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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爱心接力
赛，是一份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昭
通广阔的天地间，有一股磅礴而温暖的
力量正在凝聚，有一项希望与关爱的行
动正在传递，这就是教育人才“组团式”
帮扶。

沪滇合作 共促发展

2022 年，来自上海市和云南省内的

111 名优秀教师，带着先进的教育理念、
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
当，来到昭通市开启教育人才“组团式”
帮扶之旅。

黄浦江与金沙江倾情相融，帮扶团
队的教师们跨越万水千山，舍弃优越的
教学环境，克服水土不服、软硬件设施落
后等重重困难，用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
和满腔热忱为昭通教育事业赋能。

教育是什么？在付宗亮的心中，“教
育的本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为了教
人成才。”2022 年 7 月 30 日，北京外国语
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党总
支书记付宗亮接受上海市的选派，来到
盐津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经过详细
的实地调研，他认为对一所学校的管
理，首先应该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本
着守正创新的原则，他确定走“立人教
育”之路，文化为山里学校“铸魂”，课改
为山里学校“培根”，育人为山里学校

“树人”，强基为改变山里学校硬件，筑
梦为山里学生播下希望的种子。经过
一年多的努力，盐津县第三中学做到了

“低进高出”。付宗亮想让更多大山里
的孩子读完高中后继续深造；想让教师
精准教授学生知识，形成职业自觉；想
要校长立足于学校，教师立足于课堂，
在传承知识和文化的同时，更注重对学
生健全人格的塑造。

说不完的帮扶故事，道不尽的帮
扶情怀。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采取校长引
领、中层干部示范、骨干教师实战的方
式，将上海、昆明等地优质学校的先进
的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模式，成功“移
植”到昭通市的 11 所高中。他们竭尽
所能地先后争取资金 1 亿余元，改善学
校的办学条件。

昭阳区帮扶团队协调 1500 万元为
昭阳区北闸中学新建综合楼 1 栋；协
调 340 万元购置希沃智慧黑板 42 块、
平板电脑 60 台、笔记本电脑 16 台；协
调 150 余万元改善信息化教学条件；
协调 70 万元购置风雨操场 LED 显示
屏和音响设备。

鲁甸县帮扶团队协调资金为鲁甸县
崇文高级中学建成 1700平方米图书馆 1
栋、心理咨询教室和计算机教室各 1间、
录播教室2间，配置教学一体机54台。

巧家县帮扶团队协调56万元建设学
校现代教研中心。

镇雄县帮扶团队协调各类资金506.2
万元改善镇雄县职业高级中学办公和实
训条件；协调 342.2万元改造镇雄县以勒
中学厕所和淋浴室，建成学生心理健康
咨询中心1个。

彝良县帮扶团队协调123.5万元改善
彝良县第二中学办学条件，协调103万元
建设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实训室和
资助贫困学生。

盐津县帮扶团队协调784.78万元，在
盐津县第三中学实施项目26项。

大关县帮扶团队协调 900 余万元改
善学校硬件设施和资助贫困学生。

永善县帮扶团队协调东西部协作和
社会帮扶资金等，为永善县溪洛渡高级
中学建设互动直录播教室2间，配置多媒
体设备36套。

帮扶团队来到昭通后迅速转变角
色，主动履行职责，融入学校建设。团队
教师把满腔的教育情怀倾注在这片土地
上，他们为昭通教育事业办了一件又一
件大实事、大好事。两年来，受帮扶学校
无论是在教学硬件配套设施还是在教学
软实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积极创新 人才培养

帮扶团队以“人才培养”为主题，实
施“走出去”开阔视野，用“师徒结对”转
变观念，通过建立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及
受帮扶学校校长、教师到上海、昆明等相
关学校跟岗学习、讲授示范课等方式，催
化受帮扶学校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实现“换挡提速”。

“我希望通过教育帮扶，让鲁甸县崇
文高级中学的教育教学更加多元化，打
造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年轻教师队伍。”
2022年8月，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分管
教学副校长、高级教师郝晓刚从上海市
普陀区来到昭通市鲁甸县，开始了为期 3
年的教育帮扶生涯。他提出定位、本位
和品位“三位”共重的发展理念，充分发
挥帮扶人才资源优势，通过开设专题讲
座对教师进行培训，充分助力和推动各
教研组在组室建设与专业能力方面的提
升。“为鲁甸县教育事业‘输血’与‘造血’
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来到了鲁甸我
就是鲁甸人，我将竭尽全力地为鲁甸的
教育注入新的活力。”郝晓刚说道。他每
天都会走进课堂听老师授课，课余时间
经常走到学生身边和学生交流。郝晓刚
的愿望很简单，他要把鲁甸县崇文高级
中学建成东西部协作、沪滇互助示范学
校，办成学生乐学、教师乐业、社会乐道
的文明学校。

每一所学校的建设、每个项目的落
实、每一个教研成果的展现，都承载着帮
扶团队教师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帮
扶团队在 11所受帮扶学校各成立 1个名
师工作站，建立“青蓝工程”等师带徒机
制，传帮带昭通455名中青年骨干教师。

昭阳区北闸中学成立郝晓刚（上海
帮扶校长）名师工作室，组建校级“定制
式”工作坊14个。

鲁甸县崇文高级中学成立县级名
师工作室 1 个、校级“定制式”工作坊 14
个，并由帮扶教师担任领衔人，辐射 100
余名教师，下沉式指导课堂教学听评课
200余次。

