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进黔南校园

趣味科普化学知识

本报讯（记者 潘国虎）连日来，黔南民族师范
学院化学科普教育基地携手黔南州科协、独山县科
协、龙里县科协及惠水县科协等地，走进独山县第
三中学、独山四小、龙里七小等六所中小学，举办
了一系列趣味化学科普活动。

在独山县第三中学的操场上，专家手持颜色指
示剂喷洒在白纸板上，五彩斑斓的字迹瞬间跃然纸
上，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在“酸碱消失术”
的演示中，专家将酸碱溶液混合，原本清晰的字迹
消失得无影无踪，再次引发了孩子们的阵阵欢呼。

在龙里七小，“火龙写字”实验，专家用特殊
溶液在纸上写下隐形的字迹，当纸张遇到火源时，
其他部分迅速燃烧，书写好的字迹如同被火龙勾勒
一般，逐渐显现出来，孩子们纷纷围上前来想要一
探究竟，专家则耐心地解释着背后的化学原理，让
孩子们在惊叹中收获了知识。

此次趣味化学科普活动不仅形式新颖、内容丰
富，且极具互动性和参与性。专家们通过一系列生
动有趣的实验，将抽象的化学原理转化为可视化的
神奇现象，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了
科学知识，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资讯
从教师流动到联合教研，兴仁市探索高中联盟办学

让每一所学校成为优质教育发生地
本报记者 潘国虎

贵州电商职院

“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
挂牌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吴静 袁文芳）近日，“贵
匠工坊”“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在马来西亚拉
曼管理及工艺大学正式揭牌。这是贵州电子商务职
业技术学院落地的第二个“贵匠工坊”海外实体运
营项目，将聚焦文旅融合、创意设计等产业领域，
开展人才联合培养、课程共建、实践基地搭建、赛
事共办及人文交流等合作。

据悉，该产业学院场地已初步落实，为跨国产
教融合提供了坚实支撑，未来将依托标准化空间载
体，系统推进中马双方在文旅创意领域的资源整合
与项目落地，打造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的国际化人
才培养基地。

云岩区第五小学

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潘国虎）近日，贵阳市云岩区第
五小学开展了一系列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学校
法制副校长邓伟警官在升旗仪式上进行了毒品预防
教育主题讲话。他结合实际案例，深入浅出地向全
体师生介绍了毒品的种类、危害以及如何防范毒品
侵害。

该校还联合云岩区水东街道、风信园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贵阳市倍诚社会工作公益服务中
心、水东街道社会工作和志愿者服务站，为五、六
年级的学生们带来《青春无毒 逐梦未来》主题讲
座。讲座中，专业讲师通过生动的图片、视频资料
以及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毒品的危害、常见的毒
品伪装形式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警惕，防范
毒品侵害。

学校还组织了毒品预防教育主题演讲。通过展
览图片、文字、实物模型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了毒
品的历史、种类、危害以及我国在禁毒工作方面取
得的成果。

此次系列禁毒活动的开展，使云岩区第五小学
的全体师生对毒品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效
提高了师生们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营
造了浓厚的校园毒品预防氛围。

德江十三幼园长曾罗男

爱，是打开孩子心扉的钥匙
特约通讯员 陈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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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几辆汽车缓缓驶入黔西南州兴仁市凤凰
中学校园，车上走下来一群带着教案的教师，这是兴仁
市近年来探索高中联盟办学，三所县直高中开展联盟教
研改革的缩影之一。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伊始，一场关乎教育公平与
质量提升的改革正在兴仁市悄然推进，由兴仁市第一中
学、兴仁市凤凰中学和兴仁市民族中学三校整合构建的
高中教育联盟，开启了县域高中“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的破冰之旅，将“共享”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这场以“共享”为抓手的教育供给侧改革，试图打破
县域高中“孤岛式”发展的困境，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县
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路径。

“过去我们学校的优质师资流
失率较高，学校办学前景堪忧，很
多家长在孩子不能录取兴仁一中的
前提下，宁愿送孩子到州内其他民
办高中也不看好兴仁民中，有的家
长把孩子送到民中就读半年或者一
年后就设法把孩子转到了其他学
校。”民族中学校长张志云回忆起
联盟成立前的困境仍心绪难平。这
份焦虑背后，折射出中国县域高中
的普遍困境：优质师资向城区集
中、校际差距拉大、县域教育生态
失衡。

在兴仁市，三所普通高中呈现
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作为省级
示范性高中的兴仁一中，2021年高
考兴仁一中一本上线率24.23%，凤
凰中学一本上线率4.48%，兴仁民
中一本上线率0.69%。

“三所学校相距不足 10公里，
但教师流动几乎为零。”兴仁市教
育局副局长黄国忠坦言，伴随着新
高考改革和省委、省政府提出关于
强县中要求的推动落实，兴仁市高
中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
兴仁市第一中学办学条件逐渐改

