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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以来，根据中组部和教育部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
作部署，江苏和陕西两省开创教育帮扶助推乡
村振兴新模式，以“组团选派、集体作战、造血
与输血并重”的方式，为我市 5 个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输送 30 多名优秀教师，分别派
往各县普通中学和职教中心进行教育帮扶。

不到一年时间，各位老师迅速转换角色，
以帮扶学校为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从南
京带来的先进教育理念如春雨般播洒在当地
师生的心中，为山区教育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在采访中，记者感慨的是他们不仅抓成
绩、抓学习，也在探寻“除了高考以外，还能做
些什么？”以及“我们走了以后，还能留下什
么？”，他们带来崭新的思维模式、乐观向上的
生命态度、兼容并蓄的开阔胸怀，为山区孩子
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和
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让小草和鲜花拥有同样的阳光让小草和鲜花拥有同样的阳光

时值 5 月，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江文宏
几次去学校后山上查看，那里有一片杏树林，
他担心那些青杏会被雨水淋坏。

商南县高级中学有个习俗，每年 5 月杏
子成熟的季节，校长会邀请优秀学子一同去
后山摘杏，以感念师恩、共话未来，也称“校
长有约”。

江文宏原为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书记、副
校长，现任商南县高级中学校长，自他来了之
后，“校长有约”的内涵和外延得以进一步扩
展。一方面，不仅成绩好的学生，其他所有学
生都能参加“校长有约”活动；另一方面，他根
据校长信箱来信内容、巡校巡课发现的问题、
师生反映的典型问题以及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等，有针对性地与师生进行谈心交
流，关注每一名师生的心理健康。

新校长到校不满一年，可学生们对他并不
陌生。有时，在操场上走着，江校长突然叫出
他们的名字，看到校长笑盈盈的脸，不少学生
感到惊讶：“校长那么忙，我学习也不冒尖，他
咋能认出我？”

而这，正凸显出江文宏充满智慧和包容的
教育理念。“要让小草和鲜花拥有同样的阳

光。”他说，好的教育，是尊重每一个学
生，去倾听他们、理解他们，适时给一

些建议和指导，让每一个生命都
精彩绽放。

一天夜里，江文宏在男
生厕所外闻到烟味，正准

备进去查看，不料听到
动静的几个男生仓皇
逃散。“过了几天，我
还在想怎么杜绝校
园抽烟的风气，这
4 个男生就主动找
了 过 来 。”江 文 宏
笑着回忆，其中有
个男生带头说：“我
们知道你是个好校

长，不想让你花太长
时间调查，我们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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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写了检讨，保证以后再也不抽烟。”后来，
这几个男生不仅遵守了承诺，学习成绩也比
以前进步了。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江文宏把它们一
一记录在本子里，目前，有故事能叫上名字的
学生就有 100 多人，他常鼓励学生：“不管什么
样的人，只要好好努力，都是人才。”

此外，江文宏还和音乐组、语文组的教师
一道，对校园铃声重新进行谱曲和弹奏，形成
独具特色的课间音乐，同时，针对学校创建中
华诗词之乡活动，开展“经典咏流传推介”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师生文化生活。

目前，学校正在加紧完善“学生发展中心”
和“教师发展中心”，江文宏说：“校长一个人的
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在机制上创新，才能
把一些先进的理念永久的留下来。”

从常规课堂走向精品课堂从常规课堂走向精品课堂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
给我……”5 月 8 日下午大课间，山阳中学的音
乐教室里荡漾起悠扬的歌声。80 多名学生席
地而坐，在郭军辉老师饱含深情的指挥下，他
们轻轻地唱着，一张张稚嫩的脸上满是虔诚。

郭军辉来自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是玄武区
优秀青年教师，到山阳中学以后担任音乐教研
组组长。“秦岭深处的孩子非常淳朴，虽然他们
的艺术素养相对于南京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着
一定的差距，但是对于音乐的热爱、对美好的
向往是丝毫不差的，山里的孩子歌声中更多了
一份虔诚，就凭这份纯粹，我也应该做点什
么。”郭军辉决意挖掘这群宝藏学生的潜力，他
组建了“丰阳娇子”合唱团，利用每天休息时间
开展合唱排练。

