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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海安市教师发展中
心附属小学的孩子们在听“非遗”传
承人介绍“葫芦烙画”技艺。该校组
织学生探访当地“葫芦烙画”传承
人，了解和体验“葫芦烙画”技艺，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

翟慧勇 摄

感受“非遗”魅力

“ 学校未来 5 年发展规划有了，
但具体要怎么落实？”黄娅丽有点迷
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第
一完全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作为校
长，黄娅丽迫切希望提高学校教育质
量。此时，华南师范大学的培训为她
送来了“及时雨”。她来到广州，接
受专家和小学名校长的指导，并到当
地优质小学参访、跟岗，不仅吸收了
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更提高了引领
学校改革的能力。如今，她将所学用
于实践，“精神家园、书香校园、活
动乐园”的学校发展蓝图，正在变为
现实。

近年来，华南师大积极承接教育
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培训项目，通过“走
出去”“请进来”等形式，用心用力为省
内外欠发达地区做好教育帮扶工作。
学校还协同企业等多方力量，研发教
师能力 AI 测评系统，用信息化赋能欠
发达地区学校教师专业成长。

“输血”：送教下乡补乡
村师资短缺之痛

在广东潮州市磷溪镇仙河华侨学
校数学课堂上，王金发用一副普通的
扑克牌，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王金发是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他为学生们带
来了一堂“数学魔术课：分类的魔
力”，利用多变的扑克牌，让学生在
趣味学习中，锻炼逻辑思维，提高数
学空间想象力。

作为承办方，华南师大已连续 7
年组织“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到
粤东西北开展送教活动。学校共带领
近 300 名“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走进 400 多所乡村学校，开
展专题讲座、示范课等活动 1200 余
场。线下活动惠及近 2 万人次乡村教
师，超 10 万名乡村教师线上参与活
动。学校每年还举办“南粤名师大讲
堂”“粤东西北教师轮训项目送教上
门”等品牌活动，超过 10 万名粤东
西北的教师受益。

为促进参训教师将所学落地实
施，华南师大在大量调研后设计出平
级交流、师徒结对、同伴共学等送教
形式。学校以更贴近当地教师发展水
平和教学需求为重点，选配送教师
资。今年，华南师大还创新开展跨区
域“云送教”活动，促进双方深入、
常态化交流。

“造血”：培训解乡村教
师专业能力薄弱之难

“ 同 样 的 内 容 翻 来 覆 去 讲 了 22
年，都是这些东西，学生也觉得无
趣。”教书多年，广东汕尾市海丰县
海城镇第三中学语文教师葛芳不禁陷
入职业倦怠的迷惘中，“想改变、想
革新，但乡村学校培训机会少，难以
打开视野，不知道该在哪里突破。”

华南师大举办的一次培训，给葛
芳的教学生涯注入了活水。一个月的
网络课培训，先打理论基础。2021
年 10 月，她通过粤东西北教师轮训
项目，来到华南师大，进行为期 12
天的现场集中研修培训。

“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要让课
堂活起来，调动孩子思考起来，教师
要努力做好旁观者、引导者。”专家
们实用好用的课程，让迷茫之中的葛
芳如同找到了灯塔。

除了传授理念，专家们还指导教
师现场操作教学方法。在华南师大副
教授周小蓬的指导下，葛芳学会运用
思维导图等实用的教学工具。为促进
葛芳等学员进一步提升实践能力，华
南师大安排他们到华师附中、广州中
学等名校跟岗学习一周。

返校后，葛芳深入研究教材，认
真备课，挖掘课文背后的教育意义，
在课堂引申穿插微视频，用心设计思
维导图等，让课堂活起来。学生对语
文课有了新期待，还爱上了阅读。

乡村教师葛芳的蜕变，只是华南
师大精准开展培训，努力帮助乡村教
师提升专业能力的缩影。华南师大积
极承担广东省粤东西北中小学的集中
培训任务，以乡村教师需求为导向，
构建了“问题、实践”导向的混合式
研修模式。

仅 2021 年，华南师大就完成了
3075 人 、 累 计 388 天 的 集 中 培 训 。
此外，2010 年，学校以广东梅州市
丰顺县为试点，牵头建立“为中华而
教”丰顺工作站。项目组织高校专
家、中小学校长等，面向当地教师、
学校管理干部开展培训。华南师大还
先后承担了“国培计划”边远贫困地
区农村校长助力工程、29 个中西部
国培项目，惠及 2430 多名中西部地
区的校长、骨干教师。

