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岭县位于辽宁省北部，是铁岭市下
辖的一个县，总人口 40 万。 近年来，铁岭
县将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摆上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大投入，全面改
善办学条件。 2010 年，铁岭县高分通过省
普九“双高水平”工作验收，实现了办学水
平的优质发展。

在全县教育事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为
了解决农村各校之间存在的生源状况、师
资力量、 办学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问题，推
进各区各校教育的协调共同发展，铁岭县
大力开展区域校际协作，将教研活动作为
突破口，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在全县分
阶段开展大教研、 校本教研等系列活动，
建构起全县立体式网络教研模式，帮助各
校互惠共赢、取长补短，形成了“一片一模
式，一片一特色”的格局，初步实现了全县
教育内涵式均衡发展。

一片一模式，一片一特色

自开展校际协作活动以来， 经过多
年的探索和实践 ，铁岭县各片区已经各

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主题模式 ，如中片
的教学模式 、西片的教研模式和东片的
学习模式 ，这些模式各有侧重 ，因地制
宜，实用性强。

为巩固校际协作成果， 进一步加强
各片区学校之间的经验交流与沟通合
作，2014 年底， 铁岭县教育局精心组织
了一次大规模的阶段成果展示会。 展示
会按照片区分别在本次校际协作活动
的三个 “引领校 ”———腰堡九年一贯制
学校 、李千中心小学 、双井子中心小学
举行。

中片展示活动的主题是“优化教学模
式，构建高效课堂”。 新台子小学“两导两
学两练”、八里小学“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有效性”、种畜场小学“小班型教学模式
的探索”是中片展示活动的最大亮点。

西片学区确立的展示主题是“教研模
式”。 在双井子镇中心小学，5 所学校的领
导和骨干教师集聚一堂，共同展示了 3 年
来西片学区校际协作活动的成果。双井子
镇中心小学展示了该片学区的 “集体备
课—课堂实践—课后反思—同伴评价”的

“主题式”校本教研，镇西小学、大青小学、
双井子小学、阿吉小学、蔡牛小学则分别
总结和汇报了本校的校本教研经验和活
动的开展情况。

东片展示活动的主题是 “小组合作
学习模式实践与探究 ”。 东片几所学校
的教师针对 “如何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
有效性 ”、“小组合作学习给师生带来的
变化 ”等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交流和研
讨 ，大家一致认为 ：小组合作学习要注
意时机和技巧 ，要重点发展课标中增加
的 “两基两能 ”，即基本思想 、基本活动
经验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本次展示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中片的主题沙龙研讨是“行走在高效课堂
的路上”， 各协作校对高效课堂的探索和
理解各领风骚； 西片的读书成果汇报，体
现“人人参与、激发潜能”特色，营造书香
氛围，唤醒师生“人人以读书为荣、人人以
读书为乐”的阅读热情；东片凡河小学的
“快乐课堂是学生的”教师沙龙活动，体现
了教师对打造“学生为本、快乐课堂”的独
特理解与做法。

“三提高”和“三敢于”

一次集中的校级协作教研交流展示
活动， 见证了铁岭县各片区为实现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所进行的探索与革新。 在本次
展示活动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校长和业务
领导的教研组织能力提高了， 教师教研的
水平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了。教研
活动呈现出一种敢于研究“真问题”、敢于
说“真实话”、敢于实践蹚“深水区”的积极
态势。不同生源质量、师资水平和办学条件
的学校，通过捆绑结盟，实现了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责任共担、互惠互利，成为具有
一定专业引领的合作共赢联合体。

铁岭县教育局局长于泽辰全程观摩
了展示活动，他感慨地说：“我们通过这种
以‘重融合、多帮助、共进步、同发展’为目
的的校际协作教研， 真正发挥出优势学
校、优势学科的辐射作用，解决了部分学
校因骨干教师缺乏、同年级教研水平有限
而产生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一校经验，各
校共享；一校研究，多校受益’的效果”。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铁岭县教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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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
座，八九十枝花。 ”当我们来到扬州市江都
区浦头镇高汉颜塔小学的时候，柏玉华正
在带领孩子们齐读诗歌。这是一节语文课
吗？哦，不对，柏玉华上的是“数学与信息”
课， 他用诗歌把孩子们带进了数字的世
界 ，一起探寻数字的美妙 ，整节课 “生活
味”十足。