善、高考升学率逐年提升，学校声
誉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凤凰中
学、民族中学面临师资短缺、教学
质量提升乏力的困境。此外，家长
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教育
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面对这一现状，兴仁市教育局
经过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决
定推行高中联盟办学模式。这一模
式的提出，基于对教育均衡发展的
深刻理解和迫切需求，兴仁一中作
为县域高中学校的佼佼者，理当担
起牵头重任，联合兴仁民中、凤凰
中学等，共同成立了兴仁市普通高
中教育联盟，为强县中工作开启新
路径的探索。

“我们成立高中联盟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每一所学校都能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资源，让每一个学生都
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成长。”兴
仁一中校长卢玉斌在接受采访时的
话语，道出了兴仁市高中联盟办学
的核心目标——通过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等，打破校际壁垒，推动兴
仁市高中教育的整体提升，促进教
育公平。

翻开联盟工作方案，教师交流
登记表上14名首批流动教师的轨
迹清晰可见。从兴仁一中的省级
骨干教师徐举跨校执教凤凰中学，
到民族中学的青年教师吕娟反向
交流至一中，这种“双向流动”打破
了传统支教帮扶的单向性。“我的
编制保留在原校，但每周有三天在
联盟校授课。”兴仁一中政治老师
潘靓琳表示，这种“带着编制流动”
的模式消除了后顾之忧。

在资源共享方面，联盟采取
了联合排课、教师交流、设施共
享等多种方式。各联盟学校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上报欠缺和富余
的学科教师情况，由领导小组办

公室统筹安排教师交流任教。这
种排课方式，不仅解决了部分学
校师资短缺的问题，还促进了教
师资源的合理流动。

同时，兴仁一中作为牵头学
校，定期选派优质教师到联盟学
校开展教学示范、讲座等活动，
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传
递给其他学校的教师。此外，联
盟学校之间还开展了教师互访、
观摩学习等活动，促进了教师之
间的交流与互动。

联合教研是兴仁市高中联盟
办学的另一大亮点。通过联合教
研，各成员学校之间实现了教学
理念的碰撞、教学方法的交流和

教学成果的共享。每学期，联盟
都会抽派省、州、市骨干教师或
教学名师到联盟学校举办讲座或
上示范课，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还激发了其
他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创造力。除
了名师引领外，联盟还开展了校
际传帮带、联合教研、教学技能
评比和同课异构研讨等活动，在
促进了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的
同时，还提高了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

“我们现在不是三所学校，而
是一个教育共同体。”凤凰中学校
长刘忠阜说道，过去是一校一
品，现在是美美与共。

“园长妈妈，我们幼儿园为什
么到处都是蓝色的呢？”“园长妈
妈，大海是不是也是和我们幼儿园
一样，都是蓝色？”“蓝色是大海的
底色，我们以蓝色为幼儿园主色，
因为蓝色代表着宽容、梦幻、胸
怀、纯净。”一大群孩子正围绕着
曾罗男讨论着铜仁市德江县第十三
幼儿园的办园文化。

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幼儿教师到
省级骨干教师，从一名乡村普通教
师到县城幼儿园园长。曾罗男有的
是对学前教育的钟爱，对孩子那颗
童心的热爱。

曾罗男说“在我大概6-7岁的
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拿着家
里那块小黑板，摆三四个小凳子，
当小老师。初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就
选择了贵阳幼儿师范学校。”

2011年，曾罗男只有18岁，一
个懵懂的女孩通过招考走上教师岗
位。面对孩子的哭闹，曾罗男一度
茫然、苦恼、胆怯。当她把一个哭
闹的小孩抱起来，用一脸的微笑和
善意的目光制止了孩子对幼儿园陌
生环境的恐惧时，她找到了打开孩

子心扉的钥匙，那就是爱心。她在
日记本上记下了她幼儿教育成长的
第一句话：“幼儿教育就是用爱心
去靠近孩子的童心，于是，教育的
初心和使命在这个只有18岁的女孩
心底绘就了爱的底色。”

她一边当着班主任、幼儿园的
园教务主任，还担任了县级层面的
兼职教研员。处处以幼儿为本，不
计较个人得失，特别注重幼儿行为
习惯的养成教育，所带班级具有积

极向上的班风、学风，得到了领
导、家长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看着孩子们从懵懂到自信，
从分离焦虑到快乐入园，这种生命
成长的参与感和价值感，是任何职
业都无法替代的。”曾罗男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说，我们一直关注重视幼儿
个性化发展，对孩子进行个性化培
养，要求教师通过持续观察、学习
故事、作品分析等方式，全面了解