赋能：为乡村教育振兴
插上信息技术的“翅膀”

“课上全程录制分析，生成课堂
教学能力测评报告，为我的专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周沙是贵州毕节市大
方县第七中学 （大方天河实验学校）

语文教师，原来在课堂上，她只能对
学生给出“你真棒”等表面评价。通
过智能设备的报告分析，周沙能准确
地掌握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表现，针
对性地表扬学生的闪光点。

如何跨越千里阻隔，让帮扶更持
续长效？华南师大通过校企合作，研
发教师能力 AI 测评系统。2020 年，
华南师大联动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在大方天河实
验学校、纳雍县纳雍天河实验学校分
别建了基于人工智能的教师能力测评
实验室“天大空间”和“天纳空间”。

测评系统不仅能对教师进行智能
测评，还便于专家通过观看录制视
频，进行远程点评。这为乡村教师把
握教情、进行教学诊断、精准教研，
提供了更有力的帮助，促进当地教师
快速精准提升专业能力。

一两位支教教师影响面有限，难
以从整体上带动受援学校实现跨越式
发展。华南师大应需而变，发挥“桥
梁 作 用 ”， 引 导 有 意 愿 的 受 援 地 学
校，与发达地区特色学校进行结对。

2018 年，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名
校长培养对象，广东仲恺高新区惠州
一中东江学校校长曾庆在华南师大的
组织下，到云南永善县送教一周，促
成了永善县第三中学与惠州一中东江
学校结为“手拉手”共建单位。3 年
多来，惠州一中东江学校选派 10 名
骨干教师，前去永善送教交流；永善
县第三中学共派 20 多名教师，到惠
州跟岗学习。在惠州一中东江学校带
动下，永善县第三中学更加关注教师
需求，重视青年教师培养。通过强化
结对组团式帮扶，华南师大聚合资
源，在更大范围内帮助受援学校提升
办学水平。

华南师范大学送教下乡、开展培训，促进乡村教师成长——

这里的乡村教师何以迎来“及时雨”
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

本报讯 （记者 张欣） 近日，国
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
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要
求各地在“十四五”期间，认定若
干技艺精湛的乡村工匠，遴选千名
乡 村 工 匠 名 师 、 百 名 乡 村 工 匠 大
师，培育一支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

工匠队伍。
《意见》 提出，乡村工匠主要为

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
能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统技艺，
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的技能人才。目前，主要从刺绣
印染、纺织服饰、编织扎制、雕刻

彩绘、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
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
髹饰、印刷装裱、器具制作等领域
中产生。

《意见》 明确，支持鼓励返乡青
年、职业院校毕业生、大学生、致富
带头人等群体参加乡村工匠技能培
训，列入乡村工匠后备人才库，鼓励

符合条件的乡村工匠参加职称评审。
同时，对乡村工匠领办创办的乡村工
匠工作站、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
开展师徒传承、研习培训、示范引
导、精品创作、组织实施传统工艺特
色产业项目等，按规定统筹使用东西
部协作资金、定点帮扶资金等现有资
金政策给予支持。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培育一支服务乡村振兴的乡村工匠队伍

（上接第一版）首先，全面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老同志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
参与者、奉献者，对中国共产党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理论创
新所形成的创新成果非常拥护。今
后，要通过组织支部学习、离退休干
部大讲堂、老部长初心讲堂、党建
会、支委培训班、理论学习小组学习
等制度化安排，深化学习交流，引导
他们全方位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用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其次，全面把
握新时代 10 年伟大变革的深刻内涵
和重大意义。老同志是教育改革发展
的推动者、亲历者，对于 10 年伟大

变革有深切体验，在今年开展喜迎党
的二十大畅谈 10 年发展变化成就基
础上，结合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继续安排部内业务司局每月向老
同志通报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继续围
绕重大时间节点、重要主题教育开展
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让老同志发挥
熟悉历史的优势，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中国教育故事，集成式展示正能
量，唱响主旋律。再其次，全面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重大原则。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亿万人
民的创造伟力。充分认识到“离退休
干部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在推进现代
化的进程中，以更高的标准做好离退
休干部工作，提高水平、丰富内容、

