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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地理·湖南江华

做师生向往的理想教育做师生向往的理想教育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跨越式发展纪实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跨越式发展纪实

一个集“老、少、边、穷、移”于一体

的贫困县，年财政收入不到10亿元，怎

样破解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难题，蹚

出一条区域素质教育发展的路子？一

个以瑶族为主，壮族、汉族、苗族等十

余个民族为辅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

县，怎样在留住青山绿水的同时探寻

一条具有特色的乡村教育出路，在学

校内涵提升的基础上办出人们心目中

的理想教育？

被誉为“神州瑶都”的湖南省江华

瑶族自治县，2019年4月刚刚经湖南省

人民政府同意正式脱贫摘帽。但在脱

贫的同时，江华教育通过“美丽校园、幸

福师生、理想教育”的架构与实践，坚持

让每一个孩子都不被落下，让每一所学

校都不薄弱，让一方教育得到高品质发

展。这样的乡村教育品质发展之路，是

在教师队伍外部保障和内生动力欠缺，

学校硬件和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多年的

2012年底，开始的大转折、大提升。

这年 12 月，面临发展困境的江华

教育迎来了唐孝任调任教育局局长。

此后8年，江华教育人在唐孝任的带领

下，探寻有效路径，激发教育活力，逐

渐实现区域教育的逆势发展。

将每笔钱用好
建好每一所学校

“近年来江华教育发展迅速，最关键

的是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作为最大

的民生。”江华县教育局局长唐孝任坚定

地表示。上任不久的2013年初，唐孝任

走进沱江镇第二小学，看到学校杂草丛

生、校舍老旧时颇为惊讶。尽管江华财

力吃紧，但他清楚教育耽误不得。

此前，江华县委书记罗建华在全县

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曾明确提出：“教育是

最大的民生，是扶贫的重要手段，要加快

教育发展，并将教育作为江华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筹安排，自

2013年以来，该县先后投入20.32亿元，

全面实施合格校园、县城学校提质扩容、

教师安居、移民学校复建、村小改建、全

面改薄、幼儿园建设等教育七大工程，新

建成18所幼儿园、9所中小学，新增学位

39150个，在2019年使全县义务教育大

班额问题全面化解。

这样的大手笔、大气魄、大投入，

让县教育局退休干部周九诚看在眼

里，“真是实现了最好的房舍和建筑是

学校，最美的环境和条件是校园”。

当然，在财力有限的江华县，用好

每一分钱不仅仅是建校，还表现在学

校提质上。2017 年，江华县再次启动

城区学位建设和“四改三化”（改寝室、

改厕所、改食堂、改澡堂，净化、绿化、

靓化）工作，实现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差异系数在全省最优。

水口中学、水口中心小学是全国

重点水利工程——涔天河扩建工程移

民集中搬迁后新建学校，学校建筑古

朴典雅，具有浓郁的瑶族建筑风格。

不仅教学设施齐备，而且生活设施也

是一流的。学生宿舍6人一间，配两个

洗手间，一天24小时有热水。

“隔条马路就能上这么漂亮的新

学校，孩子还有营养午餐。真好！”送

孩子上学的贾奶奶连声说。

水口镇中小学只是全县中小学建

设的一个缩影。

大圩镇第二小学是一所易地搬迁

学校，学校配套的各种学习室、活动室、

功能室有近20间，音乐教室里人人有电

子琴、美术教室里人人有写生架。更值

得一提的是，江华县将村小建设列为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不仅不撤并，还制

订了翔实的村小改造方案，建设多媒体

教室、小图书室和小食堂，实现了校校

通、班班通、人人通，边远农村地区的孩

子享受到与城市一样的现代教育。

把诚意用足
乡村同样成就教师

没有教师体面的生活，就没有一

方教育的优质发展。为了破解乡村地

区招不到、留不住优秀教师的尴尬局

面，江华县通过提高教师待遇等务实

方法，让教师在江华成为幸福而有尊

严的职业。

在编制严控、财政吃紧的情况下，

江华县坚持对教育“要人给人、要编给

编、要钱给钱”。近4年通过特岗招聘、

公开招聘和人才引进等方式招聘教师

超过1000人。教师的“五险一金”、体检

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教师绩效工资、年

终绩效评估奖、文明县城奖、综治维稳

奖与公务员一个标准发放，其发放金额

居湖南省同类县区前列，实现了教师年

平均收入高于县内公务员平均收入。

在江华县，乡村教师人才津贴比

湖南省标准高出100-400元，最偏远的

乡村教师每年享受津补贴比县城教师

高出2万元，形成了“越往基层、越是艰

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同时，为

了全力保障教师的生活条件，江华县

先后建成教师公租房、周转房2800套，

3200 名教师搬进新房，基本上满足了

乡村教师一人一套房的需求。

码市镇黄石完全小学教师向妙被

县教育局“提拔”到基础教育股后，她

给同事“晒”自己的工资条：在农村时

每月有 1700 元的乡镇津贴、乡村人才

津贴、班主任津贴，月收入 6000 元；进

城后没有了这些补贴，每月工资只有

4000多元，少了很多。

其实，教育人的坚守和教师收入

