列活动，让廉洁
文化进一步扎根校园，营造浓厚的敬廉崇洁、遵纪守法、廉洁从
教氛围。 （通讯员 胡洁）

近日，岳塘区火炬学校教育集团举行以讲清廉故事为主题
的高年级演讲比赛，引导广大师生从日常小事做起，从身边做
起，让清廉之风吹遍校园每个角落。 （通讯员 袁媛 ）

近日，湘潭县近视防控科普中心工作人员来到花石镇中心
小学帮学生检查视力，详细记录学生视力检测度数、散光、轴位
等情况，给学生上“爱眼护眼”课，指导视力异常的学生如何爱
眼护眼科学用眼。 （通讯员 王英）

近日，湘潭县锦石乡中心学校联合锦石乡人民政府、安监、
交警等部门对全乡 7所中小学校、9所幼儿园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重点检查学校消防安全、食品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控、防
溺水、幼儿园园车安全等内容，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行立改。

（通讯员 赵葵）

本周看点

劳动教育在校园“落地生根”

“株距大约 15厘米，左手握秧，右手
捏两株秧苗往泥里插，不能太深也不能
太浅……”谷雨时节，昭山和平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有序来到农耕园内，在老师的
指导下，争先恐后脱下鞋袜，小心翼翼踱
入田中。

插田的场面虽说壮观，也让人忍
俊不禁：有的孩子左手倒握秧苗；个
别孩子插好的秧苗只剩尖儿露出水
面；有些学生在水田中寸步难行，甚
至一度重心失衡，惹得同学们发出一
阵阵愉快的笑声。

水田旁，出身农村的昭山和平小
学 校 长 周 国 良 认 真 讲 解 插 秧 的 要
领。这一刻，他仿佛回到自己的少年
时代。

“一颗种子从播种到收获，再到做成
食物被搬上餐桌，农民经历了怎样的艰
辛，作为蜜罐里泡大的‘10后’，无疑是不
太了解的。让学生到户外体验劳动过
程，是新时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看
着热火朝天的插秧场面，周国良介绍，今
年初学校特意对教学楼边的空地进行改
造，经过前期田地平整、翻耕以及播种育
秧，一块属于孩子们的农耕园赶在谷雨
时节全面完工。

“别看 200平方米的耕地面积不大，
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却不小。这种体验
式的劳动教育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还能让他们从中感受到种植的乐趣，
领略农耕的魅力，明白责任的含义。”周
国良笑着说道。

学生在劳作中健康成长

其实，农耕园的建设是昭山和平小
学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第
二次实践。早在一年前，周国良已将学
校 800多平方米的路面停车场改造成种
植农场，分为蔬果园和瓜薯园。全校 42
个班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责任田”，
学生无一例外成了“一亩方田”的主人。

今年开学，几场春雨过后，蔬果园内
片片新绿点缀其中，辣椒、大蒜、扁豆
……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菜苗，每
年的种植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开展。活动
之前，老师详细讲解本地常见的蔬菜品

种，帮助同学们辨别蔬菜苗的种类。
挥镢刨地、执锨挖坑、埋种栽苗、施

肥浇水、扶植盖土……学生们拿出小铲
子，你一棵我一株，个个兴致盎然、干劲
十足，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

“夏天天气炎热，地面和秧苗会被太阳
晒热，浇水最好在傍晚完成，不然冷水浇进
地里会影响蔬菜的生长。”“作物的生长需
要阳光、养分、空气、水分。现在，我终于知
道菜是怎么种出来的了。”“从种菜中我体
会到了劳动的乐趣与崇高，也体会到了农
民伯伯种菜的不容易，我们要节约粮食，珍
惜别人的劳动成果。”……几番耕耘过后，
孩子们说起种菜头头是道，收获满满。

周国良看着孩子争先恐后的模样，
自豪地表示：“‘一亩方田’让学生亲近了
传统，学会了传承，更让他们明白了‘粒
粒皆辛苦’的道理。”

学科联动实现劳动课程价值

校园里四季有花、四时有果、天天有
蔬菜；师生们雨读晴耕、教学相长、时时
有收获。劳动教育更像一本无形的书，
让学生在自然中学习知识和技能，在劳
动中观察、思考和积累。

任课老师和班主任也将多种学科与
“一亩方田”挂钩：科学老师教会学生如
何辨认各种蔬菜和瓜果，观察它们不同
的生长环境；语文老师现场讲解农耕文
化，背诵节气诗词，教孩子写作文，记日
记；数学老师通过计算“三园”面积，加深
学生对几何知识的感触；美术老师则定
期带着孩子们在基地写生……学校将劳
动课程正式纳入课表，每班每周 1节，实
现了劳动教育的全覆盖。