创新方式、精准服务，让老同志满
意。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征程
上，进一步精心组织，带动更多的老
同志更加积极发挥政治、经验和威望
优势，充分发挥作用。

三是深抓落实，向着全面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努力。党的二十大
报告单列一部分，部署“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做好离退休
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部
机关离退休党建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围绕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和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把部党组
落实中办《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
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方案
落实好，召开第六次党代会对部机关

老同志党建作出新的部署，不断提高
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质量。一要推进
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选好配强支
委 、 发 挥 “ 互 联 网 +党 建 ” 工 作 效
能、创建“六好”党支部等，把党支
部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和温馨精神
家园。二要推进服务精准化。充分发
挥好部机关齐抓共管这一机制的作
用，统筹好本系统内的资源，发掘利
用好国家和地方社会化养老资源，提
高为老服务质量。三要推进老同志发
挥作用特色化。紧密结合老同志特点
和实际工作需求，继续及时通报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情况等，请老同志献智
献策，有针对性地组织他们助力中心
工作，如继续组织“银龄园丁”行
动，推动实施“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
部计划”等，并不断搭建新平台，让
老同志更大限度贡献智慧力量。

中午 11：55，湖南省常德市汉寿
县沧港镇中学食堂师傅准时将清洗干净
的油麦菜倒入油锅中，翻炒、调味、等
待、出锅。12：00 下课铃声响起，热
气腾腾、新鲜可口的清炒油麦菜被准时
端至出菜口⋯⋯这种蔬菜“卡时”下锅
的操作法，让全校 700 多名师生吃到冒
着热气的饭菜。“为了让师生吃得好、
吃得饱，我们还会不断创新。”该校校
长龙海波说。

这是汉寿县学生食堂变化的一个缩
影。自 2013 年开始，该县着力推进学
生食堂工作，把学生“食”事变教育实
事，学生食堂的硬件建设、管理水平、
菜品质量都发生了大变化，家长满意度
大幅提升，摸索出县域整体推进学生食
堂工作的好模式。特别是近 3 年，该县
共投入资金 4970 万多元，新建学校食
堂 11 个、改扩建学校食堂 1 个、维修
学校食堂 3 个。2021 年完成全县学校
食堂“明厨亮灶”工程、城区学校食堂
油烟净化工程等，学校食堂实现了旧貌
换新颜。

“早在 2013 年，汉寿县就要求中小
学食堂必须坚持‘保本不盈利’原则，
并对伙食费实行最高限额控制的规定。
随后，县内各校学生的伙食质量一年比
一年好。”汉寿县教育局勤管办主任叶
荣桂说。

目前，该县大多数学校实现了学生
就餐“自助”模式或“点菜”模式。在
东岳庙中学食堂里，记者看到，学生们

排队、盛饭、打菜，整个用餐过程均以
“ 自 助 ” 形 式 完 成 ， 想 吃 什 么 就 要 什
么，想吃多少就盛多少，食堂成为学生
文明礼仪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切实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的同时，汉寿县各学校的食堂也成为育
人的讲堂。

汉寿县芙蓉学校将食堂作为育人的
重要阵地，持续关注学生生活细节，关爱
学生点滴成长。学校大力推行校长、教
师陪餐制，让教师成为学生“餐桌课堂”
上的“同桌”，与学生共享美好“食”光。
同时，利用党团活动及主题班会时间，结
合爱国主义、危机意识、成才意识等主题
教育活动，深入宣传节约意识，打造特色
鲜明的校园餐饮文化。

自 2015 年开始，师生同餐成了汉
寿各学校的常态，校长们亲自把好食品
采购、后厨操作、学生用餐等各个关
口，收集学生意见，及时改进。“我们
学校不是简单的校长、老师陪餐，而是
老师与学生同吃一锅菜、同喝一锅汤，
食堂成为老师影响、教育学生的第二课
堂。”汉寿县教育局副局长曾健说。

“学生吃得好才更有精力读好书，吃
得营养健康才会更快乐幸福，将来才更
有可能感恩母校、回报社会，成为社会有
用之才。”汉寿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徐政表示，下一步，汉寿将推动政府、学
校、企业联动机制建设，探索食堂供餐
的多样模式，健全食堂工作考核标准，
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湖南汉寿提升学生食堂软硬件水平和菜品质量——

