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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师范毕业后，我走上了乡村教育之路。中国教育学
会的到来，让我的乡村教育梦搭上了“和谐号动车”，走得更快
了。我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能建好学校的运动场和师生的保障性
住房，让学校的条件比以前更好些，能留住老师，留住学生。也希望
在中国教育学会的指导下，在友好结对学校的帮扶下，我们大山的
老师们能学到更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给学生提供更适合成
长的教育环境。我们坚持把书教好，把学生带好，让住校的孩子和
留守儿童不感到孤单。去追寻“办朴实而幸福的教育”梦想，把每一
个山村孩子的未来点亮。——赫章县兴发乡中心小学校长朱营

在中国教育学会的联引下，赫章县第一幼儿园与常州市银河
幼儿园结成共建园，开启了“云端名师课堂”“种子教师培养”

“入园面对面”等多种形式的帮带活动，真正让赫章一幼的老师
拓宽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教育理念明显蜕变。新春伊始，迎新
启程，向阳而行，愿常州—赫章教育人心手相牵，点亮彼此，专
业引领不断，提升内涵发展。新春过后，乌蒙山韭菜坪上也将会
生机一片，希望我们大山的教育也如同那盛开的韭菜花般红彤彤
地生长。——赫章县教育局学前教育管理中心主任、赫章县第一
幼儿园园长陈琼

2020 年这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特殊年份，我们在全国脱贫
攻坚主战场打赢了脱贫攻坚这场特殊战争。在学会搭建的平台上，
我们和优质学校结对，使我校管理水平及教育教学质量都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牵手帮扶，铭记于心，感恩惠存！时间不恋过往，最美
的风景在下一程，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没有理由松劲和懈怠，我们
今后将分批派出骨干教师到帮扶学校“取经”，同时也希望帮扶学
校派教师来我校“送经”，切盼老师们进行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
短，实现真正的教育共享和学校的共同发展，后发赶超，用专业
和爱滋养孩子们的成长。——赫章六曲河镇初级中学校长刘光文

掐指一算，我走上工作岗位已近20年。2019年，对从教17
年的我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在中国教育学会的关心下，在
山东省济南市青龙街小学的帮扶下，赫章县第二小学将以“感化
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会”为办学目标，以“教
育质量是生命线、安全工作是保障线、教育经费是高压线”为三
线战略，竭力让每个孩子拥有学习的快乐与多彩，让每位教师享
受育人的尊严与幸福，成就师生自信、从容、有尊严地成长。新
的一年，期待两校教师继续肩并肩，担负育人使命；手拉手，共
同点亮大山孩子们的明天。——赫章县第二小学校长肖赟

2020 年，我们抗疫情、战贫困，历尽艰辛。在中国教育学
会的指导下，北京109中学小学部和其他帮扶学校和我们一路相
伴，让我们停课不停学，断交通不断交流，缺资源不缺干劲，困
难面前，全体师生精诚团结，倍加努力，最终没有辜负全体家长期
望。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师生鼓起来精气神。新的一年里，希望
疫情消除，山河无恙，大家都能安心工作，静心学习；希望学校新食
堂能如期建成，旧食堂改成图书馆，并让它成为师生最喜欢光临的
场所，让书香成为空气里最美的味道；希望老师们有更多外出学习
的机会，能亲自感受到大山外的变化；希望我们赫章的每一位老师
都耐心教书，细心育人，让教育发展得更沉稳！——赫章县六曲河
镇中心小学校长罗焕应

（李杨映雪 李东岩 整理）

经过和全国各地优质学校的手拉手学习，赫章教育
人的职业激情和教育梦想再次被点亮。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远在乌蒙大山的他们，期待用教育托起大山深处孩
子们的梦想——

大山校长的新春期盼

在2020年岁末，首届中国基础教育论坛暨中国教育学会
第三十三次学术年会分论坛“教育帮扶模式的创新与广谱价
值·点亮”研讨会在南京举行。这个会议，以赫章县决战教
育脱贫攻坚为例，深入分析了“嵌入式”帮扶结对的教育扶
贫案例的现实价值。

“山巅上的梦想”“航线中的理念”“大地里的情怀”……
在结对学校“主题分享”环节中，结对帮扶校的双方代表走上
讲台，动情地讲述了他们生命互动中感人的故事。在他们带着
泥土气息的讲述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既勾画出帮扶一线实
景，展示了帮扶学校组织名师送课、举行示范活动、开展专题
研讨等特色做法，讲述了对口学校在帮扶过程中的体会，又让
与会嘉宾切身感受到赫章教育发展及帮扶给赫章教育、学校
（幼儿园）、校长、教师带去的变化，感动了现场每一位与会嘉
宾和代表。