夫妻缘起村小

颜塔小学， 低矮的校舍、 煤渣操场、
258 个学生， 加上 10 多位朴实的农村教
师，就是这所村小全部的“财富”。 学校每
个年级只设了一个班，柏玉华、曹金兰夫
妻俩教五年级，全班有 41 个孩子。

1998 年， 柏玉华从扬州师范学校毕
业，背着行囊走进了这所村小，那个时候
学校还不是这番景象， 可以说是更加破
落，教室的墙都是泥土堆砌起来的。 柏玉
华家住江都麾村， 从家到学校足足有 30
公里。 父母心疼儿子，到处托人想办法让
他调离学校，但是柏玉华坚持留下来。 他
开玩笑地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坚持，就不
会遇到现在的妻子。 同年，曹金兰从高邮
师范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了这所学校。 当
时两人离家都很远，学校安排了住宿。 同
样的经历， 怀着同样的青春梦想，5 年之
后，两人组建了家庭。在曹金兰看来，这样
的经历是上天注定好的缘分。

18 年苦乐相守

就这样， 两个人在这所学校坚守了
18 年。 他们相互鼓励，全身心投入到乡村
校园生活之中。

18 年，除了休息日之外，两个人基本
上都住在学校。 那个时候，住宿条件相当

差，没有热水洗澡，洗衣服也是件非常“艰
难”的事情。学校旁边有一条小河，所有教
师洗衣服都在这小河边。冬季和春季河水
冰冷，夏秋两季则饱受蚊虫骚扰。有一次，
柏玉华和曹金兰一起来到小河边洗衣服，
胳膊上一下子落了 10 多只蚊子， 一巴掌
拍下去，死了 8 只，这一幕他俩至今还记
忆犹新。后来，他们就一个洗衣服，一个在
一旁摇扇子赶蚊虫，倒也其乐融融。

条件虽然艰苦，但最快乐的事就是等
学生放学之后，两人牵着手逛校园，走在
铺满煤渣的操场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
的声音。 就是到了现在，两个人还会经常
逛校园，不过多了一位小“跟班”。 儿子的
出生，给夫妻俩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引发
了不少矛盾。曹金兰说，当初儿子闹觉、感
冒发烧，都是她一个人处理，丈夫从来“不

过问”，一心扑在毕业班的学生身上。为了
这些事， 他们俩忍不住总要闹上几句，那
段时间，曹金兰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哭上一
回。 “现在想来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不会带
孩子。 ”当初的抱怨对现在的曹金兰来讲，
已蜕变为一种幸福经历。

给 41 个孩子另一个温暖的家

柏玉华师范学校的同学，要么分配到
城区学校，要么做了生意，每每聚会，同学
都劝他离开这所村小，工作、生活太不方
便。 可每次听到这些话，柏玉华都会淡淡
一笑，“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我”。

柏玉华、曹金兰两个人搭班所教的五
年级，农村留守孩子多，单亲家庭多，他们
自己的儿子也在这个班级。他们俩把太多

的爱给了班上学生，对儿子反而照顾得少
了。 柏玉华总是这样“忽悠”儿子：“儿子，
你应当成为爸爸妈妈的小帮手， 协助爸
爸妈妈去帮助班上的其他同学。 ”班上有
个孩子叫雷婷 （化名 ），刚接手这个学生
的时候，曹金兰发现孩子身上特别脏，头
发凌乱，衣服也是破破烂烂。 家访中曹金
兰了解到，雷婷的父母双亡，从外地跟着
叔叔来到高汉， 她的叔叔自己还有 4 个
孩子，5 个小孩挤在一间牛棚里面生活。
回来的路上，曹金兰落泪了。 她买了新衣
服、 新鞋子， 等雷婷来到学校带她去洗
澡，并给她换上新衣服。 从那以后，每天
早上曹金兰都会准备两份早餐， 一份是
儿子的，一份是雷婷的。 在家里，她鼓励
儿子主动接触雷婷；在班上，她引导其他
孩子主动与雷婷玩游戏。 渐渐地，雷婷不
那么内向了，脸上开始出现笑容，教室里
常常听到她的笑声， 她的学习成绩也大
幅度上升。

像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平凡，对于柏玉
华夫妻俩来说， 这 41 个孩子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他们所做的，就是给这 41 个孩子
另一个温暖的家。