“我们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开展劳动教
育的同时，与语文、数学、美术、科学等学
科整合，实现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的再升
级，贴近学生真实情境解决问题、拓宽视
野，使劳动教育更加有趣、更富有活力。”
周国良说：“劳动教育不仅能整合运用多
学科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劳
动中提升劳动素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也是‘双减’之下昭山
和平小学劳动教育课程的价值追求。”

韶山市强化
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 肖中华 通讯员 王无冕）5月7日，韶山市教
育局、韶山市红十字会联合韶山市冬泳协会，在韶山市职业中
专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强化夏季防溺水安全教育。
来自韶山市职业中专的600多名师生参加。

专题讲座从案例分析入手，深入浅出讲解了如何预防溺
水、如何辨别溺水、发现溺水时的救护方法以及溺水后如何施
救等内容。实操环节中还借助教具以及真人演示，让学生对溺
水后的施救措施有了更直观地了解。

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专题讲座明白了许多防溺水知识，
比如不独自下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陪同的情况下到
陌生水域嬉戏打闹，在游泳馆这种有安全措施的场所游泳也要
做好热身运动等。

韶山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继续联合韶山
市教育局、韶山市冬泳协会，进社区、进校园，加强防溺水安全
教育，确保防溺水工作取得实效。

风车坪建元学校：

开展新课标解读
专题教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珏熙）为帮助教师更好地解读新课标，
整合教材，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近日，雨湖区风车坪建元学校
各学科教研组积极开展《学科课程标准（2022年版）》解读专题
教研活动。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
版）》。风车坪建元学校语文组教师认真研读课标的新增部分
和重点突出强调的内容，认识到新课标强调了素养导向，注重
培育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思维
发展与提升”是语文课程的核心素养之一。数学组各年级教研
组长通过对比 2022版的新课程标准和 2011版的课程标准，明
白了新课标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方面更细化，落
实时更具操作性。老师要引导学生既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
现实世界，又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还要会用数学的
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该校英语组教师通过新课标的学习，了解到英语课程目标
和内容的变化：新课程标准聚焦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
然三大主题范畴。科学组教师通过学习，认识到科学学科既注
重学科性和实践性，倡导学生在实践中建构、巩固、创新自己的
学科知识，更要突出学校特色。

在这里，相见相知相恋

2009年 8月，周艳如愿以偿考上湘
潭县教师编制，被分配到龙口中学任教。

作为一名新教师，周艳参加龙口中
学第一次例会时特别紧张。而已在龙
口中学工作 8年、坐在会场前台的钟铁
看出了她的紧张，对她粲然一笑。“这是
个友好而善良的男老师。”这是周艳对
钟铁的第一印象。

机缘巧合，他俩都教 140班：周艳
教语文，钟铁教数学。

2010年 4月的一个晚上，学校举行
篝火晚会。一个男孩拿着气球跑过来
塞到周艳手里:“老师，这是数学老师送
给你的。”说完，他神秘一笑就走了。

“后来我问气球是不是他送的，他
只笑笑。我猜应该是班上的孩子们想
出来的‘计谋’。”周艳笑着说。

从相恋到结婚，时间并不长，是周
艳自己做的决定。两人坐着公共汽车，
去湘潭县民政局领回了结婚证。

在这里，夫唱妇随坚守

2010年 9月，钟铁调到日华中学工
作。2015年 9月，周艳也跟着调到了日
华中学。两年后，因为儿子上幼儿园，
需要离家近一点，周艳又调回了龙口中
学。2021年 8月，钟铁也选择调回龙口
中学，一家人总算又在一起了。两人夫
唱妇随，相互鼓励，执手坚守。

2015年，周艳带毕业班寄宿班，需
要住校。当时儿子不满 3岁，白天只好
请爷爷奶奶帮忙，晚上则由钟铁照看，
既当爹又当妈。

有一天上完晚自习，周艳打电话给
丈夫时，听到儿子在哭。钟铁赶紧解
释：“他想吃零食，我不让他吃，在耍赖
……”直到第二天，钟铁才告知实情：儿
子当时发烧了，不舒服。还好经过治

疗，已经退烧了。
“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周艳心疼

地问。
“你工作一天也累了，说了只会让

你更担心。这些小问题，我能处理!”钟
铁笑呵呵地说。

在这里，陪乡村孩子长大

周艳说，对学生同样的关心，对工
作同样的理解，对名利同样的看法，是
促使他们夫妻俩一起扎根乡村的重要
原因。

某年初夏的一天，大雨，水漫过了
地势较低的楼道口，大人经过时都需要
把裤脚挽到膝盖处。周艳当时担任五
年级班主任，孩子们上厕所必须经过楼
道口，周艳只能抱着他们，蹚过水最深
的地方。