的保障还不能完全支撑区域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办好教育，校长、教师队伍

建设还需要更多智慧。

江华县除了选准用好校长外，还把

“校长回归课堂”作为狠抓校长队伍建

设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一方面对

全县校长提出了“七个一”的要求，即校

长必须每个学期研读一本教育专著，每

周写一篇教育反思，每季度参加一次校

长论坛，每月担任一次评课主讲，每学

期举办一次主题研修班，每学年参加一

次教育理论考试；另一方面每年都要举

办校长上课、听课、评课比赛，促使校长

回归课堂、专注课堂、聚焦课堂。如今

全县中小学校长都坚持上课，上示范

课。近年来，70多名校长被评为县级及

以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15位校长

被评为名师、名校长、省教育家孵化培

训对象。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江华县除了

用待遇留人、激发人外，还采用多种培

养方式帮助教师成长。他们通过“送

出去”“请进来”和建立国家、省、市、

县、校五级培训体系，对教师进行全员

培训，同时强化校本培训，开展了以

“教师阅读与专业成长”为主题、以教

师读书研讨为载体的校本研修系列活

动。全县119名村小、教学点教师还进

行了“养身、养心、养学”三养培训；设

置了课堂教学、国学诵读、实地考察等

实践性课程，提升了村小、教学点教师

的幸福指数。

与此同时，江华县还寻求高校支

持培养种子教师。近年来，江华县教

育局与华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两所

双一流高校合作，不断培训种子教师。

当工资收入提高了，专业成长的路

径选择多了，教师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

上的满足感、自豪感自然提升。用足了

诚意的师资队伍发展，自然也就为乡村

教育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特色落地
学生成长更多彩

在江华县，特色立校不仅做到了

一校一品牌，还逐步实现了一班一特

色，班班有看点、有亮点。

码市中学七年级（220）班以“京彩

国风”为特色，学生学习京剧脸谱知

识，了解京剧文化，通过画京剧脸谱、

创作京剧脸谱，加深对京剧艺术的了

解，再发展成学唱京剧、表演京剧。班

主任吴艳珍说，“班里大部分学生都是

留守儿童，借助班级特色活动，孩子变

得活泼可爱、阳光自信了”。

七年级（224）班擅长“妙泥生花”，

学生用五颜六色的超轻黏土捏制、粘

贴成作品；用铁丝制作出立体感强的

丝网花作品。“这是特别细心的活儿，

学生在参与中既培养了审美情趣，又

磨炼了毅力和耐心，还能涵养一份宁

静和专注。”班主任莫向阳说道。

在“一班一特色”的基础上，江华

县还通过开设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在体现“一生一特长”中发现和彰显每

个学生的天赋。

水口中心小学的长鼓舞、国学诵

读、书画等社团深受学生喜爱；白芒营

中心小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

择书法、棋类、摄影、合唱、瑶舞等特色

社团活动，在参与中掌握一种技能、发

展一项特长。

学校教育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校

外的拓展劳动成为育人的新突破。江

华县借助劳动实践基地建设，让劳动育

人成为常态。据了解，江华30多所乡村

学校都有自己的劳动实践基地。码市

中学依山傍水，学校流转了校园周边撂

荒土地20多亩建起了“耕读乐园”。走

进“耕读乐园”，黄瓜、生姜、香芋、西红

柿等农作物让人垂涎欲滴；还有学生养

的鸡、鸭、鹅……“耕读乐园”成为学生

成长的乐园。

当教育与生活无缝对接，特色项

目与个性发展同频共振，江华教育就

有了特别的味道。

有文化生长
用“书香”浸润教育

漫步在江华县每所学校，校园里

的一墙一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

廊一道都弥漫着文化的芬芳。学校

往往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依靠师生

自己动手构建凸显乡土气息的校园

文化。

大石桥中心小学是原中顾委常

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母校。

学校通过利用和整理名人文化，将江

华少年时致力于革命的一些言行与其

整个革命生涯联系起来，编成一个个

小故事，挂在校园的苍天古树上，刻在

校园的一块块石头上，“让每棵树讲动

人故事，让每块石头留下传统”，朴实

无华的文化既成为校园一景，又是很

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沱江镇第一小学

结合所在区域风俗、景点、文化，充分

挖掘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山文化、水

文化、石文化……

“最是书香能致远”，江华县一直

着力于推进书香校园建设。“人人都会

读书了，就不愁江华教育的跨越式发

展了。”唐孝任说。

为了让阅读文化扎根，2016年《江华

瑶族自治县教育系统阅读文化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出台，明确了三年内全面实现

全县完小以上学校建有图书馆，对书香

校园建设提出了硬性要求。还专门成立

县阅读办公室，负责书香校园建设和系

统推进阅读工作的实施与指导。

近年来，各学校坚持每天开一节

午间阅读课，每周每班坚持上好一节

阅读课，每月坚持举行一次读书报告

会或交流会，每学期坚持举办一次读

书评比活动，每年坚持举办一届读书

节和开展一次“书香校园”“书香学子”

