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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教师是个良心活，我要用心教好每
个孩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是湖北省
十堰市郧阳区南化塘镇罗堰村教学点教
师邹桂芬的心里话。 这位在山村教了几
十年书的女教师，话语同她的人一样，朴
实，无华。 她的朴素和高洁，为她赢来了
沉甸甸的敬重———2014 年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2015 年戴上 “全国先进工作
者”的桂冠。

34 年背学生过河的她竟不会水

罗堰村山高坡陡，山路崎岖，各组之
间不是隔着山， 就是隔着河，17 个学生中
11 个住在学校对面高山上的罗平、 堰岔，
从学生家到学校 ， 中间横着一条滔河 。
2012 年前，每到雨季，河水暴涨，学生往返
的拱桥常常被洪水淹没、冲断。 而更让人
防不胜防的是，罗堰村上游的小水电站常
常不定时地放水发电，即使在晴天，上游
的大水也会毫无预兆地奔涌而下。

“前一秒还十分温顺的河水，后一秒
就可能变成汹涌的洪水，每次只有背着学
生过河，我才能安心。 ”为了学生的安全，
每次背学生过河前， 邹桂芬都要先 “试
水”。 她腼腆地说：“我先过一下，试试水的
速度和深浅，如果能过，再背学生过去。 没
办法，我是旱鸭子，看见水还有点晕。 ”

谁也没想到， 背了 34 年学生的邹桂
芬竟不会水！

2003 年的一天，邹桂芬和平时一样把
学生背送到河边的浅滩上，刚要转身过河
去背另外几个学生时，上游的河水像发了
疯一样汹涌而来。 她拉起浅滩上的 3 个学
生拼命地向河岸的高处奔去。 顷刻间，河
水蹿至邹桂芬的腰部，她迅速地把最小的
学生托起来，另外两个大一点的学生紧紧
地搂住她的腰。 河水越发凶猛，邹桂芬咬
紧牙关拼命站稳， 最小的学生吓得哭起
来。 她心里一紧，故作轻松地大声安慰道：
“怕什么哩！信不过老师吗？老师游泳本领
很高哦，在水底下走也不会有事！ ”附近地
里干活的村民看见了， 立即下河帮忙，终
于把她和 3 个孩子送到安全地带。 回头再
看那势如脱缰之马的滔滔河水，邹桂芬心
里一阵后怕，腿软得一步也迈不动，瘫坐
在地上直想掉眼泪。

村民每天看着邹桂芬背孩子走在冰
冷刺骨的河水里，都很心疼。 学生家长主
动要求排个值日表， 轮流背孩子过河，可
邹桂芬却不同意，她不想家长们因接送孩
子而耽误了农活。

34 年来，邹桂芬风里来雨里去，用柔
弱的身躯背学生过河 10 万余人次，在水中
行程 2 万多公里。 2011 年，武汉晴川假日
酒店大股东、 新加坡华侨何建源听到了邹

桂芬的事迹，为她个人捐助 10 万元。 2012
年，十堰市交通运输局、当地政府为该地架
桥立项时， 邹桂芬毅然把这笔钱捐出来帮
助架桥。如今，滔河上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水
泥桥，邹桂芬不用再背学生过河了，但她每
天仍然坚持把学生送过桥再回家。

留守儿童心中的“邹妈妈”

山里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常
年不在身边。 但是在邹桂芬这里，学生们
享受到了另一种母爱。

2009 年 11 月的一天，天气突然变冷，
寒风呼啸，邹桂芬看到学生小山还穿着一
条单薄裤子，赤着脚，冻得不停地跺脚，她
连忙回家，取出给孙子织好的毛线裤和一
双鞋给小山穿上。

罗堰村四组的学生小勇，从小失去母
亲，父亲体弱多病，家离学校十几里路。 看
着面黄肌瘦的小勇，邹桂芬每天中午都把
小勇带回自己家里一起吃饭。

罗堰村二组的学生小强、小磊也一样
吃住在邹桂芬的家中。 一次，小磊过生日，
邹桂芬听说后，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
的饭菜，还邀请了几个学生一起为他庆祝
生日。 当小磊在大家的祝愿歌声中许愿
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激，扑到邹
桂芬的怀里叫了一声“邹妈妈”。

邹桂芬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会
些木工活的丈夫本来想外出打工补贴家

用， 但是看到邹桂芬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只好专心致志地当起她的“后勤部长”，不
仅要帮邹桂芬给学生们做饭，还要在学校
当“义工”，像修校舍、砌围墙、平操场、补
桌椅这样的杂活，她的丈夫都主动承担了
下来。

