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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大学选修过的美术和音乐，

这时候发挥了大作用。刘菊峰记得教

孩子们的第一首歌就是她从小唱的《学

习雷锋好榜样》，后来这首歌成了班

歌。由于条件简陋，一台电视机、一台

“大疙瘩”电脑、一排小凳子就是刘菊峰

与孩子们一起展现才能的全部家当。

她在前边领着唱，孩子们在后边扯着嗓

子跟着唱……

农村最不缺的就是果木。每

当 盛 夏 到 来 ，校 园 里 的 一 棵 老 杏

树 上 结 满 了 大 黄 杏 ，刘 菊 峰 课 余

时间带着孩子们围绕在杏树下搜

寻杏核的影子。第一年他们把捡

到的杏核卖掉，换回 50 多元钱，这

就 成 了 他 们 的“ 班 费 ”。 此 后 多

年，孩子们的积极性更大，收益也

更 多 。 在 刘 菊 峰 的 倡 导 下 ，他 们

一有空就在学校院里捡被扔掉的

饮 料 瓶 和 牛 奶 盒 ，再 集 中 卖 掉 。

到 元 旦 的 时 候 ，刘 菊 峰 和 孩 子 们

一 起 分 享 丰 收 的 喜 悦 ，享 用 劳 动

换来的糖果——这是他们自己动

手创造的甜美生活。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

教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每一个孩

子都是教育的资源，如何利用好这

些“资源”，让他们产生更大的价

值？刘菊峰一直在琢磨，她“利用”

孩子们不服输的劲头，时不时鼓励

一些孩子的行为，“刺激”其他孩子

你追我赶做得更好。

学生太佳程是个孤儿，但在学

习上特别主动，刘菊峰家访得知，他

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图书，甚至还

捡回来一些用旧的初中课本。这些

书无疑为太佳程打开了一扇大门，

也让他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每每

课堂上他都有惊人之语，刘菊峰也

会鼓励他像个小先生一样，帮助其

他同学学习。

孙学鹏怕写作业，也懒得学习，

又借故不去学校上课。刘菊峰多次

家访后，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作业方

案，后来孙学鹏以全班第一的好成绩

顺利考入重点初中的尖子班。

201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刘菊峰

正在宿舍洗漱，一个衣衫破旧的妇女

推门而入，操着外地口音含混地说：

“老师，俺家在二里外的虎头梁，你快

做做我孩子工作，让她再回学校念几

天书……”仔细一问，原来她是“留级

生”小真的妈妈。

为了把小真留在学校，刘菊峰让

小真担任新开设的科学课代表，让她

重新得到大家的“重视”；遇到下雪、

下雨天，刘菊峰会把小真带回宿舍，

给她做饭，陪她聊天；每次遇到小真

家里有困难，刘菊峰也都当成自己家

的事一样……

暑假，刘菊峰邀请小真带着弟弟

到家里做客，晚上带他们到政府广场

看喷泉，看着他们跑来跑去、欢呼雀

跃，那一刻刘菊峰心里直翻腾：“扶起

小真就等于撑起他们这个家，一定要

让小真多学知识，走出虎头梁，走出

农村。”

