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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勠力同心答好力同心答好““九问九问””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教师。全市高质量教育发展大会召开之后，全市广大教师对标“九问”剖析自我、反复深思、明晰方向，誓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新时代“四有”好教师，为树立高质量教育“高邮品牌”坚守初心、安于岗位、勤于奉献，用敬业和精业书写高邮高质量教育的崭新篇章——

坚守育人初心 争当“四有”好教师

扬州高邮两级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的
胜利召开，让我们一线教师倍感振奋、倍增
信心。作为基层学校，我们第一小学教育集
团自觉把市委市政府“四个优先”的决策部
署和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迫切需求，化
作自身工作追求，多措并举，竭力打造名校、
培育名师，全身心做好新时代高品质高邮教
育。

创新“三级教研”，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课
堂，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阵地。为了提升教师
的课堂教学能力，我校创新设立“三级教研”体
系，即开设组内教研课、骨干展示课、名师引领
课，在多个不同层面的交流合作展示中，分享
教学经验和教育资源，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
同提升，促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推动
教育教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锻造“三大工程”，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强

基工程”对年轻老师的三字一话等基本功进行
强化训练，以促使年轻老师快速站稳讲台；“青
蓝工程”让有经验、有能力的骨干教师带徒，充
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名师领航工
程，通过校内名师工作室等活动的开展，引领
教师走专业发展之路。

锤炼“三维研训”，提升教师研究能力。“三
维研训”包括校内各类专题培训、“走出去，
请进来”的与大师面对面对话交流培训，还有
打破时空、区域的各类网络培训。借助三维
立体的研训活动，开阔教师视野，让老师们了
解最前沿的教育教学理论，提升教师的研究
能力。

开展“三类读书”，提升教师综合素养。一
个好老师，总会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把自己活
成一束光，照亮他人。教师这样的职业，需要
永葆学习的热情，为了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
学校开设了三类读书会，即校长读书会、中层
干部读书会、青年教师读书会，通过读书沙龙、
读书演讲、好书推荐等形式，实现交流碰撞、内
化提升教师文化素养。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教师的专业
化发展。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借助三级教研、
三类读书、三大工程和三维培训，通过给教
师引路子、搭台子、架梯子、压担子，培育教
师的教育情怀、挖掘教师的发展潜力、激发
教师的钻研热情，全力打造一支“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师资队伍，为高邮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增色
添彩！

多措并举育“四有”品质发展迎东风
高邮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扬州市特级教师 邵龙霞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在全
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委书记张利连发
的“九问”催人奋进。工作室要继续扎实做好
研修过程，阅读与作文携手，示范与讲座同行，
知识与素养共生，城乡联盟，送课到校，为高邮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出自己的一份力。

阅读观摩蓄实力。专业阅读是名师成长
的源头活水。工作室每学期都有读书清单，定
期进行读书报告会，不定期地开展“阅读沙
龙”，倡导个人阅读与团队分享相结合。积极
组织成员参加省市的语文活动，并将活动会议
的链接，分享在微信群，做到全员培训学习。
学期考核时，每人提交好三个一：一堂公开课、
一个教学反思、一篇论文，用“青蓝工程”进行
组内的师徒结对，让年轻教师轮流分片上课，
打磨并夯实他们的教学基本功。

专题活动有合力。随着语文新课标的颁
布，将进一步聚焦课堂，探索教学新策略。工
作室每年至少举行10次专题活动，陈媛媛、徐
桂平等名师率先上示范课，做到以课为媒，以
研促学。更宝贵的是，我们还与小学语文的郑
春工作室、邵龙霞工作室就中小学语文教学的
衔接进行思考与教学研讨，同时还与扬州、镇
江等地的语文工作室就“整本书阅读策略”“情
境化的个性写作”等开展联盟活动。专家领
航，层层培训，邀请了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
教学》的张蕾主编、扬州语文教研员王伟主任、
省特级教师陈玲玲等开设学术讲座，为建设高
品质课堂增添新动力。

集智研修显张力。行者常至，为者常成。
名师个人成长呈现“小荷已露尖尖角”的蓬勃
之势。工作室现有扬州市特级教师4人，扬州
市学科带头人7 人，扬州市中青年骨干8人。
2022年乔淼老师在江苏省语文教学课堂竞赛
中，荣获一等奖的第一名，这是近十几年来高
邮初中语文竞赛未有的佳绩；外国语学校的赵
桂珠老师个人专业成长最突出，她多次荣获扬
州市教育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名，她领衔的