2005 年 12 月 17 日中午， 邹桂芬在
去学校的路上，突然昏倒在地，直到被学
生发现，才喊人把她送进村卫生室抢救。
这已不知是邹桂芬第几次昏倒了。 长年
的辛苦劳累 ， 使她患上了多种疾病 ，晕
厥、疼痛是常有的事。 治疗期间，邹桂芬
央求初中毕业的丈夫替她去照料学生几
天。 诸事缠身的丈夫为了让她安心养病，
只好替她当了几天“代课教师”。 因为他
知道，在邹桂芬的心中，学校的事永远是
最重要的。

坚守山村三十多年， 日子虽然艰辛，
但看到学生一个一个走出山外，邹桂芬觉
得自己吃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她心头最
大的歉疚是自己的 3 个孩子没有好好地
完成学业。 刚开始教书时，邹桂芬每个月
只有十几元工资，3 个孩子都是勉强上到
初中就相继出去打工了。 每次孩子们回来
诉说在外面的艰辛， 她就会黯然落泪，这
成了邹桂芬心头永远的痛。

年过半百开始学习英语和电脑

在这个偏远的教学点， 虽然只有学

前班至二年级十几个低年级学生， 可邹
桂芬依旧没有放松对自己专业上的要
求。 年过半百的她开始刻苦学习电脑和
英语。

2005 年 8 月，国家农村现代远程教育
工程建设项目实施，罗堰教学点配备了电
脑和卫星接收设备。此时的邹桂芬已经 46
岁了。 暑假里，她搭三轮车、乘机动船、坐
摩托车赶往三十多公里外的镇上学习电
脑知识。 凭着一个 46 岁“老教师”的不耻
下问和无数次摸索，她终于也能熟练地操
作电脑了。 电脑的方便、快捷，让邹桂芬乐
开了花。

学习英语的历程也是同样艰辛 。 当
时为了省钱， 邹桂芬租住在 5 元一晚的
房间里，从 26 个字母开始学起。 每天晚
上，她独自一人一遍一遍地朗读到深夜，
一个单词的读音往往要听十几遍磁带 ，
一个发音要对着镜子练习几十遍口型 。
她还向读初中的学生请教练习发音。 在
笔记抄了几大摞、口舌快要生茧的时候，
邹桂芬终于掌握了英语的初级知识。 她
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只要一天在岗就要
不断学习。

如今，邹桂芳已近花甲之年，问及她
退休后的打算，她笑着说，“我退不退休都
一样，趁着自己身体还行，能为娃子们做
点事就开心。 现在最希望这个教学点也能
配备高水平的教师，让山里的娃子享受到
最好的教育。 ”

邹桂芬：教师是个良心活

科研转型：撬动教育智库建设
研训视窗研训视窗

□叶长春 □通讯员 谈雷 王小亮

□肖林元

根据国家建设新型智库的整体部署，
全国教育科研系统要明确和坚定新型教
育智库建设的方向，在准确把握自身的职
责和定位、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逐步
实现科研重心、科研组织形式的转变。

作为市级教育科研机构，我们一直在
思考，教育科研转型应该转向哪里，又该
如何转？

以点带面，提升课题品质

对于教育科研机构来说，建设教育智
库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基于问题的课题研
究的引领。 “十二五”期间，南京市承担的
国家级、 省级和市级规划课题有 1000 多
项，市级个人课题有 1 万多项。 面对数量
众多的课题，如何才能进一步提升这些课
题的研究质量？

以“一项国家级课题”引领全市课题
研究。 在长期形成的行政管理思维主导
下， 不少科研人员尽管自己不做课题、不
做研究，却在学校的各种课题活动中充当
着“裁判员”角色，被学校捧在专家的位置
上。 此外，也有不少学校虽然成功申报了
课题，但并不清楚究竟该怎样有序有效地
开展课题研究。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以学
校课程建设为抓手， 于 2013 年申报了国
家级规划课题———《区域提升学校课程
品质的研究》，发动全体科研人员参与课
题研究，做课题研究的“运动员”。 与此同
时，课题的研究也吸引了全市 72 所学校
自愿加入并成为子课题单位。 这些学校
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 不仅学会了
如何做课题， 而且在课程建设方面收获
了实惠。

以“50 项精品课题”带动全市课题研
究。 对于学校而言，课题研究往往不如日
常教育教学实践那么紧要，工作一忙，课
题研究很容易被边缘化。 因此，加强对课
题研究的过程监督非常重要。 但面对上

