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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底学校”成最美校园

东西部携手，实现了资源的精准帮扶。
程鸿生，中学政治高级教师，现担任礼县第三中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任教政治、研究性学习、生涯规
划等课程。他的到来，在这所全县“垫底学校”引发
了现象级的效应。

礼县三中位于中坝镇集场坝村，是一所乡村普
通中学。学校距离县城1小时车程，山路交通不便，
老师们自行拼车上班，在学校一住就是一周。帮扶
教师们抵达前，学校连续三年本科升学率为零，每学
年流失学生120人左右。师资紧缺，设施短缺，学生
基础薄弱。“我刚来的时候，当地老师告诉我，100分
满分的考试，60分就是学生的极限了。越是这样，我
们的责任越大。”程鸿生知道，对于这样一所学校，升
学率并不是主要抓手。他想到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的理念——“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他决定从“求真、向善、尚美”做起，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马不停蹄，程鸿生申请了学校的微信公众号，
开篇是他自己写的文章——《教育，就是让改变悄悄
地发生》。此外，他筹资给学校安上校门，把校园整
理一新，从前破旧的校园如今成为县里最美的风
景，学生们会指着学校自豪地说，“这是中坝镇最有
文化的地方。”一年来，程鸿生积极协调青岛的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 60 多万元，完成了学校
的饮用水工程改造，为学校添置了物理、化学、生物
实验设备，增加午餐补贴，设立多种助学资金……
一点一滴的改变汇聚成巨大的能量，校园成了让学
生幸福感最强的地方。

更多的改变在无形中发生。在管理制度上，程
鸿生将青岛的先进教育理念因地制宜在当地实
施。比如，过去这里的老师和班主任都不坐班，下
课之后各自回宿舍休息，如今，学校自筹资金开展
浮动绩效考核，鼓励班主任早中晚在班里陪伴学
生，班主任的一日流程和工作细则以书面形式被确
定下来。全体教师得到了更多培训机会，学校加强
教研组建设，加强集体备课，借助青岛优质教育资
源，采用“线上+线下”方式，开展集中培训、学习、
跟岗实践等。学校计划用三年时间，让全体 60 名
教师到青岛轮训，切身体验青岛的课堂教学和管理
方式；学校派出的教导处主任脱产两个月到青岛市
教科院学习。

今年，礼县三中实现了历史突破，7名学生考上
本科。新学期开学，流失学生数量已经降到了 20
多人。

山里娃实现看海梦

东西部携手，实现了理念的碰撞更迭。
刚刚过去的暑假，礼县三中春笋合唱团一行47

人跨越1700公里，在青岛六十八中与青岛学生合作
了一场音乐会。“山区的孩子没有走出过西部，也没
有见过大海，这次的研学旅行是爱心帮扶的结果。
研学期间，学生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爱，带着这
种体验回去，相信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会
有所提高，通过努力学习来回报社会。”程鸿生陪着

学生们走进山东大学（青岛）和中国海洋大学，感受
大学魅力；走进海军博物馆、海底世界、青啤博物馆、
蓝色硅谷核心区，感受青岛经济社会发展；走进栈
桥、崂山、奥帆基地、五四广场，领略海洋自然风光。
默默注视着孩子喜悦的神情，程鸿生知道，对有些孩
子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出远门看世
界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高中毕业后打工、
成家，像父辈那样在山里劳作或是努力在县城安
家。出发前，还有家长在质疑：把孩子带出去有什么
用？但程鸿生坚持，旅途中的见识和活动中的体验
会催生学生的梦想。

这一年，礼县三中举办了史上第一届合唱节、第
一届读书会，成立了第一期篮球社团、第一支志愿者
团队……学生的自信和成就感在一次次活动中得到
提升。“以前他们看见我总是害羞地躲避，现在已经

能主动问好了。”程鸿生开心地说。
来自青岛十七中学的老师王世柱则刷新了陇

南市西和县第一中学老师们的认知。“在西和，教育
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教师理念的相对滞后和育人方
式的简单，直接后果就是师生关系紧张和教学成绩
徘徊不前。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辛苦。”王世柱
提倡老师们“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把
思考留给学生”，一年时间里，“教是为了不教，让学
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成为西和一中老师们的共
同追求。

职业教育对准产业需求

东西部携手，实现了渠道的贯通和顺畅。
去年，于景辉从青岛经济职业学校来到陇南市

西和县职业中专担任校长。对职业学校来说，技术
与产业的衔接、学生技能培养和就业渠道拓宽是重
要环节。于景辉充分发挥组团帮扶团队后方院校力
量，与青岛经济职业学校、青岛华夏职业学校、平度
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兰州现代职业学院、兰州职业
技术学院等院校密切沟通，推动实现行业企业用人
标准与职业院校育人标准衔接，以满足中高职贯通
人才培养和企业人才需求。

