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助力教育帮扶

60名教师贵阳“取经”

本报讯（记者 刘小钰 特约通讯员 杨齐心）
近日，贵阳市观山湖区华润小学迎来60余位特殊访
客——来自修文县第三小学“国培计划”一对一精
准帮扶项目校（黔东南州榕江县古州六小）的骨干
教师团队及修文县骨干教师团队，旨在学习华润小
学先进的校园文化建设、管理经验与教学方法。

老师们深入华润小学校园，探访了学校理想信
念教育基地，于“润物耕心”劳动实践基地感受农
耕育人智慧，在“廉以润德”文化长廊浸润清廉之
风，在阶梯教室沉浸式领略华润课堂魅力。教育部
领航工程工作室主持人、华润小学校长陈冲作了
《教师专业发展的建议》专题报告分享了教师专业
成长路径，行政管理团队教学管理、德育经验引起
思想共鸣。

据了解，活动是修文县第三小学“国培计划”
一对一帮扶榕江县古州六小第十一期精准帮扶培训
项目，也是教育部“陈冲名校长工作室”与贵州省

“陈颖名校长工作室”协同开展的精准帮扶项目。

资讯
凯里学院

将建筑学课堂搬到苗乡侗寨
本报记者 任伟 熊江睿 学经验 强素养 提能力

遵义为120名校长“充电”
本报讯（记者 周朝义 特约通讯员 成静怡） 6

月9日，遵义市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在遵义
市教师培训中心开班，来自全市120名校长通过多
种形式的培训，为遵义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遵义市中小学校长的专
业素养和管理能力，推动遵义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培训中，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校长将通过专家讲
座、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教
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管理
能力，为遵义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开班仪式上，遵义市第四初级中学副校长李芳
代表全体学员发言，表示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认
真学习培训课程，积极与专家和同行交流互动，将
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提升自身的管理能
力和教育水平，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遵义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遵义市教育体育局
党组成员刘先逊表示，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和管
理者，其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学校发展和学生成
长，一要与时俱进，持续学习新的教育思想和管理
经验，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二要认真学习，将所学
的理论知识与学校的实际工作相结合，探索适合本
校发展的路径和方法；三要从传统的管理者转变为
教育的引领者和服务者，关注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
需求，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四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
动力，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五要强化
师德师风建设，增强纪律性。校长要切实履行师德师
风“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扎实
开展师德教育，打造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

全国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

荔波学子朱俊坤摘金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尹维斌 何可武）在刚刚
结束的2025年全国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暨第十
二届亚洲青少年武术锦标赛选拔赛中，黔南州荔波
县第二中学八（10）班学生朱俊坤表现出色，勇夺
男子少年组48公斤级冠军，为贵州省代表队斩获一
枚金牌。

本次赛事高手云集，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4支
代表队、500余名运动员参与角逐，竞争异常激
烈。经过六天紧张而精彩的较量，朱俊坤凭借扎实
的基本功、出色的战术运用以及顽强的拼搏精神，
一路过关斩将，最终以绝对优势站在了最高领奖
台。

据了解，2017年，年仅6岁的朱俊坤踏入荔波
县武术训练基地，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开启了他
的武术征程。从最初的一招一式，到赛场上的挥洒
自如，朱俊坤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天赋，不断突破
自我。8岁起，他便踏上了比赛之路，从初出茅庐
的小赛事，到高手云集的专业竞技，每一场比赛都
是他成长的阶梯。

“我的梦想，是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让
五星红旗升起！”如今，朱俊坤正以坚定的步伐踏
上亚洲赛的征程，朝着世界冠军的目标奋力迈进。

徐瑞雪：让学生触摸到知识的温度
本报记者 何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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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带我们去了解到当
地的文化，看到了传统的村落，
还有一些民用的建筑，让我深切
感受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切
切实实感受到了苗族文化的魅力
和底蕴。”凯里学院建筑工程学
院22土木本1班杨奖豪激动地说。

6月5日，凯里学院40多名土
木建筑专业的师生走进黔东南
州丹寨县南皋乡清江村开展实践
活动，清江村党支部书记田兴兵
一边讲解村史村貌，一边介绍传
统村落建筑特色。学生们全神贯
注地聆听，仔细观察着吊脚楼的
榫卯结构，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传
统建筑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
魅力。

清江村吊脚楼依山而建，南
皋河穿境而过，将该村一分为
二，共辖新村、大寨、岩寨、月
亮坡大冲等四个自然寨，居住着
258户 1020人，由于自然景观独
特、村容村貌保存完好，2018年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来到这里看到这些少数民
族的建筑，还是挺感慨的，保存得
很完好，还是很敬佩这些以前的

传统工艺。”凯里学院建筑工程学
院21建筑本班韩仕云说，“我们能
用更科学和有力的方法给它加以
保护，以及用现在更智能的手段
让它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下去。”