小真快初中毕业了，刘菊峰建议

她到张家口市职教中心读高铁乘务

专业，因为这“很适合”她。

“或许我不应该为小真过早地规

划人生，但我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点亮孩子甚至孩子家庭的心灯，为他

们打开未来无限宽广的世界。”刘菊

峰如是说。

成就每一个生命 做永
远的“点火”者

2013 年，刘菊峰特岗三年到期，

按时入编并享受公办教师待遇。

村民们开始担心，怕这难得的好

教师也像其他人一样进城高飞。

他们不知，走过最初最清苦、孤

独的岁月，刘菊峰坚守的心早在六马

坊村生根发芽。

更何况，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

重视，刘菊峰所在的六马坊小学正像

大多数教学点一样受到重视，逐渐开

始修葺重建，办学条件得以改善。

2015年夏，刘菊峰做了手术。术

后的她放心不下孩子们，每天用手机

与学生家长联系，指导孩子们学习。

医生嘱咐至少要休息40天才能正常上

班，她却在术后12天就回到了课堂。

2016 年，刘菊峰做了母亲，怀里

抱着自己的孩子，心里还挂念着学

生。直到好消息传来：她带的班级学

生都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初中，其中 6

个学生还考上了重点中学并且进入

尖子班。也就是在那一年，获得村里

人广泛支持的刘菊峰参加了镇里的

党代会，并被推选为村妇联副主任，

这让她更有干劲了。

送走了一届学生后，刘菊峰再次

担任了一年级班主任，带着 18 个孩

子踏上了新的征程。2017年，刘菊峰

又有了新创意，她在班级内启动“阅

读小明星”评选活动，引领家庭亲子

阅读新风气；她组织了六马坊小学建

校以来的第一次语文公开课，前来观

摩的家长都惊呆了，不住地夸她是个

好老师，学校的教学不比城里差。正

是因为这种认可，新学年开学再没有

学生转学去城里。不仅如此，六马坊

小学的学生从2010年的65名增加到

现在的100多名。

2018 年是刘菊峰的收获之年。

因为工作业绩和教育事迹突出，教师

节前夕，她受邀作为河北省6名师德

代表之一，参加了全省教师节座谈

会，得到省委书记、省长的点赞。

当然同样“突出”的还有她的腰

间盘——由于年初连续加班，刘菊峰

腰间盘突出的毛病又犯了，坐立不

得，连1月15日的期末考试都是丈夫

代为监考的。

好在病痛很快过去，冬日里的阳

光、亲人们的问候，以及孩子们快乐

的笑脸，都让刘菊峰感到一种幸福。

“村小不变强，农村教育很难有

希望。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是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

留下来也能学得好。”刚刚三十而立

的刘菊峰说。

让刘菊峰开心的是，过了这个春

节，自己就要和她的孩子们再次见面

了，迎接他们的是又一个充满希望的

春天。而她，还是村小里那株灿烂的

雏菊，盛开在教育的春天里。

刘菊峰：19个孩子的“包班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洪跃强 谢霞）

2018 年 冬 天 的 某 日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景 炎 学 校 里 ，一 场 名 为“ 景 炎

