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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富市第一小学立足水富市窗口示
范小学的功能定位，围绕“红心致远”主题，
坚持五育并举，争当“学在水富”品牌建设
排头兵，形成了以优队伍、聚合力、强浸润、
深融合为抓手的办学特色，引领师资专业
化、家校一体化、思政特色化、办学优质化
的发展方向。该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云南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云南省文明校
园、云南省科普教育示范学校、云南省“云
岭先锋·育人红烛”党建工作示范学校、昭
通市“示范性学生艺术团”、昭通市第五批
中小学“书香校园”和水富市“打造‘学在水
富’品牌突出贡献奖”等荣誉。

优队伍
引领师资力量专业化

水富市第一小学坚持以德为首、以能
为基，建强学校领导班子、党员先锋和业
务骨干“三支队伍”，夯实立教之本、汇聚
兴教之源。建强领导班子，全面落实党组
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以党性强、懂教育、
会管理、有威信为标准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培优教师队伍，紧盯党员第一方阵，
通过学、思、研、训、赛相结合的方式做实

“三培养”工作。
近 3年来，该校将 3名骨干教师培养

成党员，13名党员教师获得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名师称号，5 名党员骨干教师
晋升为学校中层干部。目前，全校有 35
名省、市、县级名优教师，占教师总数的
36.46%，其中党员教师占48.57%。该校坚
持走教科室搭台、“支部+教研组”联动、
党员结对帮带、党员示范班引领的优师强
师之路，培养了一支德才兼备的骨干教师
队伍。教师队伍在各类技能竞赛中获奖
30 余人次，在论文评比中获奖 50 余人
次。党员骨干教师送教下乡 20 余人次，
为全市教师上示范课 40 余人次、作讲座
10 余次，有力推动了水富市基础教育高
质量发展。

聚合力
构建家校一体化

水富市第一小学秉持“开门办学”理

念，实施“家校共育”工程，构建了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机制，形成了
同心、同向、同力、同育的“四同”育人格
局。释放内部动能，落实“县管校聘”改革
和教师交流制度，实现了教师全员竞聘上
岗、定期交流。建立健全教师师德考核、
绩效工资考核、评先推优、职称评聘等制
度，打破“大锅饭”、激发“内动力”。

该校致力于家校共育，常态化开展
“家长课堂”“教学开放日”“家长沙龙”
“家庭教育公益大课堂进社区”等活动，
积极构建家校共同体，助力家长科学开
展家庭教育。该校因此被评为昭通市优

秀家长示范学校。同时，该校深入开展
“家校同育”课题研究，落实教师家访、结
对帮扶制度，定期组织亲子运动会、亲子
诵读比赛、研学旅行等活动，提升家校协
同共育能力。此外，该校立足市情教情，
积极拓宽教育阵地、搭建育人平台，联合
相关单位定期开展实践体验活动，让学
生出校门、进社区、入企业。与向家坝水
电站合作开展的“库区娃娃向家坝行”、
与新华书店合作开展的“小小图书管理
员”、与水富市委宣传部和团市委合作开
展的“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深受家长
和社会好评。

强浸润
打造思政特色化

水富市第一小学实施“德育浸润”行
动，着力打造特色思政教育体系。夯实
思政课基础，学校党组织加强对思政课
建设的领导，筑牢思政教育阵地，打造标
准化少先队队室。遴选党员、青年骨干
教师担任中队辅导员和班主任，配齐建
强思政课教师队伍。该校大队辅导员先
后荣获全国、云南省和昭通市“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称号。拓展思政课程，常态化
开展法治教育、禁毒防艾、心理健康教育
等专题讲座，组织学生到城市规划展览

馆、文化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开展唱好水富歌、讲好水富故事等活
动，推动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深度结合。党员教师开展的学生养成教
育课题研究《我们在成长》获得全省教育
科研课题研究二等奖。

该校创新思政活动形式，按照“每周
一重点、每月一主题、每期一专题、每年一
展示”的思路，持续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学习党的二十大、争做
好队员”等主题教育。建校至今，已连续
46 年开展“主题中队会展演”活动，成为
学校的品牌活动。该校大队部先后获得
云南省优秀少先队集体、云南省“红领巾
奖章”四星章、昭通市优秀少先队特色大
队等荣誉。

深融合
提升办学优质化

水富市第一小学坚持“围绕教育抓
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发展思路，破
解“两张皮”问题，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
双融入、双提升。积极推动教研融合，加
快校际均衡发展，牵头组建水富市小学
教研联盟。联盟以优秀教师为引领、以
创建高效课堂为核心，通过开展师资联
培、教研联动、活动联办、学生联考、异校
磨课、打擂比拼“六项活动”，促进了城乡
学校缩小校际差距，实现了教育质量的
同步提升。

近年来，该校组织 6所联盟学校开展
教学研讨活动6次、专题讲座3次，累计培
训教师 300 余人次。全面落实“双减”政
策，强化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

“五项管理”，成立了音乐、体育、美术等
12个社团，并开设劳动实践、科技体育模
型、编程等课后服务特色课程，学生参与
课后服务率达100%。学校学生在书画摄
影、经典诵读、科普等竞赛活动中表现优
异，累计 240 余人次获奖。此外，该校还
荣获全省中小学生征文、绘画、摄影、体
育、科技等竞赛团体奖40余项，有效促进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基础教育优质发展 争当品牌建设排头兵
——水富市第一小学特色教育综述

通讯员 狄廷秀 高明 文/图

舒倩是鲁甸县第二小学的一名教师，
老家位于距鲁甸县城35公里的水磨镇。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还有 3 个弟弟。
父母没有受过教育，小时候家境贫寒，一
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集市上做小生意
来维持，母亲则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务
农。在贫困的日子里，父母将希望寄托在
孩子的身上，期盼他们好好读书，将来出
人头地。