巧家县第二中学以“帮扶团队教师
带研带教”和“沪昆后方名师送课送教”
相结合的方式，组建“合作研修工作坊”，
开展“教师阅读课”“学科教学研讨”等系

列专修活动，全力构建“教师专业发展”
工作框架。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成立教
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机电专业名师培
育工作室，由帮扶人才朱斌和胡绍华两
位老师亲自授课，帮助 15 名公共基础
课教师成功转岗。

盐津县第三中学聚焦“三新”改革，
进行“3+1+2”演练操作，并制定《盐津三
中2022—2025年发展规划》。

大关县第一中学成立课程教材教学
研究中心，组建学科中心教研组 9个，结
对帮带本校教师 42 人。大关县翠华镇
中学建立教师发展中心，组建学科名师
工作室 11个和艺术社团 28个，辐射全县
初高中教师组建学科帮带团队 8 个，共
90人参加。

吴金瑜（上海帮扶校长）在永善县溪
洛渡高级中学牵头设立教师奖励基金，
每年拿出 10万元用于奖励在教学竞赛、
班级管理、教育科研、课程开发等方面取
得优秀成绩的老师。

跨山越海，心手相连。自教育“组团
式”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帮扶团队创建名
师、名校长工作室 76个，组织名校长、名
师等专家人才开展讲座近 180 场次、上
示范课近 1800 场次，与帮扶学校开展同
步教研活动近 170 场次，“师徒制”传帮
带教师 426 人。通过帮扶专家的帮带，
学校教师综合能力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为昭通教育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骨干教
师队伍。

师德铸魂 沪滇样本

“我们到昭通帮教不仅仅是一个过
程，更是一种责任。”2022年 8月 15日，上
海市松江一中化学课骨干教师刘新文、
曹淑玲响应中组部号召，主动向学校请
缨到昭阳区北闸中学开展教育帮扶工
作。刘新文、曹淑玲以“三新”课程改革
和“教学评一体化”为切入点，把新课程
理念植入课件中，向昭阳区北闸中学的
老师作示范，让老师们在教学中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户”。他俩时常和老师们共
同研究，一起打造昭阳区北闸中学的活
力课堂、向上课堂，让学生们轻松上课、
喜欢上课。

像郝晓刚、付宗亮、刘新文、曹淑玲
等帮扶团队教师，他们在昭通，用爱心和
耐心实践着“有教无类、不偏不倚”，他们
用真诚和开朗把“诲人不倦、乐此不疲”
的誓言进行到底。

信念坚定的帮扶团队来到昭通，通
过不断调研、反复研究、认真分析后，将
先进经验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学
生量身打造个性化成长路径，帮助学生

“拉齐”人生起跑线，让优质教育的璀璨
阳光照亮乌蒙大地学子的心灵。

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新建钳工
实训室、维修电工实训室、数控加工仿真
实训室和机电一体化仿真实训室等，在

产教融合上出实招、下功夫，紧跟社会需
要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昭阳区北闸中学构建了文化、音乐、
美术、体育、军事院校和普高职融合的 6
大类高考通道和“1+7”课程育人新模
式。在帮扶团队的引领指导下，受帮
扶学校学生 377 人次获省级及以上奖
励，188 人次获市级奖励，481 人通过职
业教育稳定就业，为乡村振兴贡献了
人才力量。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帮扶团队的
“爱”是一种奉献，是一种责任，更是师德
铸魂的根脉！

帮扶团队帮助受帮扶学校建立或改
革学校规章制度（举措）110项，学校常规
管理进一步规范和精细。

鲁甸县崇文高级中学、镇雄县以勒
中学和大关县第一中学被评为一级三等
完全中学。彝良县第二中学、永善县溪
洛渡高级中学和昭阳区北闸中学被评为
二级一等完全中学。

2023年9月，鲁甸县崇文高级中学被
昭通市委、市政府评为“昭通市教育发展
先进集体”，被鲁甸县委、县政府评为“鲁
甸县十佳学校”，帮扶校长郝晓刚被表彰
为鲁甸县“十佳校长”。

镇雄县职业高级中学在云南省 2023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汽修钣金
喷涂赛项一等奖。

2023年，全市8所受扶普高本科上线
率平均同比提升 2.87 个百分点。其中，
大关县翠华中学较上年提升了 6.63 个
百分点。

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的
开展，是为了让更多大山里的孩子
能够接受优质的教育，是为了让
更多大山里的学校能够发展壮
大。每一所学校的建设、每一
个项目的落实、每一个教研成
果的展现，不仅是一组组数
据和一桩桩实事，更是帮扶
教师们辛勤耕耘、无私奉献
的智慧结晶。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帮扶教师们跨越千里、不
辱使命，为昭通学校的发展
提供科学方案，为教师综合
能力素质的提升搭建平台，
为学生成才提供丰富的知识
滋养。教育“组团式”帮扶，
通过夯实基础教育、提升教
育质量、大力扶智扶志等一
系列举措为昭通教育公平
和均衡发展积极创新，探索
创建了“教育兴昭”的“沪
滇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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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永善县溪洛渡高级中学校长范玉华作学术论坛发言。
图②：帮扶团队教师关注跨学科融合教学探究。
图③：彝良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校长朱斌指导名师培育工作室课程。
图④：鲁甸县崇文高级中学“工作坊”启动仪式。
图⑤：上海市松江区结对学校专家团在镇雄县以勒中学召开“帮扶共

建”座谈会。
图⑥：沪滇共研一堂课。
图⑦：上海专家代表团在昭阳区北闸中学开展工作。
图⑧：上海帮扶教师吴芳兰（左）指导大关县翠华中学青年教师备课。
图⑨：李立军为大关县翠华中学高三年级精英班上培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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