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铜仁市德江县第二小学，只要王连凤往哪一站，周围就会围
上一大群孩子，有的要他来一首萨克斯，有的要他即兴朗诵一首
诗，有的要他来一个远距离投篮……

“他就是一个孩子王，哪里是校长？”对于这些场景，认识的人
都早已习惯。

20多年来，王连凤带着骨子里的一股拼劲，虽然已从普通老
师走到校长岗位，从乡村学校走到城区小学，但不变的是他内心深
处炙热的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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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凤：学生是他的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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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教育评价改革优秀案例之

贵州民族大学：
教学过程质量数字化评价

新模式构建与实践

3

教学过程质量评价作为高校教育评
价体系改革的关键闭环，目前存在模式
陈旧、标准单一、过程数据难以定量分
析和结果难以反馈利用等问题。基于国
家和贵州省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民族
地区高校办学的特殊性和高质量发展对
高等教育数字化改革的迫切需求，贵州
民族大学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认真研
究总结教学过程质量评价的历史经验，
以“数智融通、评价引导”理念为指
导，从理念创新、氛围营造、机制改革
等方面，深入推进计划实施，努力探索
教学过程质量数字化评价模式。

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
关建设教育强国成败。2020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到
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
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将在教育评价的理念、理论、主体、对象、
内容、标准、方法、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
进行体系性重塑。

《总体方案》印发以来，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高度重视，把教育评价改革
作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牵引，综合施
策、稳步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各
地各校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着力在打破思
想禁锢、冲破体制障碍、改变行为方式等
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

《贵州教育报》微信公众号、微博陆续
刊登“贵州省教育评价改革优秀案例”，充
分发挥优秀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
动教育评价改革走深走实。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法规处
《贵州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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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伟 通讯员 黄璐） 8月 28
日，“黔菜出海”职业技能国际交流活动暨西班
牙名门餐饮集团与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战
略合作线上签约仪式在线上举行。中国驻西班牙
大使馆、贵州省外事办、西班牙名门集团、黔菜
发展促进会、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多方代表相
聚云端，共同见证“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外
实训基地”揭牌。

此次携手不仅标志着“黔菜出海”正式启
航，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饮食文化盛宴，促进中
西两国饮食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深度融合，将黔菜
独特的烹饪魅力、食材的鲜美以及背后蕴含的深
厚文化底蕴，精准而生动地呈现给西班牙乃至全
球的食客。

“去年7月，通过贵州省对外友协的牵线搭
桥，学院与西班牙贵州商会建立合作渠道，通过
近一年的沟通和筹备，终于达成共识并确立了合
作关系。”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罗勇
表示，学院将进一步发挥“省级国际交流示范
校”的引领作用，持续推进双方在黔菜创研、人
才培养及交流互访等方面的探索，助力西班牙餐
饮业的人才培养与行业竞争力提升。

“困牛山红军学校在革命老区正式揭
牌，象征着全国红军小学的建设走上一个新
的台阶。”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办公室副
理事长方强告诉记者，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
是在贵州娄山关，现在贵州的红军小学已经
达到了20所，“相信革命老区的孩子们，会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这个项目推进非常快，今天得到授牌
非常开心也很激动，感觉自己的心愿完成
了。”看着崭新的教学楼和满心欢喜的师
生，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鞠华
国脸上挂满喜悦。他说，学校建成以后，很
多村里的孩子都会来上学。

作为革命老区，石阡境内红色革命遗址
众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1934年 8月初，
红军长征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一路
浴血奋战进入贵州。10月16日，为掩护红六
军团主力突围，红18师52团被敌逼到石阡县
困牛山。战斗中，红52团指战员宁死不做俘
虏，宁死不误伤被敌军裹挟走在前面的老百
姓，毅然砸断枪支和战友集体跳崖。松柏簇
拥中的红军壮举纪念碑，仿佛在向世人诉说
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近年来，石阡县紧抓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的历史机遇，深耕红色沃土，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优质资源的作
用，加强红色资源挖掘和保护，不断丰富红
色文化教育素材。