千项的规划课题，过程管理的难度很大。
为此 ，经过层层筛选 ，我们确定了 50 项
具有品牌塑造价值的课题作为精品课题
培育对象， 同时建立了两项制度： 一是
“精品课题联系人制度”， 监督课题的规
范有序研究，给予及时必要的指导；二是
“精品课题过程展示制度”， 通过阶段性
展示，促使课题组更好地思考、提炼研究
过程、研究成果，并发挥精品课题的区域
引领和示范作用。

以“百项重点个人课题”推进全市课
题研究。 个人课题降低了研究的重心，为
广大一线教师参与课题研究提供了机会。
经过几年的推进，南京市教师参与个人课
题研究的热情被空前激发，导致个人课题
的数量不断膨胀。 有热情固然好，但仅有
热情没有方法是很难做好课题研究的。

为此，我们开展了“重点个人课题”申
报工作，通过“百项重点个人课题”，带动
全市教师更为有序有效地开展个人课题
研究。 主要做法有三点：第一，按学科相近
原则分组，给予多次专门指导，使教师的
研究更加规范，更加具有示范性；第二，通
过组织分片分区的个人课题推进会，让课
题主持人在会上分别进行经验交流和分
享，为全市教师提供个人课题研究的经验
借鉴；第三，实行个人课题研究网络化管
理，为每项个人课题建立电子档案，每个
主持人每学年必须网上提交 4 次以上的
过程研究资料。

上下结合，服务教育决策

国家在智库建设中提出，教育科研机
构要成为“创新教育理论的思想库、支持
教育决策的智囊团、服务教育实践的设计
师、引导教育舆论的宣传队”。 由此可见，
教育智库建设其核心是通过研究充分发
挥教育科研的服务功能。

服务教育行政。 教育智库建设，首当

其冲的是强化对教育行政的服务功能，成
为“支持教育决策的智囊团”。 为了提高教
育科研工作的前瞻性，我们成立了教育资
讯研究室，并针对“慕课”热潮，形成了《慕
课》专题资讯。 随后，又进行了 3 个专题资
讯研究：《学区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人均 GDP 达 1.5 万美元后的教育》。 这 4
个专题资讯成为全市教育系统负责干部
会议材料的重要来源。

服务基层学校。不少学校和教师认为，
教育科研机构是高高在上的“衙门”。 2012
年，我们组织全体科研人员深入学校，走进
课堂，走近教师，走近学生，主动服务，开启
了“科研送教”的寻根之旅。 2014 年，我们
又组织人员编写 《课题研究规范读本》，免
费发放到每一所学校， 解答教师在研究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这种贴心而真诚的服务，
逐渐拉近了我们与基层学校和教师的距
离，也让我们受到了更多的尊重。

服务社会大众。 虽然，教育科研与社
会大众很难产生“交集”，但我们还是努力
尝试。 从 2014 年开始，我们分期分批组织
科研人员主动走入社区，针对社区居民关
心的相关教育问题，提供一对一的零距离
免费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全面准确地了解
各项教育政策，解答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
存在的一些困惑。

规范协调，促进制度建设

智库建设需要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
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公开制度。 我们要求每周对每个人的
各项工作都实行网络公开， 包括所长自
己。 这样既方便主动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
督，又有利于基层学校和教师便捷地了解
教育科研工作的动态和方向，同时也有利
于将工作较为均衡地分解到每一天，避免
出现“头重脚轻”或“头轻脚重”的现象。

例会制度。 各部门每周一上午召开部

门会议， 总结上周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
讨本周的每项工作。 做到提前谋划，提前
安排，确保工作的有序性。

备课题制度。 所有课题活动材料要提
前一周提供，被委派参加课题活动的科研
人员必须认真备课题，不仅要熟读、理解
学校的课题材料，而且还要围绕课题主题
进行相关材料的深入学习，并与同去的小
组成员一起讨论，形成基本共识。

封闭回路制度。 每一项工作，都要有
前期规划、过程实施和后期反馈，要形成
“计划—实施—反馈—调整—改进 ”的回
路，不能虎头蛇尾或有头无尾。 我们特别
提倡科研人员要养成工作后反思的习
惯 ，因此 ，每一次科研活动结束后 ，一定
要发放调查问卷，开展满意度调查，注意
搜集学校和教师的意见及建议， 由此优
化工作思路，调整工作策略，进而提升工
作品质。

财务内控制度。 正式印发了《财务内
控制度读本》,让每一个科研人员都清楚地
知道，在组织活动时应该如何拟定经费使
用方案， 如何按照财务标准规范使用经
费、正确报销经费，确保财务工作的公开、
透明和规范。