18 年教书育人，虽然是农村教师，但
是两个人对事业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柏
玉华常年教毕业班，教育教学质量一直处
于整个江都大桥片区的前列，被评为江都
区青年岗位能手、优秀团队干部、教坛新
秀；而曹金兰也多次被评为江都区优秀辅
导员，浦头镇教育优秀工作者。

“既然选择了当教师，那么到哪里教
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农村，可能发挥的作
用更大。 ”曹金兰用这句话总结自己从教
18 年的感受。 对于“老婆大人”的话，柏玉
华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同时他还不忘补上
一句：“就是，到哪里教都是一样的，只要
咱俩在一起。 ”

坚守村小的“夫妻档”

近年来， 重庆市荣昌县职业教育中心
一直在探索安全有效的实践管理体系，尤
其是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改变了以往“圈养”
为主的实践模式，换之以“散养”的组织方
式， 并构建了既保障安全又实现高效的实
践管理体系，取得显著成效。

产业和岗位面向呼唤 “散养”式
企业实践

畜牧兽医专业产业集约度低， 企业规
模不大，工作岗位数量有限。学生要获得较
多的企业实践机会，“散养” 是当前产业背
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鉴于畜牧兽医专业
岗位的多样性， 学生进入企业实践时需要
在不同岗位间转换， 这也对学校提出了以
“散养” 的方式安排学生实践的要求。 在
“散养”式的企业实践中，如何使学生分散
在不同的企业中实践， 同时又能在实践效
果和安全两方面得到保证， 是构建管理体
系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人才培养质量和区域发展是“散
养”式实践管理体系的双重目标

畜牧兽医专业采用“阶段式工学交替”
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 每学期安排到企
业实践一个月，学生在校企之间交替学习。
通过构建良好的“散养”式企业实践管理体
系，形成科学的“散养”式专业实践管理制
度和评价模式，以及“散养”式实践管理长
效机制。

学校依托荣昌县地处国家现代畜牧业
示范区的核心区这一优势， 以分散方式安
排学生到不同的企业进行实践， 不仅缓解
了企业人力资源缺口， 同时也促进了区域
产业发展。

建构“五个一”，完成“散养”式实
践管理体系构建

“五个一”指的是：形成一个平台、开发
一套课程、建立一套制度、形成一套流程、

制定一套评价体系。
学校邀请畜牧局、行业企业管理人员、

优秀创业学生等共同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 通过指导委员会平台开发分散式专
业实践的企业资源， 确保有足够的企业岗
位可以满足所有学生的实践需要。 为保障
学生分散实践的效果， 针对专业面向的不
同岗位与企业联合开发对应的实践课程，
安排相对应的实践项目， 用以指导学生企
业实践环节。

为保障分散式实践有序进行 ， 学校
建立了一套称为 “112233”的制度体系 ，
用以规范专业实践方案制订 、 过程管理
和效果评价。 “11”：第一个 “1”是指学校
制订一份实习工作方案 ，第二个 “1”是指
学生签订一份安全保护承诺书。 “22”：第
一个“2”是指学校制定《分散式专业实践
管理制度 》和 《教师联系企业制度 》两个
制度 ；第二个 “2”是指签订 《学生实践校
企联合管理协议 》、《学生专业实践家校
安全协议》两份协议。 “33”：第一个“3”是

指建立校企 、家校 、师生 3 个联系机制 ；
第二个 “3”是指针对学生 、家长 、校内外
教师召开动员会 ， 做好各方的动员和要
求。 “112233”制度体系的构建，使分散式
企业实践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并始终在
安全的轨道上运行。

为使分散式企业实践有序、 安全、高
效地进行， 学校设置了如下管理流程，用
于加强过程管理：确定实践项目邛明确管
理安排邛实践过程管理邛即时反馈机制。

学校制定了一套用于评价学生实践成
绩的评价体系。一是过程考核，包括企业指
导教师评价、实习报告提交、实践成绩的综
合评定 3 个方面；二是搭建评优活动平台，
根据综合评比， 按 30%比例评出优秀实习
学生和 20%优秀实习报告。