杯 ”的 课 堂 教 学 竞 赛 决 赛 正 在 如

火如荼地展开。这原本只是一所

学 校 的 内 部 教 研 活 动 ，却 吸 引 了

来自湖南醴陵、永州、茶陵、新晃

等地的不少教师专程赶来。尤其

是 新 晃 县 禾 滩 中 学 ，学 校 全 体 教

师悉数到场——这其中不仅有他

们 求 知 若 渴 的 期 盼 ，更 有 对 景 炎

学校感恩的情愫。

故事还要从4年前说起。

2016年5月，为响应党中央精准

扶贫的号召，湖南省株洲市景炎学校

等 6 所长株潭地区优质民办学校校

长在新晃县进行了为期2天的调研，

开展帮扶活动。在确定帮扶对象后，

景炎学校校长范希娟顾不上吃饭，立

刻奔赴结对学校——禾滩中学，她深

入学校宿舍、食堂、教室等地仔细考

察，并与禾滩中学相关负责人深入交

流，就德育、教学、管理等问题反复进

行交谈。

禾滩中学近 60%学生是留守儿

童，其中有 82 名贫困学子。学校师

资力量薄弱，文化建设几近空白，

管理上也存在诸多漏洞，许多问题

积弊已久——这次帮扶，能起到效

果吗？禾滩中学校长姚茂伟心里

打鼓。

“景炎学校将在未来3年提供专

项资金对禾滩的优秀教师进行奖励，

会加强对禾滩中学教育教学引领，会

组织教师到景炎学校进行培训，强化

两校教师间互访，实现资源共享。”范

希娟的一番表态，让姚茂伟心中升腾

起希望。

让姚茂伟感触颇深的是，景炎

学校的行动力“惊人”。仅仅半个月

后，该校就派出6名教学骨干送课到

禾滩中学。一个多月后，禾滩中学

管理人员应邀参加景炎学校管理团

队举办的为期 5 天的培训活动。时

隔不久，景炎学校第3次外派教育教

学管理研发团队到禾滩中学进行深

入交流和精准帮扶……

外教口语课、语文课、数学课、生

物课等让禾滩中学师生耳目一新，教

师幽默风趣的语言，层层递进的启发

式教学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新晃县

第一中学教师蒲师圣旁听了这些课后

很激动，他说：“景炎学校以学生为本

的理念很先进，教师课前准备充分，他

们通过鼓励、评价等各种方式激发学

生，将学生发展落在实处，这在乡村中

学绝无仅有。”

舒丽君是禾滩中学英语教师，她

表示过去给孩子上课就是讲授课本

知识，教学模式很单一，学习景炎学

校的生本课堂后收获良多。

这样的扶贫之举，姚茂伟用“天

上掉馅饼”来形容。他表示“景炎学

校全新的教学理念让禾滩教师开拓

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禾滩中学规

模较小，每年毕业班仅有五六十个学

生，自从接受景炎中学的帮扶后每年

高中升学率都达到70%以上。

2018 年 11 月 30 日，景炎学校三

年倾情帮扶禾滩中学主题教研活动

暨教育对口帮扶成果展在禾滩中学

进行。禾滩中学的孩子们穿上侗族

节日的盛装，吹奏起芦笙，唱起侗族

大歌，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作为一所民办学校，我们的办

学宗旨是社会效益第一。作为教育

工作者，不论身在公办学校还是民办

学校，我们都姓‘教’，无论用什么方

式都要把爱的教育传递下去。”谈及

此次帮扶，范希娟动情地说。

《考试蓝皮书：中国高考
报告（2019）》在京发布

本报讯（记者 钟原） 日前，高考

40 年学术研讨会暨《考试蓝皮书：中

国高考报告（2019）》（以下简称高考蓝

皮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

的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高考发展与改革展

开了学术研讨。

高考蓝皮书全面梳理总结了 40

年来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的巨大成

绩。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

等教育快速发展。40年来，以高考为

主导的教育事业改变了无数个人与家

庭的命运，开启了经济发展、国家强

盛、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蓝皮书指

出，2014 年 9 月国务院启动了新一轮

高考综合改革，配以精确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以高考改革撬动教育改革，推

动产教深层融合。4 年多来，高考综

合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也面

临不少挑战。

据了解，高考蓝皮书是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系列蓝皮书

之一，该书由原国家教委考试中心

（现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担

任主编。

江西兴国：为贫困学子
送教上门

本报讯（通讯员 周新兴） 寒假

已至，江西省兴国县列宁学校副校长

何燕来等来到该县长冈乡石燕村，为

特教学生小冯上门送教。小冯常年

跟随在外务工的父母就读，今年趁小

冯过节回家的机会，何燕来等上门面

对面授课，对他一学期来所学知识进

行梳理——这是兴国县教育局在实

施教育精准扶贫工作中推进控辍保

学工作的一个缩影。据悉，在大力推

进教育扶贫工作中，兴国县教育局把

控辍保学作为一项核心工作来抓，并

对 6-15 岁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建

立台账，精准制定劝返措施，并落实

帮扶责任。

“像小冯这样的学生全县共有

276 人，我们将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

程，确保不让一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因贫辍学，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

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兴国县教育局副

局长王守叶说。

“诗词进校园——名家
大讲堂”走进湖南长沙

本报讯（记者 金锐） 日前，由

湖南省诗词协会等主办的“诗词进

校园——名家大讲堂”活动在湖南

省长沙市高新区金桥小学举行，湖

南省诗词协会会长彭崇谷、湖南省

文联副主席朱训德等参加了活动。

彭崇谷强调了全面准确认识中华

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要性，

朱训德鼓励广大青少年学习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湖南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汤素兰以《诗是