“带我们的学生来了解和熟
悉我们传统村落的民族建筑，以
及复杂地形条件下民族村落的一
个布局，使我们土木工程专业的
学生形成‘山水相依、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一个工作理念，更好地
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村落。”凯
里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杨光

跃表示，“我们想以此为契机，促
进我们的新农村规划产业发展专
班的一个研究，使我们的课程与
我们的实践深度融合。”

近年来，丹寨县充分发挥自
然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特色优
势，与多所高校在县域内共建实
践教学基地，通过“传统工艺+现
代科技”的融合创新模式，积极
探索民族建筑保护与活态传承的
新路径，既为乡村振兴注入专业
力量，又实现了课堂教学与民族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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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山深处走来
初心不改的化学人

时间回到徐瑞雪大学时期，她
曾走上贵州山区的支教讲台。第一
次见到山坡上的学校，破旧的教室
和穿着拖鞋、衣衫单薄的孩子们，她
被深深震撼。更让她动容的，是那些
孩子尽管午饭只有几颗土豆，眼睛
里却依然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我那时突然意识到，原来对
这些孩子来说，‘读书’是一件多
么奢侈的事。”她说。正是这份震
撼和触动，让她坚定了成为一名教
师的信念：“我想用自己微薄的力
量，去改变一些孩子的命运，也让
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那段支教经历，像一粒种子深
深扎根于她心中，开启了她与教育
一生的缘分。

构建“生活化学+”课程
让知识与家乡同频共振

“知识应从课堂流向生活。”这
是徐瑞雪对化学教学的深刻理解。
在她的引领下，学校化学组打造了

“生活化学+”课程体系，将教学深
度融合于学生的生活场景与地方文
化之中。

她将贵阳喀斯特地貌化作碳酸
盐教学的天然课堂，用林城植被讲
述碳循环的生命故事，带领学生检
测酸汤鱼的发酵程度，以黔灵山古
建筑群的铜锈开展项目式学习……
这些融入真实情境的化学课，让学
生触摸到了知识的温度。她说：

“碳酸钙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化学
式，而是家乡大地的骨骼，氧化反
应也不仅是方程式，而是守护百年
古厝的时光密码。”当知识的根系

深扎乡土，这门学科便在古老与现
代的碰撞中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

这种将“抽象知识具体化、生
活素材学科化”的教学方式，真正
实现了课堂的延伸，让化学课不再
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情感可
依。

“老师，水分解时会疼吗？”一
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女孩在实验报告
中夹了一张纸条，写下了这样一句
话。徐瑞雪没有给出生硬的答案，
而是画上一幅水分子的“重逢
图”，温柔回应着青春的困惑。

徐瑞雪的办公室，总有一盒
“化学元素饼干”，成了学生们最喜
欢的“秘密基地”。她创设了“化
学日记”交流机制，鼓励学生在实
验报告里“夹带私货”：一张便
签、一段文字、一次情绪的释放，
让原本冰冷的学科成了情感流动的

通道。
她深知，化学不仅是分子原子

的世界，更是青春成长的缩影。她
说：“教育是生命的对话，课堂不
仅要传递知识，更要承接情感。”
这种基于理解与共情的教育理念，
使她成为学生心中既敬重又亲近的

“知心老师”。

教育润物无声
德育融入点滴之中

在徐瑞雪的课堂，德育不是说
教，而是“化”在了每一次实验与
合作中。在操作实验中培养严谨求
真的态度，在小组合作中引导学生
像“共价键”一样协同互助。

在她看来，实验操作不仅是技
能训练，更是态度塑造的过程。在
课堂上，她要求学生严谨对待每一
项实验、每一组数据，强调科学精

神和责任意识；在小组合作中，她
借“共价键”的概念，引导学生学
会信任与合作，体会“协作中成
长”的意义。

一次，几个学生为实验数据争
论不休，徐瑞雪没有急于裁判，而
是带他们重温门捷列夫在发现元素
周期表过程中的曲折与包容，鼓励
他们从科学家身上汲取理性与尊重
的精神力量。

“这些教育的‘小瞬间’，就像
晶种，最终能在孩子心中形成品格
的结晶。”她坚信，好的化学教
学，本质上就是品德教育与认知教
育的双螺旋。

作为化学教研组长与市、区级
课题带头人，徐瑞雪还承担着大量
教研与教师发展工作。她主持并参
与多个市级、省级课题研究，在省
级教学设计、市级优质课、说课技
能比赛中屡获一等奖，多篇教学论
文在省市专业刊物发表。

她积极在南明区名师工作室开
展示范教学、教师培训、课题指
导，将自己的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
分享给更多同行，助力区域教育质
量的整体提升。