听取了结对双方讲述的扶贫故事后，国家督学、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专家成尚荣，
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秦玉友等专家们认为，赫章教育帮
扶是全国教育扶贫的一个缩影，是样本，是案例，具有一定
典型性。专家指出，学会“嵌入式”帮扶的内涵可以进一步挖
掘。他们表示，这里的“嵌入”已经不是单向的输送，更是帮
扶方和受助方之间深度融合后的双向点亮，是对话式、互动
式、参与式、情境式的帮扶模式。

对此，专家们进一步探讨了赫章帮扶模式的“广谱价
值”：第一，广谱价值首先是文化价值，模式背后蕴含的是博
大精深、仁者爱人的中华文化，是伦理道德的故事，是中华文
化的故事。第二，广谱价值还是爱，扶贫故事都是爱的故事，
整个社会都应该具有扶贫之爱。第三，教育扶贫一个很大的特
点是改变，改变理念信念，改变教育思想，结对双方都在发生
改变升华，这是与其他领域扶贫不同的，是教育扶贫特有的广
谱价值。

“这个世界，如此浩渺，你在赫章，梦在中央。我们准时
赴约，那是群山之巅，韭菜花开的地方……我们迎着未来，
唱出心中的梦想。点燃的火把，把孩子们前行的路照亮
……”研讨会在这首名为 《点亮》 的歌曲中落幕，也发起了
支持乡村教育的倡议书。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2021年，是“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脱贫后如何防止返贫？教育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又开启了新的使命担当。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表示，“到2050年，乡村全
面振兴。”而发展乡村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牛鼻子。
在教育帮扶中，点亮一位老师，就点亮一群孩子；点亮一群孩
子，就点亮了美好的未来。

（张惠娟）

“点亮”未来

■ 记者手记

“立体嵌入”开启“破冰之旅”

在国家扶贫攻坚战中，赫章县是中央
统战部等对口帮扶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2017年10月，中央统战部选派干部
王华到赫章县挂职副县长。上任伊始的调
研中，王华跑遍全县27个乡（镇）后发
现，教育是制约赫章发展的短板。“赫章
的教育水平相对滞后，优秀教师留不住、
优质生源流失大是一个长期难题。”摆在
眼前的问题，让王华开始寻求赫章教育的

“破冰”之旅。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提升赫章教

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带着这个初心，王
华想到了中国教育学会。经王华邀请，同
样对山区教育有帮扶愿望的中国教育学会
发挥自身优势，整合教育资源，助力赫章
县教育脱贫。2019年 5月，在中央统战
部的支持下，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领导率
一批有情怀的专家校长组成的调研组赴赫
章县展开教育摸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在
此基础上，当年7月，学会和赫章县人民
政府正式签订了教育帮扶项目合作协议，
教育帮扶的“动车”正式启动。

“通过对2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实
地考察并进行座谈交流、一线访谈以及调
查问卷，调研组发现，一些教师和学校存
在发展愿望不强、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
调研，恰为今后开展精准帮扶提供了实证
和数据支持。”调研组带队人、中国教育
学会秘书处领导说。

“老师们都满怀着激情，想要将事情
做得更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比学习
与自我主动反思的意识不够。”参与帮扶
活动的专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
赫章县学前教育中部分教师是转岗教师，
且年龄偏大，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老师
们专业发展的意愿强烈，但缺乏积极主动
性。”参与调研的教育实践者还发现，教
师专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精准帮扶不
能求快，节奏需要放慢。

如何帮扶？学会最终秉持“嵌入式”
的帮扶原则。发挥自身平台优势，统筹协
调资源，通过建立校际帮扶结对、线上线
下帮扶相结合、输送教学成果进入帮扶
地区等形式，在赫章开展一系列立体式
教育帮扶工作。比如，学会建立了发达
地区优质学校与赫章县相对应的贫困学
校之间的“一对一”或“一对几”的结
对帮扶，组织发动来自北京、河北、河
南、四川、深圳、山东、江苏等省市的
32所学校与赫章学校间建立了70个“结
对帮扶”的对子，帮扶学校持续为结对学
校提供跟岗学习、送教送课、分享资源等
多种形式的支持和帮扶。