每个孩子的兴趣点、智能优势、发
展节奏、个性特点及潜在需求。

在日常教学中，曾罗男更是不
断大胆探索游戏化教学模式，让孩
子在游戏中感受学习成长的快乐。

作为省级骨干教师，她对新入
职的老师更是特别用心，她经常鼓
励新教师通过承担小型公开课、主
持小教研、参与环创评比等方式，
让新教师在实践中锻炼，让新老师
尽快进入角色，少走弯路，快速成
长。

当谈到德江县第十三幼儿园短
短两年时间从新建到创建市级示范
幼儿园时，她表示，幼儿园从一张
图纸变成市级示范园，可以说是从

“孤独”到“团队”的奋勇冲刺，
靠的是“热爱”的初心和“一定要
成”的信念。面
对全新的团队、
全新的孩子、全
新的环境，在短
短 8 个月不到冲
击市级示范园。
那段时间，大家
完全是以园为家。

“当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为了
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全力以赴时，
所爆发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是无穷
的。”曾罗男内心充满无限感慨。

从教13年来，曾罗男始终保持
一颗热爱幼教事业的初心，踏踏实
实立足于本职工作。她积极参加自
制玩教具、优质课评比等活动，不
断提升自己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获得各类奖项20余次；多次被评
为优秀教育工作者；省市级骨干教
师等荣誉。“教育是一场勇敢的付
出，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自己愿
意做一名有深度、有温度、有宽度
的普普通通教育者，用自身的光，
点亮孩子们的未来。”曾罗男充满
自信地说。

过去各校严防死守的“教学秘
籍”，如今成为联盟共享资源。

当兴仁一中公开十年高考压
轴题题库时，凤凰中学随即回馈自
己的“秘诀”，这种打破藩篱的信
任，源于跨校授课、带徒传艺等行
为量化为学校的发展资本。正如
兴仁一中教师李亚所言：“我们不
再为某所学校‘守城’，而是为整个
兴仁教育‘拓荒’。”这种身份认知
的转变，标志着教师从“单位人”向

“教育人”的深刻蜕变。
这种变革也正在重塑区域教

育生态。2025年高考，兴仁市本科
上线率达77.22%，与2024年相比提
升2.38个百分点，与2023年相比提
升 19.92 个百分点。特控上线率
30.19%，与2024年相比提升2.93个
百分点。兴仁一中2025年高考本
科上线率98.66%，与2024年相比持
续发展良好，与 2023 年相比提升
15.78个百分点；凤凰中学2025年高
考本科上线率96.91%，与2024年相
比提升 13.89个百分点，与2023年
相比提升43.44个百分点；兴仁民中
2025年高考本科上线率60.79%，与
2024年相比提升20.45个百分点，
与 2023 年相比提升 40.39 个百分

点。校际间形成了你追我赶、持续
健康竞争的良好势头，差距越来越
小。

数字背后，是教育生态的深刻
嬗变：在凤凰中学、兴仁民中过去

“招不满”的困境已成历史。2023
年秋季招生，学校首次出现“择校
生”现象。更值得玩味的是，家长
择校咨询中关于“哪个学校更好”
的提问锐减，取而代之的是“孩子
适合哪种教学模式”。“现在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我们不
再需要孟母三迁。”家长代表张女
士的话，成为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
注脚。

尽管兴仁市高中联盟办学取
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仍
面临一些挑战。交流教师在不同
学校间流动时，需要适应不同的教
学环境和学生特点；在联合排课和
资源共享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各学
校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如何合理
分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是联盟
办学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联合
教研活动的组织和实施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何确保活
动的质量和效果、如何持续激发教
师的参与热情，也是联盟办学需要

长期关注的问题。
“教育联盟不是简单的‘1+1=2’，

而是要产生‘核聚变’效应，不仅是
缩小校际差距，更要打造县域高中
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系统，让每所学
校都成为优质教育的发生地。”黄
国忠表示，站在改革三周年的节点
回望，兴仁教育联盟已显现出超出
预期的辐射效应，正朝着更好、更
优、更全的方向深化发展。

这场改革没有惊心动魄的转
折，却以持续的制度创新静水深
流。当教师流动成为常态而非运
动，当教研协同化作本能而非任
务，当学校竞争升华为教育共
生，县域教育便找到了破解困局
的关键密钥。正如黄国忠所说的
那样：“教育本没有围墙，当我们
推开窗，看见的就是整个兴仁的
春天。”

当晨曦再次照亮乌蒙山巅，兴
仁市高中联盟的改革故事仍在续
写。这场始于教育均衡的探索，正
以星火燎原之势，照亮着兴仁学子
的未来之路，当教育回归育人本
质，当改革直面深层矛盾，均衡与
优质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
得益彰的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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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仁一中运动会。

兴仁民中体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