舒倩曾就读于水磨小学、龙树中学，
在多位恩师的教导和启发下，他立志当一
名教师，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原昭通教育
学院。

2004年1月，舒倩到鲁甸县水磨镇岩
头小学担任代课教师。岩头小学距离舒
倩家 20 多公里，交通不便。由于经济拮
据，每到周末，他只能与一同代课的教师
步行回家。他的背包里装的要么是备考
的书籍，要么是全班 40 多个孩子的作业
本。就这样，舒倩一边代课，一边复习。
2005年，他通过全县教师补员考试，被分
配到梭山镇妥乐小学任教。自踏上教育
岗位以来，舒倩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以
优异的教学成绩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
了家长和学生的赞誉。

乡村教育的坚守者
来到偏远的妥乐小学任教，舒倩面对

的是一所条件极其简陋的学校。刚刚修
通的乡村道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
不堪。学校的教室是低矮的土墙房子，墙
壁上布满了孩子们抠出的一个个孔洞，里

面放着用来照明的蜡烛和煤油灯。木头
铺就的楼板，走在上面咚咚作响。那里没
有通电，只有在晚上7时到9时之间，当地
人用柴油机发电提供照明，但电压不稳，
灯光忽明忽暗。吃水更是困难，需要到一
处叫龙井的地方背水，一个竹编背篓承载
着无数次生命之源的运送。村民们排起
长队等候，轮到舒倩时，往往已是夕阳
西下。虽然环境艰苦，但是舒倩从未退
缩，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教学工
作中。他从点滴做起，和孩子们打成一
片，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名教师的坚守
与奉献。

在妥乐小学工作的 10 年里，舒倩担
任小学语文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他用
爱心和耐心关爱每一个学生，用智慧和汗
水去浇灌每一棵幼苗。他深知，教育是改
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始终以学生
为中心，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从未放弃班上的任何一
个学生。当时，由于条件限制，许多读书
的孩子年龄偏大。班上有一个学生，六年
级时已经 15 岁，站起来比舒倩还高出一
个头，因家庭原因打算辍学外出打工。舒
倩知道后，到那位学生的家里，和家长深
入交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读书的重
要性。家长被舒倩深深打动，最终决定让
孩子继续接受教育。看着孩子重返课堂，
舒倩觉得那条崎岖的家访之路充满了意
义，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0年。

在教学中，舒倩注重因材施教，根据
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教

学方案。他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
导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索。班上曾有一
位同学，家里开了一个家电维修店，他对
各种家电很了解，但学习成绩却不理想，
两科加起来还不到 60 分，只得辍学在
家。舒倩了解情况后，多次到他家中家
访，每次都能看到他在专心鼓捣各种电
器。于是，舒倩以电器为切入点，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学
生终于重返课堂。如今，这个孩子就职于
某知名电子厂。回忆起往事，他感慨道：

“当年，如果没有舒老师苦口婆心的劝导，
我的生活肯定和现在截然不同。”在舒倩
的努力下，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显著提升，
许多孩子也因此走出了大山。

教育教学的探索者
2015 年，在全县中青年教师课堂素

养教学大赛中，舒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第
一名。随后，他在全市课赛中再次脱颖而
出，获得二等奖。凭借出色的表现，舒倩
被调入鲁甸县第二小学任教，并继续担任
班主任工作。面对全新的环境，他积极主
动、认真负责，结合具体的教学课题，认真
备课、上课。此外，他还积极参加昭通市
马竹青小学语文研究工作室组织的活动，
在教学与研修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自
我；多次开展示范课，参加各类教学竞赛，
荣获市、县级教学奖项，教学科研能力得
到了显著提升。

在班级管理上，舒倩经常组织班级活
动，并鼓励学生自愿组成小组。活动中，

舒倩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组织能力、创新
思维等优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沟通与分
工的重要性。舒倩还鼓励学生相互学习，
让擅长创意的同学与执行力强的同学搭
档，形成优势互补，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自
主管理和团队合作能力。在他的悉心引导
下，班级逐渐形成了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
良好风气，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屡创佳绩，
成为全校学习的典范。

舒倩特别注重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教
学实践经验。每上完一堂课，他都会认真
回顾教学过程，思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
些地方还有待改进。在教授汉字笔画顺
序时，舒倩发现学生对一些形近字容易混
淆。经过反思，他决定采用分解法，将复
杂的形近字分解成学生熟悉的简单汉字，
再通过“加一加”“换一换”的方法帮助学
生识记，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学生掌握生

字的效率。
在教育教学方面，舒倩善于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鼓励他们勇
于尝试、敢于创新。在他的指导下，学
生们在各类竞赛活动中取得了优异成
绩，学生李紫涵、饶婕妤、雷格参加全县
学生知识竞赛，获学科一等奖，为学校
赢得了荣誉。自参加工作以来，舒倩先
后获得云南省省级“骨干教师”、昭通市

“课改示范教师”、鲁甸县“学科带头
人”、鲁甸县教体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2023 年，舒倩在云南省

“万名校长培训计划”第十期培训中被
评为“优秀学员”。

面对荣誉和成绩，舒倩始终保持谦逊
的态度。他说：“我只是做了一名教师应
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升的
地方。”

舒倩：扎根乡土教育20年
通讯员 牛文炬 文/图

水富市第一小学校园一角。

教师带领学生在劳动基地种菜教师带领学生在劳动基地种菜。。劳动课上劳动课上，，教师给学生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教师给学生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 教师家访教师家访，，辅导学生做作业辅导学生做作业。。

舒倩在批改学生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