最精致的讲话》为题进行主题宣讲，谈

及阅读古诗、新诗时应该注意的一些

问题，并通过现场互动解答学生在学

习和写作时遇到的疑难问题。

活动期间，主办方宣布第二届“英

才梦·湘天华杯”全国青少年诗书画大

赛启动。

2018 数字阅读报告发
布，“00后”成为阅读主力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日前，数

字阅读平台掌阅发布了《2018掌阅数

字阅读报告》。报告介绍了大众 2018

年的整体阅读情况以及数字阅读领域

的新趋势，其中“00后”用户在掌阅平

台占比已达28%，这表明在数字阅读领

域，年轻人成为绝对主力。

报告显示，掌阅平台上用户的

阅读喜好呈现新的趋势。用户通过

手机或阅读器进行数字阅读，同时

也关注听书、漫画、杂志。用阅读器

看漫画、用手机听书都成为常态。

从内容上看，当代小说、传统文学、

社科图书、漫画等是“00 后”最喜爱

的内容。

把爱的教育传递下去

“向专家型、创新型校长发展”

图片
新闻

湖北襄阳：政府出钱为学校买好书
日前，湖北省襄阳市东津镇中心学校的图书馆里，3万册图书装满了整个阅览室。这是国家为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由区级财政投入资

金为该校购买的图书，此项惠民工程赢得了师生的广泛欢迎。图为该校学生正在翻阅新书。（杭国玲/摄）

本报讯（记者 梁颖宁） 日前，内

蒙古包头市教育系统为汇集全市各

中小学变革的新理念、新经验，推动

学校建设高质量发展，特别举办了以

“校长领导力提升”为主题的第十四

届中小学校长论坛，来自包头市的

500余名学校相关负责人与会。

论坛期间，包头市首届“中小学

校长领导力”大赛的6名获奖校长从

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

课程改革、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

管理、调试外部环境等方面向与会者

作了交流展示。

包头一中党委书记赵文梅介绍了

学校基于“有能”教育下的课程建设探

索，该校立足国家课程体系设置的基

本逻辑起点，逐步改变过去杂乱无章

的课程设计，构建起国家、地方和学校

三级课程体系，基础课程、拓展课程、

探究实践课程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四

大课程类型；东河区牛桥街小学校长

王焱介绍了该校“牛劲，牛气，牛人”的

办学理念和“慧学、慧玩、慧生活、慧做

人”的“牛小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目

标；包头市和平中学校长刘君玉介绍

了学校在地处城乡接合部、学生打工

子弟多的背景下，实施“阳光教育”，打

造具有学习力、执行力、人格魅力的

“三力”管理队伍的可贵探索。

赫德双语学校中方总校长李振

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学校

发展评估首席专家何志强、河北保定

师范附属学校校长王淑英等多位特

邀专家对学校发言进行点评，为校长

办学打开了思路。

包头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占峰表示，一年一届的校长论坛旨在

为全市校长搭建一个平台，让观点与

观点交锋、思想与思想交融、智慧与智

慧碰撞。本次论坛通过校长展示交

流、专家一对一点评和专家专题培训，

引发大家对校长价值领导力和课程领

导力提升的深度思考，必将促进包头

市校长向专家型、创新型校长发展。

“校长要善于建立师生愿意共享

的愿景，并能够架设通向未来的桥梁，

也就是善于规划学校的发展；要善于

确立明确的办学理念；要善于加强特

色建设；校长要善于做一个真正享受

成长乐趣的学习者。”包头市教育局

副局长张文科提出，做校长一天，就要

为学校发展殚精竭虑，为师生发展高

度负责，要做到“四个善于”。

“一个校长，从合格走向优秀，最

后走向卓越，最关键的是要有为教育

事业发展不断追求成长的渴望。”张

文科说。

据悉，包头市连续三年围绕“校

长课程领导力”这一主题召开中小学

校长论坛，今年的论坛聚焦“校长领

导力的提升”，仍然是以“课程领导

力”为核心，加入了校长价值领导力

的部分内容。

内蒙古包头市第十四届中小学校长论坛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