“后来铁哥说，他给我送伞时看到
了这一幕，很受感动。”周艳说，“所有最
终扎根在乡村的夫妻，都是因为欣赏对
方心底这份对山里孩子最淳朴的爱
吧。”

一次语文课，周艳剪了很多“爱心”
卡片发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写下最想感
谢的人，写出一直没有说出来的抱歉，
表达内心深处的感动。后来，学校几乎
每位老师都收到了孩子们用心填写的

“爱心”卡片。这样的育人举措，周艳做
过很多，她觉得教会学生“善”和“真”很
重要。

那个班的孩子如今已经读大四
了。从初三毕业后几乎每个春节他们
总会三五成群来到周艳家看望曾经的
班主任。

有一次周艳指导班上一学生参加
湘潭县的演讲比赛，逐字逐句帮改稿
件，研究语音语调和动作。这个学生最
终不负众望夺得一等奖。

“要知道，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农

村孩子要在县级比赛拿到一等奖有多
难。”钟铁对妻子的教学水平和育人情
怀赞赏有加。

周艳一直记得，那年国庆节结婚
前，她担任九年级寄宿班班主任刚一个
月。放假前一个午休，班上一学生把她
叫出来，来到教师宿舍楼下，已经有好
几个娃娃在等着了。“老师，你要结婚
了，我们跳一支舞送给你！”随后，她们
边唱边跳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因为我
不晓得她们是什么时候编了那支舞蹈，
又需要多大的勇气表演给我看。那份
最淳朴的祝福和情谊，是我收到的最好
最美的结婚礼物。”周艳说。

男方称女方“丫头”，女方称男方
“铁哥”，夫唱妇随、相敬如宾，钟铁夫妇
被当地教育系统同仁称为“神仙眷侣”。

“嫁给乡村教师，意味着一辈子扎根
乡村，小时候梦想的许多精彩可能无法
呈现。”周艳说。“所有最终走到一起的乡
村教师，本就不求大富大贵，甘之如饴是
平凡日子里的幸福相守。”钟铁说。

夫妇俩深爱家人，也深爱着学生。
“教师夫妻经常面临的问题，便是照顾了
别人的孩子就无法分出太多精力照看自
己的孩子。这里面需要平衡，也需要更
多的付出。所幸我俩都明白对方的不易
与艰辛。所有老师其实内心深处都把学
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健康快
乐地成长。”周艳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学有所成
后又回到农村，是希望告诉更多的孩
子，要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要爬得高
一些走得远一些，去看看自己想看的世
界。”钟铁以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采访。

雨湖区教培中心：

网络直播实现
“共上一节课”

本报讯（记者 宋锴 通讯员 王
璨）日前，在雨湖区教育研究培训
中心的精心组织下，雨湖区各中学
通过网络直播课完成了年度中考
复习研讨会。该教培中心借助信
息技术手段做到教学教研线上全
覆盖，实现雨湖区“共上一节课”的
网络教学。

当天，“雨湖网络直播课堂”在
湘锰中学开播。湘锰中学教师团
队分享了语文、历史、生物、音乐和
英语 5 节精彩纷呈的专题复习课。
5节课运用“小组合作学习”课堂教
学模式，全面呈现雨湖区“为未来
而学”课改成果：教师以问题为导
向，采用小组合作教学，充分尊重
学生的主动学习，教学直击学生学
习的难点、疑点；课堂上学生分组
开展自学互学，主动参与学习活
动，大胆展示学习成果，发表建议
看法，课堂教学效率大大提高。

仙女中学、泉塘子中学教师团
队分享了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4
节精品专题复习课。学科团队在
教研员的引领下，充分分析学情、
考情，精心准备复习专题，帮助学
生构建知识框架，解决学生问题。
尤其是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
度融合，微课、课堂电竞游戏、学生
实验同屏展示等技术手段的运用
极大提高了复习教学的效率，也充
分展示出雨湖教师信息技术运用
能力的提升。

本次研讨会是雨湖区教培中
心创新工作思路的一次教学研究
活动。近两年来，雨湖教培中心面
对学校疫情防控新要求，通过信息
技术手段，将传统的集中学习、集
中研讨转变为网络学习、网络研
讨，结合“四全五维”教师全员坊品
牌工程建设，实现区域范围内教育
教学教研的信息化融合应用建设，
奋力谱写雨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双减”进行时

乡村教师的坚守

“劳动+智育”做好大教育
——岳塘区昭山和平小学打造劳动教育新课堂

本报记者 洪静雯

昭山和平小学学生开展插田劳动实践。 （本报记者 欧阳天 摄）

“在这里，有最美的遇见”
——记湘潭县花石镇龙口中学教师钟铁、周艳夫妇

本报记者 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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