市区校三级联动制度。 教育科研的规
范推进，需要资源的有效整合，需要各方的
有力合作。 我们主动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沟通，争取支持与指导，借助他们的力量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调动区教科室（所）
和学校的积极性， 确保各项教科研工作的
“上通下达”，形成“市区校”互助互惠、分工
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
宁曾撰文指出， 智库建设有三个境界，分
别为“专门化”、“专业化”和“职业化”。 未
来，我们在科研转型发展、教育智库建设
的道路上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作者系江苏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所长）

邹桂芬开心地与学生做游戏

专项追踪专项追踪

本报讯 小学、 幼儿园师资队
伍性别结构失衡， 男教师稀缺，“阳
刚教育”缺位……怎么办？ 日前，福
建省正式启动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
试点工作， 并将吸引优秀男生就读
师范， 改善中小学教师性别结构作
为此次试点工作的重点， 试图破解
上述困局。

据相关统计， 福建省小学专任
教师中女教师比例占 61.6%，城区小
学女教师比例更是高达 83.2%，绝大
多数幼儿园长期无男教师。 全省每
年通过公开招聘的男教师只有 700
名 左 右 ， 仅 占 招 聘 教 师 总 数 的
12.9%。

针对这种现状， 福建省师范生
免费教育试点决定以培养小学、幼
儿园男教师为切入点， 今年计划招
收免费师范男生 500 名。 其中，小学
免费师范男生 400 名， 幼儿园免费
师范男生 100 名， 委托福建师范大
学、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
5 所院校承担培养任务。

为了吸引优秀高中生就读师
范， 福建省教育厅等四部门正式发
布 《福建省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办
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采取
了 3 项措施： 一是免费师范生在校
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
需经费由省财政承担； 同时按规定
享受师范生助学金， 并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补助生活费。 二是免费师
范生就业由各设区市组织用人学校
与毕业生通过专项公开招聘形式进
行双向选择， 专项用于招聘免费师
范生的岗位数应不少于该市当年免
费师范毕业生人数， 切实为每一位
毕业生安排落实任教学校。 三是本
科毕业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回生源所
在地从事两年教学工作后， 经考核
符合要求的， 可免试推荐录取为教
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把免费师范生培养成优秀教师
是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核心。 《办
法》 要求， 各培养院校科学制定小
学、 幼儿师范男生免费教育培养方
案，实施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模式；深
化师资培养模式和课程改革， 加强
师范生职业道德养成教育， 强化实
践教学环节， 确保免费师范生培养
质量和水平。

为了鼓励和引导免费师范毕
业生长期从教，《办法》要求免费师
范生入学前应与培养院校和生源
所在地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
协议 ，由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培
养院校分别负责履约管理，并建立
免费师范生诚信档案。 免费师范生
因特殊情况不能履行协议的，需经
设区市教育局同意，并报省教育厅
批准。 未按协议从事小学、幼儿园
教育教学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
要按规定退还相应的免费教育费
用并缴纳违约金。

福建省教育厅还提出， 将根据
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适时扩大师
范生免费教育试点范围， 同时鼓励
各区市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工作，
定向培养农村小学、幼儿教师。

（通讯员 杨振坦）

征稿启事

【教师工作创新榜】 呈现各地
推进区域教师工作的新思路、新进
展、新举措，突出创新。 欢迎各市县
区教育局来稿。 1800 字以内。

【教在乡村】 为农村教师点赞，
重点关注农村教师的酸甜苦辣教育
生活，欢迎自述或他述。 侧重于讲述
针对农村教育出台的政策给农村教
育和农村教师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2000 字以内。

【专项追踪】 追踪教师工作专
项项目实施情况，如国培计划、卓越
教师计划、特岗计划等项目的实施情
况、推进经验、课程特色等。反映各地
教师培养、强师工程、校长工程、硕师
计划、特级教师、职院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 师德建设等各项中心工作。
1500 字以内。

【师范教育】 关注未来教师的
培养 ，关注部属师范大学 、地方师
范大学在教师培养工作上的经验、
创新。 1800 字左右。

【研训视窗 】关注教科研部门
负责人或者基层教研员的思考与
行动，呈现区域教科研及师资培训
的策略与经验，展示研训工作的新
制度、新举措。 来稿 1500 字左右。

投 稿 邮 箱 ：jsgzzk@163.com
（来稿请注明栏目名称）

福建：男教师成免费师
范生培养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