“学生吃得好才更有精力读好书”
通讯员 高红广 任晶晶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潘懋元先生走了！噩耗传来，万分悲痛。教师节
前夕，我给厦大教育研究院别敦荣教授打电话，问候
潘先生。别教授告诉我，潘老 4 月中旬因肺炎住院，
神志清楚，正在恢复中。我想，潘老身体底子较好，
一直注意锻炼，90 多岁还每天做俯卧撑，一定能恢
复过来。没想到，这次竟然没有能挺过来，使我无限
悲伤。

潘老长我 9 岁。1952 年，他在北师大教师进修班
研修。如果当时我不是在苏联学习，他就是我的老师
了。直到 1979 年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期间我们
才认识，至今 40 多年了，我们的交往最多、最频
繁、最亲密。如果以 10 年为人生的一代人，潘老是
我的先辈，我们的友谊可谓忘年之交了。

1978 年，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不久
成立研究所。1979 年，北师大在外国教育研究室的
基础上成立外国教育研究所。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
们都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大家对学位研究生
培养都没有经验。在潘老的倡议下，20 世纪 80 年代
初，曾经在北师大召开过有厦大、北大、北师大参加
的如何培养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问题的研讨会。潘老
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83 年 9 月，我们共同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学科评议组会议，以后又共同担任了第二、三届
教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从此，我们几乎每年都会
见面，研究讨论教育学科的研究生专业目录和研究生
培养工作，评议硕士、博士授权点和博士研究生导师
的资格等事宜。在教育学科评议组工作时间，我们同
住一个房间，共同主持会议，合作得非常愉快。

1986 年秋，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泉州华侨大学召
开高等教育研讨会，潘老和我都参加了。会后，潘老
邀请我到厦大讲学，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厦门大学。潘
老热情地招待我，陪我参观了厦大花园般的校园、周
边的名胜古迹。因为我是北师大校友会副会长，潘老
是北师大厦门校友会会长，还特地安排了一次北师大
校友与我见面，热情的场面至今难忘。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酝酿制定高等教育法，
成立专家组，我和潘老都参加了。1994 年 1 月，在成
都四川大学召开了高等教育法第一次专家咨询会。此
后，讨论、起草、修改，开了无数次会议。我记得，
修改稿共有 18 稿之多。经过多年磨炼，《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 终于在 1998 年 8 月 29 日由第九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制定高等教育法，
我和潘老参与了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潘老提出了许
多有益的意见。

2000 年，厦门大学以高教所为依托获批成立高
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成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潘老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学
术委员会，潘老聘任我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几年，每年毕业季，潘老都邀
请我到厦门大学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会，与研究生座谈、讲演。中心举办的多次国际
教育论坛和研讨会，我几乎都参加了。所以，每年我们都能见面，交流教育工作中
的问题。最近一次见面是 2017 年 11 月，我参加厦大高教研究中心举办的高等教育
论坛。潘老以 97 岁的高龄参加了两天的会议，倾听各位代表的发言。我着实佩服
他的精神。可惜的是，2020 年潘老百岁华诞庆典，我因疫情未能参加，成为永久
的遗憾。

以上是我和潘老的几次重大合作，至于其他交往就更多了。我们都受聘于原教
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每年开会都在一起讨论教育发展的战略问题
和热点问题。我们还共同参加了许多教育学术会议。1991 年 6 月，我们一起作为中
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那时正是苏联解体前夕，我们亲眼看到苏联的
衰败景象，心里十分难过。

同潘老的密切交往中，我学习到许多东西。在学术上，潘老是我国高等教育学
的创始人、奠基人。潘老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高瞻远瞩，放眼世界，在耄耋之年
仍出访欧美各地，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调查研究，发表演讲，推动着教育改革，
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教学上，潘老严谨治学，诲人不倦。他一直亲自授课，从没有离开过讲台，
培养了一大批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前年，我的一名学生到厦大教育学院访学，参加
了潘老每周六晚上在家里举行的学术沙龙，几十名学生济济一堂，热烈讨论，直到
晚上 10 点钟才结束，感到十分震惊，十分钦佩，真是一位大先生，教书育人的楷
模。

在为人上，潘老真诚朴实，平易近人，一点儿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他喜欢和
年轻人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乐于助人，我们在合作交往中，他给予我很大
的帮助和支持。我在编纂 《教育大辞典》 时，请他担任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认
真地参加编委会会议，给予了很多指导。

我们的友谊真的说不完。现在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存，我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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