可是，这群孩子对合唱毫无认知，音乐基
础非常薄弱，甚至连简谱也看不懂，为排练增
加了很大难度。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郭军辉
把他们喜爱的流行歌曲《父亲》《萱草花》《奉
献》《这世界那么多人》等改编为合唱版，好多
同学都是眼含热泪唱完整首歌。有个周末排
练，同学们都非常认真，需矫正的几个片段很
快通过，郭军辉难抑内心的激动，自掏腰包请
大家喝奶茶，孩子们开心得跳了起来，他趁机
提议：“大家敢不敢挑战一下，在咱们学完 12
首合唱之后，开一场音乐会？”短暂的沉默之
后，所有同学都齐声回应：“好！”

“音乐会定在 2024 年的元旦前后举行，在
我走之前一定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同学们一
个交代。”郭军辉说，尽管难度很大，但他内心
时刻被一种东西牵绊着，令他没有退路。“放弃
很容易，当我看到他们唱歌的时候非常笨拙，
但非常认真，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阿甘一
样的精神，让我实在是难以放弃。”

为了更好的应战，郭军辉带领山阳中学音
乐教研组开展了《非专业高中合唱团的教学探
究》的课题研究，他希望这个经验可以留给后
面的同志，让合唱团得以传承下去。

南京市六合区对口帮扶山阳中学的石玉
宏校长说：“山阳中学的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
薄，怎么增添厚重感？我们以合唱团为突破
口，拓展到漫画社团等其他领域，让非主课类
学科也能走精品化路线。”

启动启动““11++11+N+N””学科沙龙学科沙龙

春花烂漫，在
微风摇曳的绿树
下边喝茶边探讨
传统文化，是一种
怎样的体验？

在柞水中学
本土教师的认知
里 ，这 无 疑 是 一
场诗与远方的美
丽 邂 逅 ，也 是 一
种创新的学术交
流形式。

去 年 12 月 ，
江苏省高淳高级
中学组团式帮扶
柞水中学的教师
团队，与陕西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来
柞帮扶教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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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1+1+N”学科沙龙，即借助学科交流学习
活动，由 1 名组团帮扶教师和 1 名校内名师帮
扶若干名青年教师，以达到名师领航、交流示
范的效果。

3 月 13 日下午，柞水中学语文教研组部分
教师在城区树下院子，发动了一场主题为“先
秦诸子论著系列专题读书分享”学术沙龙活
动，大家恣意畅谈、交流心得，感受不同思维碰
撞的乐趣。其中，王芳老师推荐了蔡志忠的

《庄子说——自然的箫声》，她通过该书几幅漫
画对庄子之道的阐释，启发大家思考在教学中
如何突破难点的具体方法；高淳高级中学对口
帮扶教师、柞水中学教务主任葛永昌则给高中
学生列出了系列传统文化书单，以此培养学生
的辩证思维能力。

紧接着，数学组、英语组、理化生组、史地
政组、体音美组的学术沙龙活动一个接一个
的开展起来，不拘形式、别具一格，为教学打
开了新的视角，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供了
可行路径。

“与传统的集体备课、研讨课不同，‘1+1+
N’学科沙龙活动形式更灵活，交流的话题更
宽松，对教材外的知识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在
老师间反响较好。”葛永昌说，他们将持续发挥

“组团式”帮扶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以学科沙
龙等活动为载体，带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培
养更多的名师、学科带头人。

““名师工作室名师工作室””入驻小城镇安入驻小城镇安

5月 9日，镇安中学高一（25）班，一堂以“棱
柱的结构特征”为主题的数学课正在进行，“请
同学们按某个标准对棱柱分类”“什么叫正棱
柱？”……随着讲解的深入，老师抛出一个又一
个问题，引发学生热烈响应，与
传统数学课给人留下的严
肃、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上课的老师名叫
田 泽 华 ，他 原 本 在 南
京一中任教，现在是
镇安中学数学教研组
组长、南京名师工作
站镇安中学分站数学
工作室负责人。针对
高中数学教学，他提
出了十六字方针：立
足原点、聚焦思维、发
展素养、培养学者，主
张把课堂还给学生，
通 过 课 堂 讨 论 ，小 组
合作等方式，为学生预
留充分的思考空间，培
养“学者型学生”。