帮扶团队认为，除了在业务上提供支

持外，拓展山区学校老师们的教育视野尤
为关键。2019年 11月 12日，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推广系列活动走进赫章县，这对
赫章的老师们而言，是此前不曾想到的事
情，因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教育教
学成果的最高奖励。“中国教育学会将基
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推广工作与助
力赫章教育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旨在通
过活动，促进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团队
的教师代表，与奋战在赫章教育脱贫攻坚
一线的老师们，交汇、交流、交融，碰撞
出教育改革创新的思想火花，助力赫章教
育决胜脱贫攻坚，推动赫章教育创先争优
提质。”学会秘书处领导说。

“云上帮扶”激发持久“云动力”

在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教育
信息化为创新帮扶模式提供了新启发。

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在线下培训活动的开展受到极大影响
的情况下，“云帮扶”让帮扶活动没有被
隔断。

凤凰学校是一所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
九年一贯制学校。2019年，该校和赫章
县第四中学、水塘堡乡中心小学及水塘堡
乡田坝小学三所学校结为友好学校。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凤凰学校七年级
数学备课组带头进行“互联网+教育”探
索，与赫章四中数学组的教师们开展了线
上集体备课。通过线上集体备课，凤凰学
校陆续给结对学校教师提供自己已录制的
微课视频，并多次交流如何解决教学实践
落实中的难题。

“通过线上教研，拓宽了我的数学教
育视野，重新点燃了自己的教学激情，使
我的工作状态得到了很大改变。”赫章四
中一位数学老师，在参与集体备课后“恍
然大悟”，激动不已地对深圳市光明区凤
凰学校校长华建明表达他的职业兴奋和教
育收获。华建明表示，他们探索出一条线
上线下共研共进的教育帮扶之路，学校在
线下交流之外，积极推进各科组线上集体
教研，优势科目先行，其他年级和科目伞
状辐射；与兄弟学校线上共享教学资源，
所有的研讨课、教研活动同步线上向赫章
三所兄弟学校开放，并开展了两地教师

“共读一本书”线上读书分享活动。
“未来，如何将帮扶活动持久地展

开？”这也是在几次帮扶活动后，中国农
业科学院附属小学校长刘芳思考的问题。
同样，“云平台”给了她启发。近年来，
农科院附小一直在进行“互联网+教育”
的各种创新尝试。2020年，农科院附小

“金穗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这是学校创
新搭建的教育教学资源分享交流的平台。
这个平台上，有学校骨干教师的教学案

例、教学资源、教学分享，有老师们的教科
研成果展示，也有整合家长资源开设的家长
课堂。为了和对口帮扶校联系得更密切，农
科院附小在此平台上特设了“结对学校”

“结对班级（中队）”和“金穗名师”三个
频道，将价值100万元的学习资源对所有结
对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全面开放。

“云”端携手，因爱前行。据不完全统
计，自2020年 3月以来，学会积极搭建网
络教育资源平台，组织了近百场线上研
修，赫章教师2万多人次参加培训，建立
了涵盖中小学所有学科的 10个线上学习
群，参与教师近4000人次。在碰撞中，赫
章教师们的思路和视野打开了，职业激情
再次被点燃。

“帮扶结对”收获“多方共赢”

赫章县兴发乡中心小学校长朱营是从赫
章县的一个偏远农村走上教育之路的。兴发
乡中心小学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他
来到这里当校长后，提出了办“朴素而幸福
的乡村教育”的梦想，他想让学校的老师们
和学生在幸福快乐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和生
活。和农科院附小结对后，让他的视野更加
开阔，梦想也更加坚定了。

“儿童真的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赫
章县一位幼儿园教师表示，和银河幼儿园结
对后，他们提出的“让儿童自己动手解决问
题”的理念让她深受启发，改变了她的教育
观。“之前老师为了赶时间或者担心孩子做
不到就去帮助孩子完成。”

同样看到培训带来希望的，还有赫章县
六曲河镇中心小学校长罗焕应。在学生活动
方面，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刚走进北
京109中学的第一天，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
那场“红色传承第一课”文艺活动让他们