在她看来，教育改革不能停留
在文件和会议中，必须扎根于真实
的课堂和真实的学生。“每一次改
进的动因，都是因为‘学生需要’。”

17年的讲台生涯，是徐瑞雪与
教育相互成就的真实写照。从山区
讲台到城市课堂，从化学教室到教
师工作室，她始终站在学生最近的
地方，用科学的方式、温柔的情
怀、创新的路径，点亮了一代又一
代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在贵阳市南明区华附初级中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位教
师，17年来，她坚守三尺讲台，不仅以科学的严谨熏陶学生，
更以深情与担当浸润他们的心灵。她就是中学高级教师、贵
阳市骨干教师、南明区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华附初级中学教
师发展中心副主任、化学教研组组长——徐瑞雪。

徐瑞雪和学生们在一起。

近日，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镇纪堂侗寨、丹寨
县南皋乡清江村，迎来了凯里学院建筑学专业的
学生，在课程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将省级社会实
践一流课程《民族建筑认知实习》的课堂搬进了侗
寨、苗乡，开启了一场知行合一的“金课”实践。

“书本上的鼓楼再精美，也比不
上亲手触摸它传递的温度和历史。”
课程负责人陈蛟副教授在开课仪式
上的话语，点明了此次实践的真
谛。纪堂村依山就势、层叠而上，
标志性的鼓楼、风雨桥、干栏式吊
脚楼群，堪称侗族建筑智慧的立体
百科全书。

实践中，学生们迅速融入村
寨，分组展开深度探索。他们手持
测绘仪、卷尺和速写本，在鼓楼下
丈量斗拱尺度，在风雨桥边记录穿
斗结构，在百年老屋前剖析防潮智

慧。数据在图纸上流淌，让冰冷的
建筑符号在侗乡烟火气中生动起来。

认知不止于形。学生们围坐在
村中老人身旁，聆听国家侗族鼓楼营
造技艺传承人、掌墨师陆德怀先生口
传心授的营造口诀，感悟“一家建房，
全寨相助”的古老协作精神。“老祖宗
用杉木、靠榫卯，不费一钉一铁，房子
在风雨中屹立百年不倒。”村民陆大
爷拍着家中结实的木柱，话语里满是
自豪。这些乡民口耳相传的活态知
识，成为独一无二的珍贵教材，让“民
族建筑”在学子心中生根。

本次实习的核心，在于引导学
生将理论认知转化为守护与创新的
能力。针对村中部分传统木构民居
亟待维护的情况，课程设置“真题
实做”环节。在村民委员会主任及
课程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分
组选取村寨中的民居或公共建筑进
行调研，化身“设计师”，根据调研
总结问题，经讨论思考给出改造设
计方案。当发现所学知识能解决传
统民居保护难题时，同学们收获了
远超模拟训练带来的成就感。

“‘金课’之‘金’，在于它打
破了象牙塔与乡土社会的壁垒。”陈

蛟副教授强调，“我们不仅要学生看
得懂、画得准，更要激发他们用专
业智慧服务乡村的责任。”在6月6
日肇兴村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的课程
成果交流会上，同学们结合国家政
策、现状问题及户主需求，对调研
项目提出改造思路与策略，在保持
传统民居建筑风貌的前提下优化内
部功能、拓展创收途径。这些创意
构想，赢得了省住建厅消防审验中
心驻村干部及课程组老师的认可，
肇兴侗寨景区管委会、黎平县住建
局及肇兴村委也对本次课程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和全程支持。

短短四天，纪堂村从陌生之
地变为建筑学子匠心启蒙的沃
土。学生朱龙在实习笔记中写
道：“指尖抚过鼓楼斑驳的木
纹，仿佛触摸到侗族文化的血
脉。图纸上的每一条线，从此有
了生命的重量。未来，我愿为守
护这份独特之美贡献力量。”这

份感悟，正是“金课”在年轻一
代心中播下的种子。

凯里学院《民族建筑认知实
习》课程以黔东南民族文化为根
基，将纪堂村这样的活态“无墙
博物馆”作为课堂，其价值远超
技能传授。它架起了一座连通高
校智慧与乡土需求的桥梁，既为

民族建筑文化传承注入专业力
量，也为青年学子提供扎根大
地、服务乡村的广阔舞台，在侗乡
振兴的蓝图上，绘就了青春匠心
点亮的希望之光。当青年梦想与
古老村寨未来交汇，一曲高校赋
能乡村、文化助力振兴的时代乐
章，正从侗乡山水间悠扬奏响。田野课堂：解码侗寨营造的活态密码1

匠心传承：在乡土熔炉中淬炼真本领2

筑梦振兴：青春智慧点亮侗乡未来3

传承保护：感受传统村落文化魅力4

学生听取讲解。 学生走进侗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