近日，陇南市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语文组
马丽雅等 4 位老师拿到了甘肃省教师教学能力大
赛一等奖，他们将代表甘肃省教师参加全国比
赛。这样的荣誉刷新了学校纪录。名师出高徒，
马丽雅等老师的“师傅”来自青岛 11 所职业技术
学校最优秀的语文教研团队。去年，青岛交通职
业学校王述彭来到礼县职业中专担任校长，在他
的联络下，青岛 11 所职业学校和礼县职专结对，
除了线上培训，青岛城管学校、青岛外事学校、高
新职业学校等 6 所学校还派出老师到礼县，现场
指导师生备赛事宜。高新职业学校的无人机专业
也被引进礼县职专，学校向礼县学校捐赠 10 台无
人机并输送了一系列课程教案，让大山里的学生
也接触到了无人机维护和操作知识。

在西部，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了
解学生情况，翻山越岭走访是所有帮扶教师的必修
课。“我始终记得这样一个情节：有一次，我在山里走
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名学生家。一进门，发现那个
男孩在看《平凡的世界》。孩子眼神清澈，透着对知
识的渴望。为了孩子们眼中的光和心中的希望，我
们一定要做更多的事！”程鸿生说。

“闪亮的名字”里有咱青岛教师
青岛教育人才帮扶团队跨越山海，把先进教育理念播撒陇南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为庆祝第三十九个
教师节，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联合主办的《闪
亮的名字——2023 最
美教师》9月10日晚将
在央视播出。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
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
入选年度最美教师团
队。在颁奖典礼上，青
岛六十八中学援派的陇
南市礼县第三中学校
长程鸿生作为该团队
教师代表将登台领奖
并发言。

跨千里续深情，携
山海以致远。青岛全市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
陇南西和、礼县、宕昌、
武都和文县，这支团队
共 93 人，其中校长 10
人、中层管理干部 14
人、专任教师 69 人；53
人来自普通高中，40人
来自职业中专。带着热
切的教育情怀和先进的
教育理念，他们跨越山
海，按照“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
则，促成派出学校和被
帮扶学校签订结对帮扶
框架协议，并充分发挥
原单位和自身的优势，
不断扩充帮扶资源，最
大限度争取社会各界对
被帮扶学校的支持。

帮扶教师的努力，
像一束微光照亮世界，
像一支火把点燃希望。

■程鸿生（左二）在《闪亮的名字》录制现场。 照片由本人提供

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提升育人品质

如何从一个高峰跃向另一个高峰？青岛一中
校长严贤付表示，创新人才培养就是学校寻求突
破发展的关键一招。“一开始老师们觉得很难，但
学生的培养、学校的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
迎难而上。”

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师资组建、有
效措施缺一不可。青岛一中根据校情和学情制定
出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头雁领航计划”。学校成立
创新拔尖人才培养工作专班，整合优质课程资源，
组建强基 AB 班，兼顾学生的思维提升、学习管
理、信心意志培养，力争“头雁领航，群雁齐飞”。

与此同时，根据“基于强基，兼顾奥赛，服务高
考”的原则，学校选拔6名学科骨干教师担任首席
教练，全面负责学生的学习指导和组织工作。学
校还聘请校内外名师开展强基竞赛集训和常态化
教学，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奥赛强基计划课程
建设、优秀辅导教练培养三位一体的强基计划人
才培养链。

此外，学校还成立学生发展指导研究中心，加
强对18种高考录取方式的研究实践，重点加强对
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招生的研究，为每个学生“私
人订制”培养措施，帮助学生在高考录取中充分发
挥个人所长。

“能明显感觉到学生和老师的心气儿都高
了！”严贤付说，学生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目前已初
见成效。对于学生而言，敢于冲击名校的闯劲更
足了；对于老师而言，也有了更高的专业追求。“像
李哲辉老师，一心扑在强基辅导上，他白天辅导学
生，晚上研究奥赛题目，刚带完高三的他又主动申
请再带一届高三生。

今年年初，市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琴岛学校正
式加入青岛一中教育集团，开启“一长两校”办学。

在严贤付看来，这为青岛一中推进小初高深
度衔接、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提供了最佳契机。小
初高贯通培养，叠加学校突出的国防科技教育特
色和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定会进一步提升学校的
育人品质。

聚焦教师专业发展，打造强师队伍

“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我还参与到工作室的
课题研究当中，有机会聆听了北大教授带来的强
基计划讲座。”物理教师祖金莹是一名刚入职2年

的青年教师，今年2月，她加入学校成立的名师工
作室，很快就在专业上获得了显著成长，被评为

“竞赛优秀辅导教师”。
据悉，今年青岛一中成立5个名师工作室和

4 个名班主任工作室，由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山东省首批优秀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张磊，青岛
市学科带头人、青岛市教学能手尚青鲁等一批名
师、名班主任担任主持人，引领工作室步入发展