建章立制，确保“散养”式实践管
理体系实施

学校成立由教务处 、专业部 、专业指

导教师、实习班班主任 、实习学生组长组
成的管理小组，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管
理并形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学校将开展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建设工作的经费纳入学
校整体经费预算中，在人、财、物等方面加
大投入力度。建立“分散式”专业实践管理
各项制度，成立校企共建联动机制。 实习
期间，校企、家庭、学生共同重视实习与生
活中的安全问题。

通过分散式专业实践，学校、学生、企
业三方受益的局面已经形成。学校真正实
现了构建做中学、做中教的现代职业教育
模式， 学生学期巩固率均达到 98%以上；
毕业生就业对口率高，优秀毕业生比例大
幅度提高，经过学习期间 3～4 次分散式专
业实践，学生毕业时往往被就业单位提前
“订购”。 而更深远的意义是，学校、企业、
行业三方形成了联合， 行业参与研讨，学
校企业参与培养，三方资源共用 ，共同参
与培养高素质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技能
人才。

□郑尚海

从“圈养”到“散养”，变粗放为集约
———以重庆市荣昌县职业教育中心畜牧兽医专业实践管理体系为例

AD

在距扬州市区 60 公里的江都区浦头镇高汉颜塔小学，有一对夫妻教师，他们扎根乡村 18 年，潜心育人，谱写了一曲感人的奉
献之歌。 艰苦的条件，没能打消他们坚守的决心；低矮的教室，是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面对同学的不理解，他们淡淡一笑，因为
学校有一群可爱的孩子。 这对教师夫妻就是柏玉华和曹金兰———

辽宁铁岭县：校际协作催动立体式教研
研训视窗研训视窗

□通讯员 谈雷 王小亮

近日， 吉林省蛟河市教育局
在蛟河市第六中学后山坡举办青
年教师踏青活动， 未婚且没有恋
爱对象的 97 名青年教师和 11 名
外系统青年干部参加了活动。 一
天的活动下来， 这些素不相识的
年轻人开始相互认识了解， 也有
青年男女相互产生好感， 留下了
日后的联系方式。

2009 年以来 ，蛟河市共计招
聘特岗教师 472 名。 他们的陆续
到来， 不断缩小着全市城乡师资
队伍的素质差距， 持续为全市师
资队伍建设注入活力。 按照国家
政策， 特岗教师签约 3 年内必须
在农村中小学校任教 。 但事实
上 ，3 年期满后大多数特岗教师
仍然在农村中小学校继续执教 。
许多偏远山村学校交通不便 ，极
大地制约了特岗教师的社会交
往， 致使他们个人婚恋问题成为
“老大难”。

蛟河市教育局领导将这个问
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们为此
专门举行局班子成员会议， 一致
认为一定要千方百计搭建平台 ，
全力以赴为特岗教师们解决后顾
之忧， 将这些优秀的青年教师留
下来。 为此，2014 年以来，在局党
委的大力支持下， 局团委先后举
办了一场特岗教师才艺展示会和
两场未婚青年联谊会。

这次踏青活动 ，是教育局局
长张亮亲自策划设计的 ，他提前
选定活动地点 、 设计活动环节 ，
并委派一名局班子成员全程参
加活动 。 教育局团委数易活动方
案 ，提前查看活动地点 ，积极与
外系统沟通 ，早早地做好各项前
期准备工作 。 团市委也高度重视
此次活动 ，为活动提供了物资帮
助 ，团市委书记薛鹏还亲自到现
场助阵 。

虽然活动当日天公不作美 ，
淅淅沥沥下起小雨， 但是年轻人
的兴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 登山
行进中的 “说出他 （她 ）是谁 ”小
游戏， 让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初步
相识 ；随后的 “夹气球比赛 ”、“穿
越电网 ”、 “泉水叮咚响 ”、 “喊数
抱团 ” 等强调默契配合的小游
戏 ， 打破了他们初识的尴尬 ；歌
曲 、舞蹈 、器乐 、绕口令 、健美操
等才艺表演 ，则充分展示了特岗
教师们深厚的专业底蕴和靓丽
的青春风采 ； 全国优秀教师 、蛟
河市白石山镇后柳村小学校长
徐淑进和特岗教师先进典型 、蛟
河市庆岭九年制学校教师邵彩
荣应邀参加了活动 ，现场讲述了
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感人事迹不
仅深深触动了特岗教师们 ，也让
外系统的青年干部们对教师这
个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蛟河市教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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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教师去“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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