依托困牛山红色文化资源，贵州省教育
厅和铜仁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多次深入

石阡县现场调研，全力推动困牛山红军学校
项目高质量建设。

新校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8647.52平方
米，建筑面积4850.18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2471.75万元，主要建设教学楼、食堂、学生
宿舍、校门、学生运动场及室外附属工程
等，办学规模为6个班。

“新学区的投用，给了我们更加明确的
办学方向和理念。”困牛山红军学校校长余
明状告诉记者，学校始建于 1933年，时名

“保国民小学”。1992年，改名为“龙塘镇川
岩坝小学”。今年3月，正式更名为石阡县困
牛山红军学校。

作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学校，该校坚持
将本地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着力构建红色
文化“大平台”“大课堂”“大师资”，不断

提升“大思政课”铸魂育人实效。以红色资
源库、教育基地为载体，全力创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主动融入全国中小学生
智慧教育云平台；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以

“大思政课”推进困牛山红色文化育人迈出
新步伐，深受学生和家长好评。

“我们组织少先队员，开展‘踏寻红色足
迹·传承红色基因’研学活动，让学生在研
学中感受红色文化的鲜活性，让红色基因融
入血脉。”该校教师李煜嫣介绍，今年以来，
到困牛山开展红色研学的学生已达8136人次。

据了解，该校利用《红军长征在石阡》
《浴血困牛山》读物及影视片，《壮士血染困
牛山》《一封红家书》红色歌曲等作为思政
教材，开设“军体拳”“话剧社”“合唱班”
等红色兴趣小组，设计红色研学课程8门、

参与式体验活动10项，培育“小小红色讲解
员”32名。同时，还通过构建“沉浸式情景
模拟+参与式体验活动”的红色育人模式，
让学生在红歌演唱、话剧演出、故事讲演、
作品制作、竞赛闯关等实践中达到学习目
标，实现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化。

此外，该校通过聘请专业讲解员、道德
模范、劳动模范等兼职学校思政教师，用鲜
活的革命故事教育和感染学生，激励学生把
榜样的力量转化为行动自觉。

“立足新起点，书写新篇章。”余明状表
示，今后，学校将继续在思政课教研、实践
教学、党性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不断提
升困牛山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价值、丰富育人
内涵、拓宽育人路径，使困牛山红色文化底
色更加鲜亮。

本报记者 田勇

用脚步丈量情怀

初心始成，贵在坚守。20年前，在德江
县荆角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工作时，他任初三
班和六年级语文，同时兼任初三班主任和校
团支部书记。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从一年级
到初三才212名学生，而他所教的初三班只
有15个学生。

面对此景，他感到不解。
原来，原本应坐在教室里的很多学生居

然辍学在家或者外出打工。于是，他利用空
闲时间进村入户，进行入学动员工作。3个
月时间，走遍全乡 17 个行政村 200 余公里
路，用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让那些在
家的、外出打工的学生重新回到校园。

“多亏了王老师，把我从辍学的边缘拉
了回来，让我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现在在
厂里打工，虽然不是学识渊博，但是所学知
识目前能让自己得心应手……”杨先月就是
王校长曾经劝返的一位失学少年，谈起王校
长，他满心地感谢。当地老百姓都说他是一
个响当当的铁脚杆。教师们在他的带动下激
情高涨，在短短的一年内，学生增加到400
多人，教学质量大幅度提升。

“一潭死水的教育因他而复活了！”学校
一位老教师说，就是20年前的那一件件教育
事让他更加有信心把教育这件事做好。

用爱心架起桥梁

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在日常教学工作
中，他更关注父母进城务工的孩子、班上的
特殊群体，比起成绩，他更关心学生的身心
健康。