“快车道”。
祖金莹所在的名师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该

工作室由青岛一中物理教研组长、物理强基总教
练石大山担任主持人，共有7名成员，大都是年龄
在30岁以内的青年教师，涵盖数学、物理、化学、

历史四门学科。
“一方面，我们立足课堂，举行‘同课异构’等

教研活动，探索学科融合的课堂教学模式。另一
方面，我们带领学生参加强基和奥赛培训，聚焦拔
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此外，我们还邀请高校专家
定期来校指导。”石大山介绍，工作室成立后，教师
们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热情更高了，青年教师成
长得更快了。

在刚刚结束的青岛市中小学教师实验教学能
力大赛中，工作室成员秦汉堃荣获特等奖，刘潇
涵、刘艳琳荣获一等奖。秦汉堃的课例《探秘神奇
的医用胶》还曾入选教育部“部级精品课”。

在落实“强师计划”过程中，学校还重视加强

教师队伍梯队建设，实施青蓝计划、菁英计划、卓
越计划、领航计划和尖兵计划，让不同发展层次和
阶段的教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让青
年教师从青涩走向成熟，让骨干教师从优秀走向
卓越。

教师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角。作为青岛唯一
入选“山东省中小学大单元教学实验学校培育工
程”的高中学校，青岛一中带领全校教师开展以学
习为中心的大单元教学改革，注重培养教师大单
元教学理论素养和教学实践能力，转变学生学习
方式，培育学生高阶思维，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基于真实的情境开展大单元教学，让学生在
一个个单元的学习中提升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

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完成英语学科的育人价
值。”英语教研组组长王淑凤表示，大单元教学
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学科素养，全校高考英
语平均分在 130 分以上，学校被评为“青岛市英
语学科基地”。

立足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近
三年，青岛一中教师参加省、市优质课比赛获一等
奖人数居全市第一。今年，7人获评青岛市教学
能手，入选总人数位居青岛市前列。

凝聚家校合力，共育时代英才

“只要我们需要，我们的老师一直在。”回忆起
高中三年的时光，每一名一中学子都忘不了老师
从早到晚陪伴他们冲刺高考的时光。高三最后阶
段，教室里，班主任跟学生们一起奋笔疾书；走廊
里，班主任为孩子们谈心解压、答疑解惑；校门口，
班主任和家长们倾心交流……

在青岛一中，像这样师生相伴的温暖时刻还
有很多很多。学校推行全员育人导师制，从入校
起，学生就有专门导师为其成长保驾护航。导师
关注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成长过程，关注从学习、
生活到德育的各个环节。这种亦师亦友般的陪
伴，照亮着学子的成长成才路，也深深地感动着学
生和家长。每年毕业季，教师们总会收到来自学
生家长的鲜花和锦旗。

学生的自信成长更离不开家校合力。在青岛
一中校门口有两间小屋，这是学校专门设立的家
长接待室。无数个夜晚，这里总是灯火通明，总能
看到班主任和家长促膝长谈，及时交流分析学生
的点滴成长。

青岛一中历来重视家庭教育，通过开办“家长
学校”，组建“家长课堂讲师团”，每周开展“家长大
课堂”活动，搭建了家长共同学习、共同交流、共育
英才的平台。

“在‘家长大课堂’中，我们有机会聆听大学教
授、学校名师和名班主任以及优秀的家长带来的
讲座，掌握了更多家庭教育的方法，真是受益匪
浅！”家长们纷纷表示。

与此同时，学校通过“校长会客厅”，架起校长
和学生、家长沟通的桥梁；在社区建立家庭教育服
务站，打通了家庭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将专业化
的家教知识送到家长身边。

教师学高身正、潜心育人，学子博学敦行、求
实创新……青岛一中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充分认
可、赞誉连连，正行走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

青岛一中：

潜心育人，百年学府风华正茂
□青报教育在线 王敏敏 徐 阳

百年学府，风华正茂。拥有全国文明校园、全国首批国防特色教育示范学校等多项国字号荣誉的青岛一中，
展现出愈发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国内唯一的“全国中学生地球科学科普教育基地”落户青岛一中。在代表学
校综合办学质量的青岛市教育局绩效考核中，青岛一中连续七年获得优秀等级，连续两年拔得头筹，这是局属学
校中的“独一份”。今年中考录取中，青岛一中分数线稳居前三甲；今年高考，一中学子的表现也取得高位突破，达
特招线人数再创新高，被“双一流”院校录取的人数实现倍增。

建校近百年来，青岛一中走出了一条“名流创办、名家管理、名师执教、名人辈出”的办学之路。面对新的征
程，青岛一中以打造“卓立岛城、晔曜华夏”的百年名校为目标，努力提升办学内涵和育人品质，更精彩的育人长卷
正徐徐展开。

▲青岛一中举办班主任节。

▲高考期间，青岛一中教师为学生送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