“书香班级”“书香家庭”等评选表彰活

动。在建立阅读种子教师团队的基础

上，江华县还在全县开展大阅读，从局

长到局机关干部，到校长教师，再到学

生和家长，都参加了“阅读·梦飞翔”活

动，把阅读向纵深推进。

要评价“说话”
形成绿色发展质量

要 真 正 实 现 从“育 分 ”转 为“育

人”，就必须建立科学、符合时代要求

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这一点，江

华教育人早有认识。《关于全面深化大

质量观下的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综合

评估改革的实施意见(修订)》正是通过

对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估，

建立起了规范、科学、高效的中小学教

育教学综合评估体系。

教育不能没有质量，但是江华县

所追逐的质量不是只有分数的质量，

而是绿色、全面、健康的质量。一方面

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县教育局从

2016 年起专设体艺股，配编 3 人，专门

负责体艺教学和学校卫生健康管理。

对学校的体艺教学坚持全面考核，并

实行一票否决制。深入实施“快乐 3+

1”班级合唱艺术活动，实现人人会唱

歌、班班有“歌声”；办好一年一度的合

唱节，让每个孩子参与其中，瑶山飞歌

会有了更多创意，一批新民歌喷涌而

出；开展瑶文化进校园活动，聘请民间

艺人走进校园传艺带徒，编写瑶族常

识校本教材进课堂……

另一方面强化和突出心理健康

教育。江华将心理健康教育列为幸

福师生成长的助推器。从 2014 年开

始探索和构建了“七有五融合”心育

模式，“七有”即有机构、有机制、有队

伍、有活动、有阵地、有考核、有经费；

“五融合”指心育与学科教学、班级建

设、校园文化、家庭教育、安全工程融

合。目前全县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 42 人、三级心理咨询师 207 人，做

到了每所学校都有心理健康教育专

兼职教师，其中中心小学以上学校一

般均有 2 名以上专职教师。县教育局

还制定了《中小学心理辅导室标准》，

完全小学以上学校均建有比较规范

的心育室。

唐孝任说，“之所以下这么大力气

抓中小学生心育，这是教育规律使然，

而少数民族学校更需要这一点”。

另外，全面启动和实施“微团队建

设”。在全县教育系统集中一批优秀

专业人才，成立教学协作片区一体化、

校长沙龙、师德涵养、课堂改革、校园

文化、大阅读、吟诵活动、家庭教育等

专业研究微团队，围绕怎么教好、学

好、管好出台规划和实施方案，明晰研

究方向和目标任务，每个微团队重点

打造一个基地校。这一工作的全面启

动和实施，对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和大

质量观，提升江华教育品质具有重要

的意义。

江华教育人的真抓实干、苦干，使

江华教育呈现一派繁荣景象。2017年

8月，湖南省教育脱贫攻坚推进会在江

华召开；2017年 9月，全国“互联网+社

会扶贫”工作推进现场会在江华召开；

2018 年，江华县被评定为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2019 年 2 月，湖南

省人民政府给江华县教育颁发“真抓

实干奖”，是当年全省唯一一个获此殊

荣的少数民族县。

（汤勇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

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四川省阆中市教

育局原局长）

教育心语

• 校 园 美 ，关 键 在 于 内

涵。“五型六化”是校园内涵发

展的方向。“五型六化”即把学

校创建成园林型、书香型、创新

型、特色型、学术型校园，开展

净化、绿化、靓化、序化、数字

化、文化工程。

•大力开展“校长第一”

“教师第一”“学生第一”的“三

个第一”工程，努力培养教育家

型校长、有专长的教师、有特长

的学生；让校长幸福办学、教师

幸福育人、学生幸福成长。

•全力推进幸福的欢呼

声、嘹亮的歌声、悠扬的琴声、

琅琅的读书声“四声校园”建

设，并以“一班一特色、一师一

专长、一生一特长”的模式建设

班级特色文化，让教师有一技

专长，让学生快乐成长。

•江华县通过红色文化、

生态教育、科普教育、国学经

典、劳动教育，打造“一校一品”

教育品牌，办有品位的学校，为

孩子成长打上红色基因、绿色

生态、蓝色梦想的底色。

•通过对学校所在地歌

舞、体育、服饰、风俗、饮食等民

族文化进行挖掘、传承、弘扬，

增强师生民族认同感、自豪感，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践行“真干、苦干、拼命

干”的江华教育精神，践行为生

命打底、为乡愁寻根、为和美铸

魂的“和美教育”，让“和美教

育”成为江华推进教育现代化

的新路径。

局长出镜·唐孝任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 汤 勇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课间课间，，师生共同游戏师生共同游戏

江华县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江华县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