“四季风”文学社获得全国“百佳文学社团”。
像这样能吃苦、耐得寂寞的研究型老师，就是
身边的榜样，引领着后浪们茁壮成长。将来工
作室会在“课题研究的深度”“核心期刊发表的
高度”“青年教师成长的广度”上下功夫，在工
作室的这片沃土上，我们将不负韶华，拔节成
长，共同创造高邮教育突飞猛进的明天。

心有所向 脚步自铿锵
高邮市初中语文臧芳工作室

在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市委
书记张利连发的“九问”如同九支利箭，箭
箭射中教育的靶心，引人深思，催人奋
进。作为“高中名师工程”成员，我理应率
先“接问”、主动“思问”、积极“解问”，在

“此身”“此时”“此地”上沉思过往、新造
现实、力拓未来，以正确的响应方式促进
破解当前的教育难题，进而助力实现“秦
邮优教”目标。

此身：不旁骛。在享有“名师”称号的
同时，我要时刻提醒自己安于岗位、专心从
教。正如梁启超曾对教育名师所呼吁的

“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
事均非所计”，一要保持身份定位，因为“名
师”身份的取得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二要
保持教育定力，做到排除外部干扰与精神

内耗。在此基础上，以自身的修养和学养
为平衡，把自身的工作质态放在岗位建功、
教书育人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从而做出
推动教育发展、维护教育大业的承诺与选
择。

此时：不松懈。目前高中教育的棘手
问题主要是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培养高层
次拔尖学生、建设后备骨干教师队伍等，
地区之间、高中学校之间的竞争也主要体
现在这三个方面。竞争形势已经容不得
我们有片刻的松懈，我们要增强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以及责无旁贷的责任感：一要
不断积淀教育思想，“秉纲而目自张”，用
思想的力量探寻解决复杂性问题的简易
路径；二要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善治病
者，必医其受病之处”，用教学的精准度破
除学科教学的症结，从而为破解三个棘手
问题贡献智慧与力量。

此地：不无为。高中教育作为全市教
育的终端，要出色地答好全市人民瞩目、心
系的考卷。毋庸置疑，我们是考卷的主答
者。杜威说：“人类骨子里最根源的驱动力
就是希望自己具有重要性。”我们“希望自
己有重要性”，根本上取决于“奉献”二字，
因为只有奉献才是“最根源的驱动力”，也
才是最持久的驱动力。我们奉献的最大对
象是“此地”的学生与青年教师，一要拥有

“不经意的仁慈”，俯就奉献对象的认知与
能力；二要传授“长期习得的宝藏”，促进奉
献对象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三此”答“九问”
江苏省教学名师、扬州市特级教师、高邮中学教师 郭斌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有幸参加扬州
市与高邮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既
是一种幸运更是一份责任，张利书记的

“九问”是对高邮教育的深刻剖析与设
问，引发广大教育工作者思考与学习，在
反复学习大会精神基础上，我努力成为
下面三个方面的“大先生”。

坚守初心，做立德树人的“大先生”。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作为“苏
教名家”培养对象，要有家国情怀，要
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需要出
发，努力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
题, 要关心关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
坚守教育初心，践行“育人的根本在于
立德”的教育情怀，重视自身修为，严

于律己，努力使自己成为区域师德的
表率。

勇于探索，做教学创新的“大先生”。
要勇于实践，善于思考，敢于创新。要结
合自己的学科教学，研究专长等凝练自
己的教学主张，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与
教育理念。要通过课堂教学、课题研究、
项目建设等载体来实践并检验、完善自
己的教学主张。要有为了自己教育教学
理念的坚持与执着的毅力，就像我省的
李吉林、李庾南老师一样，一辈子坚持自
己的教学理想，一辈子坚持教学实践。
要立足课堂、学校、区域，在乡村教育振
兴、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邮城名师”
的智慧与方案。

甘为人梯，做示范引领的“大先生”。
要成为课堂教学的示范，区域引领的典
范。要通过建立名师工作室、“四有”好教
师团队、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等研修组
织，借助网络与大数据等平台，开展线上
与线下的研修活动，通过榜样与典型示范
激发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热情，通过任务
驱动、活动推动、比赛促动等来引领与提
升他们的学科素养，要为区域教育教学提
升，区域学科教研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将向教育教学实践学习，不忘教
育初心，通过自身实践探寻“九问”的
解决之道，争做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大
先生”。

争做新时代的“大先生”
江苏省特级教师、高邮市车逻镇初级中学教师 陆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