张路飞（化名），父母不在身边，长期
和70多岁的外公外婆住，孩子长期不洗头，
导致满头生疮，又脏又臭，同学们都不愿意

和他一起玩。王校长知道这一情况后，把孩
子叫到自己寝室，不仅特别烧了温水为孩子
洗头，还在生疮的地方敷上药，从此孩子渐
渐有了好朋友。六年级毕业典礼上，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扑进王连凤怀里的张露飞哭了：

“是王老师让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亲情。”
后来张路飞考上大学，每年寒暑假都会

到王连凤家汇报自己学习和生活上的变化。
一个夏天的晚上，王连凤到学生黄旭飞

家去辅导功课，回来的路上下了大雨，穿过
一片树林迷路了，摔倒在荆棘丛里，眼镜被挂
在树枝上，身上多处刮伤，他回家后大病一
场。这件事反而让他更坚定了教育需要付出，
也让他明白“教育就是良心活”的真正意义。

上班以来，虽然自己生活一直比较拮
据，但他却已资助学生达60人次，资助金额
上万元。

用担当谱写责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团
队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如何提高教师专业
素养，激活团队整体活力，提高育人质量，
这是学校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作为一所老
校，有着丰厚的办学文化底蕴，如何将学校
办成与时代发展接拍的学校是摆在王连凤面
前的重要课题。他深知，学校的未来在于教
师的成长，学校的强盛需要每一个教育者的
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

担任校长以来，王连凤提出“名师引领
团队”的发展理念，鼓励教师们继续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他定期组织
教师参加各类培训、研讨会，不仅让教师们
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更让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他倡导团队精
神，通过举办各种团队建设活动，增强教师
之间的凝聚力。

王连凤坚信，只有教师们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学校才能蓬勃发展。在他的带
领下，学校名师涌现——现有省级骨干 2
人，市级骨干12人，市级名师2人，县级名
师工作室成员5人。

用创新提高质量

勤于思，敏于行。王连凤每到一所学
校，总是立足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用实干
引领创新，用文化育时代新人。

在德江八一爱民学校里任教时，他创办
了 《八一教育》，编撰了第一本校本教材
《红军的传人》，牵头成功申报了省级《绿色
学校》。在德江县第四小学，把学校定位为

“墨香校园”，先后申报了省级《校园文化特
色学校》《规范语言文字示范校》《廉政文化
进校园示范校》等。在德江县第七小学，把

学校定位成“竹节校园”，创建了省级书屋
“小桔灯书屋”等。

如今的德江第二小学，在他的带领下，
学生课后延时服务活动精彩纷呈，育人质量
跨域提升，这与他亲自上示范课、适时走进
课堂、参加教学教研、课题研究、活动现场
分不开。他辅导的校园诗歌兴趣班，人气爆
满；他指导学生写的诗歌在《家庭报》等报
刊杂志发表；《少年诗刊》授予学校少年诗
刊写作基地，铜仁市教育局、铜仁市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授予学校铜仁市“美的教
育”书画艺术人才培养基地(试点校)。

“我是王老师的铁粉，他在球场的潇洒动
作让我们不得不折服，他指导我们写诗，让我
们的校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的萨克斯表演，
太有魅力了，王校长是我们的铁哥们儿。”六
年级学生这样评价他们的校长王连凤。

身着红军服的学生们。

开学典礼。

困牛山红军学校。

本报记者 杨凯 通讯员 陈长富 杨旭

人物简介

王连凤，德江县第二小学校长，
省级骨干教师，省作协会员，市级名
校长、市优秀校长、县管专家、县优
秀党务工作者。有诗集 《半个月亮》
和教育论著《语文教育教学与实践与
研究》出版。

9月1日，铜仁市石阡县龙
塘镇困牛山村，以“传承红色基
因·开启梦想征程”为主题的中
国工农红军贵州石阡困牛山红
军学校授旗授牌仪式暨开学典
礼举行，标志着全国第489所红
军学校投用。

王连凤与学生参加诗歌朗诵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