“开了眼界”。师生们通过朗诵、舞蹈、情景
剧、访谈等艺术形式将红军飞夺泸定桥、爬
雪山过草地等红色经典演绎出来，这种耳目
一新的形式，让他们热泪盈眶。“这种体验
式的教育方式比说教强百倍。”罗焕应说这
种教育方式触动了他们固有的模式。从北京
回到学校后，他们调整了教育活动的规模，
经典诵读、歌咏比赛、文艺活动、运动会
……这些活动让全体学生都参与进来，还邀
请家长代表参与。罗焕应发现，这些看似

“浪费时间”的活动，却让他们收获到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师生的凝聚力有效增强
了，教风、学风、校风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家长更配合学校工作，教学质量也快速提升
了……”而北京学习之行还让她明白，教师
素质是学校发展和质量提升的关键，“我希
望有更多的老师走出大山，开阔视野，更新
观念。”跟岗学习归来，她带领学校班子认
真做了2020年的经费预算，特别做出了让
教师外出培训的计划。“感谢结缘，让身在

大山深处的我们拨云见光，播种希望。”罗
焕应说。

“课间，只要我站在操场上，学生都会
主动跑过来向我问好……”令赫章县第二小
学校长肖赟惊喜的是，孩子们身上礼仪素养
的提升。在他看来，这恰恰是中国教育学会
组织10余次帮扶后发生在孩子们身上静悄
悄的改变。“我目前重点关注学生的德育，
感化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和谐一个社
会。”肖赟说。

当教育帮扶的“动车”开进乌蒙大山
后，获益的不只是赫章教育一方。

“帮扶的过程，也是我们的生命被彼此
点亮的过程。”这是帮扶归来刘芳的深切感
受。2020年10月12日，刘芳带领学校7位
老师从北京出发，第二次来到赫章兴发乡中
心小学开展帮扶活动。“当我们的老师走进
教室时，发现教室后面的区域坐满了来听课
的教师。教室门口、楼道里都是探着脑袋听
课的老师们……”刘芳说，这一幕让他们十
分感动。“兴发乡中心小学位于海拔2000多
米的山上，周边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峦。为了
听他们的一堂课，不少老师是从几十公里之
外的其他学校赶来的。”在刘芳看来，赫章
老师们内心有这样的求知渴望，帮扶就成功
了一半。

而更打动刘芳团队的，还有这里坚强懂
事乐观善良的孩子们。“这里的很多孩子都
是留守儿童，但他们乐观坚强善良。”刘芳
一行曾走访过的贫困家庭中，一位叫萍萍
（化名）的女孩让他们久久难忘。萍萍得了
过敏性红斑狼疮，快痊愈时又得了肾结核
和肾积水，但她强忍病痛坚持学习。小姑
娘有一个愿望，她长大后也想当一名老
师，留在赫章教书。“像萍萍一样，很多孩
子虽然家境贫困，但他们会煮了鸡蛋送给我
们……”农科院附小的老师们表示，赫章孩
子身上闪现出来的这些品质，也是北京孩子
们学习的榜样。

“乡村教育是中国教育的‘神经末梢’，
也是重要阵地。对乡村来说，教育既承载着
传播知识、塑造文明乡风的功能，更为乡村
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在乡村振兴中具有不
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中国教育学会秘书
长杨银付认为，乡村教育帮扶是发展中国特
色优质基础教育的重要方面。他表示，今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思想
库、智囊团作用，系统总结赫章“嵌入式”
教育帮扶模式的有益经验，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伟大实践中主动作为，在助力乡村教
育发展的前进道路上积极探索，创新帮扶模
式，加大帮扶力度，持续开展高水平教育专
家下乡、高质量教育资源下乡、高价值教学
成果下乡等系列活动，用教育信念、教育信
仰点亮大山里孩子们的人生路，用乡村教育
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助力乡村振兴。

“教育动车”开进乌蒙大山……
——教育帮扶模式创新的赫章样本

本报记者 张惠娟

乌蒙磅礴走泥丸。壁立千仞，群山合围，地处贵
州乌蒙山区的毕节市，曾留下红军长征的足迹。站在
贵州最高峰的大韭菜坪远望，赫章县便跃然眼前。在
2021新年临近时，赫章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2020年11月23日，赫章县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赫章县，曾是贵州省16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受
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教育的发展也比较落后。2019
年起，应中央统战部和赫章县委的邀请，中国教育学
会将赫章定为扶贫联系点，充分利用教育学术组织专
业优势，紧密结合地方教师教育计划，秉持“嵌入
式”帮扶原则，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扶贫帮扶工作，将

“教育动车”开进了大山，引领赫章教育走上了改革
创新、自主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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