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学期来临，巫伟杨再次从广东来到

贵州。

在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帮扶后，这名

来自广东省惠东县吉隆中学的历史教师，选

择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第五中

学再续一个学期。“除了教知识，还想为大山

里的孩子播下梦想的种子。”巫伟杨说。

近年来，黔西南州深入实施“教育立州”，

依托东西部协作，与广东省惠州市 122 所学校

进行结对帮扶，互派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在州

内，发挥名校优势，通过“校校结对”，对县城、乡

镇中学进行送教帮扶，不断促进教育公平。

引进来，创新教学模式

开学第一节历史课，巫伟杨带学生们了

解隋朝。

“ 大 运 河 的 开 通 及 意 义 是 本 节 课 的 难

点。”在此前与七年级另外两名历史教师的集

体备课上，巫伟杨提出自己的观点，既要讲清

史实，又要讲明利弊，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是初中历史的教学目标之一。

经过讨论，巫伟杨和备课组将两首对大

运河持不同观点的古诗放入导学案中，供学

生讨论。

“导学案会提前发给学生，让他们做好预

习，课堂上以学生合作探究问题为主。”以导学

案统领课堂，是巫伟杨从吉隆中学带过来的教

学模式。导学案包括学习目标、学习重难点、

合作探究、随堂测验、总结反思等内容，学生根

据教师给定的目标，通过课前自学、课上讨论、

课后练习来掌握知识点。“这样能够充分调动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巫伟杨说。

望谟五中是寄宿制学校，教师和学生同

吃同住，巫伟杨便多了许多在课外和学生交

流的机会。

“老师，广东的大城市是什么样的？”“广

东为什么简称粤？”……在和学生的交流中，

巫伟杨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兴趣点和好奇心，

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班上有个叫罗尚的男孩，身手矫健，能连

续做好几个后空翻，布依歌也唱得好听。“你

以后可以练体育，也可以练跳舞，练好了一样

有前途。”巫伟杨不断鼓励这个学习成绩并不

是很理想的小男孩。在巫伟杨看来，带来新

的教学模式并不是他此次贵州支教行的主要

目的，“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孩子们插上梦想的

翅膀，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飞得更远。”

走出去，开阔教师眼界

和巫伟杨一样，在 1200 多公里外的惠东

县吉隆中学，来自望谟五中的语文教师张仕

业也开启了新学期的教学。

对于这名从教不到 3 年的年轻教师来说，

如何驾驭开放式课堂一直困扰着他。来到吉

隆中学后，他请教了学校指派的“一带一”指

导教师——语文组组长车伟达。

“首先你要充分相信学生，同时课前要预

想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准备好应对方案，还要

提高临场应变能力。”车伟达的指导给了张仕

业信心，之后他便逐渐尝试把课堂交给学生，

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经过去年秋季学期的学习，张仕业逐渐

摸索出一些语文教育的新“门道”。在吉隆中

学，每个学生都有摘抄本，用来摘抄好词好句

和归纳文章主旨，教师会定期进行检查和指

导。“我们望谟五中的学生没有这样的摘抄

本，语文教学比较常规。”张仕业说。重视书

法训练是吉隆中学的另一特色。“每周二下

午，老师会指导学生们练半个小时的书法。”

张仕业又想起他在望谟五中的学生，“这边学

生写字比望谟五中的学生好看很多。”

让张仕业印象最深的是吉隆中学的课题

研究。“由名师牵头，针对本校教学问题进行

研究，将研究成果以公开课的形式分享给全

校教师。”张仕业认为，提高教学质量，需要有

这样的课题研究作为支撑。

近几年，望谟县按照“高中聚集、初中进

城、小学留镇”的思路，不断整合教育资源，提

升教育质量。望谟县第五中学就是由 6 所乡

镇中学整合建立起来的新中学。张仕业坦言，

这样的整合对教师的要求也更高，“到广东学

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教学能力的提高和眼界的

开阔，能够看到差距，也找准了努力的方向。”