高一（25 班）学生张雯雯
说：“田老师上课喜欢引导学生从根本出发，把
一些知识点一层层抽丝剥茧，让人有种拨开迷
雾的感觉。”其他学生也表示，从南京来帮扶的
老师讲课别开生面，让他们无论是学习方法还
是思维方式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原任南京市中华中学副校长、现任镇安中
学校长的蔡欣介绍，他们到校后，以座谈、走访
等方式对镇安中学办学历史、学校管理、教育
科研、青年教师培养等形成了上万字的调研报
告。“经过研判，我们决定发挥南京名特优教师
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主抓教师队伍建
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蔡欣说，一方面，他们大力实施“请进来、
走出去”，邀请南京中华中学举办基于“三新课
题研究的课堂展示”在线观摩活动，邀请南京
大学吕林海教授以及省市教研员开展线上线
下专题讲座，选派 42 位骨干教师赴南京一中
进行交流学习；另一方面，挂牌成立南京市名
师工作站镇安中学分站，设立语文、数学、物
理、化学、政治、地理 6 个学科名师工作室和 1
个德育名师工作室，聘请南师附中、金陵中学、
第一中学、中华中学等南京名校校长、正高特
级名师为工作室学术顾问。

“南京市高中学段的名师工作室达 23 个，
这次进驻镇安中学的就有 7 个，后续还有第二
批次进驻。”蔡欣说，东西部在教学上的密切交
流打开了当地教师的专业视角，提升了他们应
对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的实践能力。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依托依托““一站三中心一站三中心””有效帮扶有效帮扶

来丹凤中学的第一天，杜家伟就注意到该
校的校训是“品兼公勇、学尚实真”。

如何让这一校训不流于形式，内化于心、
外践于行，成为丹凤中学的灵魂？来自南京市
雨花台中学岱山校区、现任丹凤中学校长的杜
家伟带领两名帮扶教师，花费 2 个月时间，通
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个别访谈等形式，掌握
第一手资料，征求建设性意见。

在调研中，杜家伟了解到：丹凤中学共有
95 个班级，部门管理职能相对弱化，学校整体
发展没有长远和系统性的规划。结合丹中实
际情况，同时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学校规划，他
组织各职能部门集思广益编写了两万字的

《丹凤中学 2022—2025 三年发展规划》，从学
校发展背景与现状分析，到学生培养、教师发
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文化建设、智慧校园
建设六大目标愿景及发展路径，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规划。

同时，杜家伟也发现，不少当地教师喜欢
走老路、凭经验，以前怎么干、现在还怎么干。
于是，他发动成立“一站三中心”，即组团式帮
扶教师工作站、教师发展中心、课程发展中心、
学生生涯规划和心理健康中心，推动组团式帮
扶工作全面展开。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与南京雨花台中学
开展“雨丹携手、同课异构、联合教研”课堂研
讨活动，通过语文、历史、数学、化学四个学科
的同课异构形式，进行线上直播、研讨交流，全
面贯彻新课程理念，改进教学方法。

在课程开发方面，南京雨花台中学帮扶
老师、丹凤中学团委副书记丁锋介绍，他们

借鉴江苏锡山高级中学和南京雨花台中学
课程开发的成功经验，形成丹凤中学课程体
系架构，开发了 24 个学科类校本选修课程和
25 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学生社团活动课程等，
包含体育类社团、艺术类社团、科创类社团、
综合类社团等，将社团活动作为丰富学生校
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
学生综合技能素质的重要载体，实现了社团
活 动 从 少 到 多 、从 有 到 优 、从 优 到 精 的“ 蜕
变”。今年 3 月，丹凤中学社团课的创新教育
模式通过了省级示范团验收，获得了省级领
导的一致好评。

丁锋说，他刚来丹凤时，就听说秦腔是当
地的一个特色，但他发现学生们对此并没有
深入的认识，加之受到全国高雅艺术进校园
活动的启发，便牵头组建了秦韵戏曲社、话剧
社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团。“我们的初衷是，
让学生了解家乡文化，等他们有机会走出去
的话，能把这个发扬光大。”丁锋说，他们专门
聘请当地戏曲社一名表演艺术家一周给学生
上一次秦腔课，等到 6 月份丹凤中学举办首届
社团嘉年华活动时，这些社团活动成果将一
一进行汇报展演。

值得一提的是，丹凤中学还开设了心理健
康课和“丹中家长课堂”，针对家长家庭教育意
识淡薄、学生在成长中面临的普遍困惑等问
题，每月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以提升家庭教育
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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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县高级中学舞蹈社团学生排练舞蹈商南县高级中学舞蹈社团学生排练舞蹈

山阳中学山阳中学““丰阳骄子丰阳骄子””合唱团排练歌曲合唱团排练歌曲

柞水中学学生参加柞水中学学生参加
写作比赛获奖写作比赛获奖

△△镇安中学数镇安中学数
学老师田泽华与学学老师田泽华与学
生课堂互动生课堂互动

▷▷丹凤中学高丹凤中学高
一师生参加一师生参加““劳动劳动
最光荣最光荣 奋斗最幸奋斗最幸
福福””劳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