“我们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

过跟岗学习，结对帮扶，教师的专业素养得到

很大提升，学校在学生管理和教师考核方面

也有了更多经验。”望谟五中校长陈龙说。

据了解，依托“东西部 教 育 协 作 框 架 协

议”，2021 年，黔西南州选派 75 名教师到惠州

跟岗研修，惠州市选派 80名教师前来进行教学

帮扶，东西部教育协作在黔西南州扎实推进。

重帮扶，推进教育公平

“英语作文对县城学生来说是短板，如何

提高？”“完形填空应该怎么讲？”

每次到册亨县民族中学办讲座，兴义市

第一中学的英语教师张冲总会被问到这些具

体的问题。作为贵州省级一类示范性高中，

兴义一中对口帮扶了册亨县的两所高中。“我

们定期开展送教帮扶，每学期不少于两次。”

张冲介绍，送教时会带着所有学科的老师一

起去。“有时候我们要走了，还有老师追过来，

问能不能把教案发给他们。”张冲说。

兴义一中还针对教育比较薄弱的县开设

兴册班、册望班、普晴班等，让这些地方的学

生也能共享兴义一中的教育资源。

2018 年起开设的兴册班还选调当地 9 名

教师到兴义一中带班跟岗学习。册亨县民族

中学的语文教师黄成娇 2020 年秋季学期来到

兴义一中担任兴册班的班主任。通过参加教

研活动、上公开课、听课等方式，黄成娇的专

业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目

前我们已为册亨县培养了 27 名教师，他们回

去以后很多都成了本校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

头 人 。”兴 义 一 中 组 织 人 事 科 科 长 王 必 盛

介绍。

黔西南州通过“中心校带教学点”“一校带

多点、一校带多校”“强校带弱校、优秀教师带

其他教师”等模式，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逐

步缩小城乡学校差距，不断推进教育公平。

上图为来自广东的教师巫伟杨给望谟五

中的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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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东西协作，与广东
惠州百所学校互派教师交流
学习；通过“校校结对”，对县
城、乡镇中学进行送教帮扶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探索各
种举措，推动优质教育资源
共享，逐步缩小城乡学校差
距，不断推进教育公平。

核心阅读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方式不断创新，古典诗词从文

献与书本中走上荧屏，以生动新颖

的方式走向大众，最近开播的《2022
中国诗词大会》便是其中代表。

古人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古

典诗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重要载

体，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扇窗

口。做好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播，让

古典诗词与时代同行，对赓续文化

根脉、讲好中国故事有重要意义。

古典诗词的生命力穿越时空经

久不衰，其中原因除了文辞韵律之

美，还在于常读常新的文化内涵以

及真切动人的情感体验。这也意味

着，这份共情是助推古诗词传播的

重要入口。《2022 中国诗词大会》选

取的“少年”“出发”等节目主题词，

搭建出一个个思接千载、沟通古今的通道，让古典诗词的美

学内涵走进当代人的审美世界。

古典诗词的感染力不仅来自作品的艺术造诣，还来自

作者的人格魅力和传诵者、演绎者的风采。《2022 中国诗词

大会》既展示诗词创作者的人生，也展示演绎者的故事。节

目邀请的非遗传承人、空军飞行员、缉毒警察、搜救犬训导

员等时代传诵者，用自己的故事诠释古人的诗意、诠释古典

诗词的力量。

当前，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媒体融合的环境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提供更多元的展示路径、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期

待看到更多节目在古典诗词传播与立体沉浸、影像互动等

视听技术的结合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具新意的探

索，让古典诗词走入更多人的视野。

文化传承必须注重与时俱进，如何在内容至上、深挖内

涵的前提下用好传媒技术，准确生动地提炼、展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需要在传播实践中持续探讨的话题。希

望有更多优质的内容、精彩的创意、活化的手段被应用到文

化记忆赓续传播之中，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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