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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旧校”到“美丽校”；
从“薄弱校”到“优质校”；
从“雁南飞”到“雁回归”。

崇阳县乡村学校如何实现
从小到大，从弱到优的嬗变？11
月1日，崇阳县教育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县通过深化教联体建
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
进教育公平，真正让乡村学校资

源配置优起来、校园环境美起
来、教师流动活起来、教学质量
好起来、乡村学校强起来。

乡村教乡村教育的美丽育的美丽嬗嬗变变
——崇阳县加速推进教联体建设实现城乡均衡教育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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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军训

崇阳县教育城

随着崇阳县教联体建设的纵深发展，教联体内
学校办学效益逐步显现，教学质量和办学品位不断
提升，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办学特色。

“通过主校带动、分校熏陶和地方名人效应，孩
子们逐渐养成了热爱阅读的好习惯。”崇阳县第三
小学教联体负责人对记者说，大白分校已经连续两
年在咸宁市诗词大会中获得佳绩，学校阅读经典、
古诗词文化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能够有这样的
成绩既与主校的带动、分校的熏陶有关，也与当地
历来崇文重教、人文渊薮，出过明朝抗寇名将刘景
韶、京剧创始人之一的徽班名伶米应生、武汉大学
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和近现代一批历史名人的名人
效应有关。

记者在大白分校看到，各班都有属于自己的文
化墙，文化墙由班主任信息、班级合照、班名、诗人
简介、口号、古诗和飞花令组成。看似简单的文化
墙，却隐藏了很大的学问，各班学生选取本班最熟
悉的诗人为班级命名，如“李白班”“杜甫班”“贺知
章班”等；诗词文化不仅增强了学生对班级文化的
自信、自豪感，还厚植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

为提高教联体农村分校办学品位，各教联体一
手抓办学质量，一手抓办学特色。“组建实验二小教
联体以来，鹿门铺分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品

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书香餐厅的生日会。”该
县实验二小教联体负责人说。鹿门铺分校学生
80%都是留守儿童，书香餐厅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
方。几千本图书让孩子在书籍中找到了自己的半
亩方塘，窗外的日光云影与文字共徜徉。学校以阅
读的力量让学生的心里有清如许的源泉，以陪伴和
呵护为孩子的生活注入爱的活水。每个月集中一
次的生日会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活动，分享生日蛋
糕、一起吃饭，和家长连线视频，收到老师的小礼
物，甚至有家长不远千里从外地赶回来参加孩子的
生日会。

办学品味增强了乡村学校的吸引力，而办学质
量的提高则赢得了家长的信任。“自从组建大集中
学金塘分校以来，金塘分校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
还是教学软件管理都有了质的飞跃，借助总校资源
优势，带来金塘分校长足发展。”大集中学教联体金
塘分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统计，2021年中考，大集中学金塘分校考
取县重点高中14人；2022年中考，1人考取市重
点高中，17人考取县重点高中；2023年中考，1
人考取市重点高中，18人考取县重点高中。教联
体办学结束了金塘这个边远乡镇20多年无人考
入市重点高中的历史，获得了学生、家长、社会广
泛好评。

“高枧分校作为一所崇阳最偏远的山区学校能
有今天的发展，得益于崇阳新创的教联体教育模
式。”天城中学教联体高枧分校负责人欣慰地对记
者说，“通过以强带弱，带来了高枧分校发展的春
天。”

2022年高枧分校98人参加中考，有4人被市
重点高中录取，34人被县重点高中录取；2023年
88人参加中考，有2人被市重点高中录取，34人被
县重点高中录取。学校注重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23年，在崇阳县第
十六届中学生运动会上,学校田径队荣获乡镇初中
组第一名。加入天城中学教联体后，高枧分校累计
已有800多名学子在家门口享受与城里一样的优
质教育，并从这里启航，走进更高的学府深造，山区
孩子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崇阳县近年来推进教联
体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得到了省教育厅的高度认可，
相关作法在全省作经验交流，目前已有3个教联体
入选省级试点名单、1个教联体入选市级试点名
单。县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该县将持续
深化教联体建设，不断加大优质资源配置力度，完
善教师选派下乡的机制，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赋
能，以教联体建设推动全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再上
新台阶。

E 提升质量品位

为了推进县域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城乡教育
一体化，近年来，崇阳县大力推进教联体建设。采
取“以城带乡”联，依托城区优质初中，联合边远农
村初中，全县共建成4个初中教联体。以城区传
统强校为主校，融合城郊“空心化”学校，全县共建
成8个小学教联体。以乡镇为单元，以中心小学
为主体，实行“1+X”联合单元内小规模学校，全县
共建11个乡镇教联体。教联体建成后，通过加大
投资力度，推进乡村学校改造升级，实现乡村学校
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吃住条件、运动场所全面提

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学校环境，教学设施、食堂餐厅、住宿条件都

有质的变化。”10月23日，崇阳县大集中学教联体
金塘分校负责人指着漂亮的教学楼、宽敞的运动
场高兴地对记者说，“我们分校已完成六室一场升
级改造和建设，分校环境得到进一步美化，校园品
位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崇阳县推进教联体建设以来，共投入
8000多万元用于全面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其中投入3600万元对农村学校校舍进行维修改

造升级；投入2800万元建成28个化生实验室、
36个科学实验室，安装班班通设备480套；投入
800万元，购置图书20万册，音体美卫器材167
万台件套、课桌椅1469套；投入1400万元新建
改建运动场所，新建校园足球场11个，安装各类
体育器材共553件；投入228万元购置食堂设备
和学生热水淋浴设施。美丽的校园、明亮的教室、
干净的食堂、舒适的宿舍、绿草如茵的操场……改
造升级后的乡村学校成为美丽乡村一道道亮丽
的风景。

A 扮美乡村校园

学校要发展，关键在师资。为了推动城区学
校优秀师资流向教联体农村分校，崇阳县出台《关
于选派城区优质师资到农村学校任职任教促进教
联体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建立完善激励机制，
激发管理人员和优秀教师参与选派下乡的内生动
力。

“我父亲曾经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为教育奋
斗了一辈子。”程建立微笑着对记者说，“1990年
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如今，我接过妻子支教的‘接力棒’，自愿来到
高枧，为振兴山区教育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程建立来自教育世家，父亲是一名老校长，妻
子王芳是城区初中的一名语文教师。2017年9
月，在县教育局选派教师下乡任教政策的引领下，
王芳来到天城中学高枧分校任教九年级语文并担
任教导主任。她积极发挥“头雁”作用，把自己的
每一节课都上成公开课、示范课。同时，她借鉴城
区学校先进教学管理经验，开展系列提升教师素

质、打造高效课堂的教科研活动。在同事们的共
同努力下，高枧分校教学质量大幅提升，得到当地
党委政府和广大家长的高度认可，并由此拉开高
枧分校以办学质量引领外流学生回归的序幕。
2021年，王芳回到城区学校，程建立接过妻子交
给的“接力棒”，来到高枧分校任教九年级物理兼
任教导主任，演绎一出夫妻接续奉献山区教育的
动人故事。

选派动员优秀教师到教联体农村分校任教，
不能仅仅依靠情怀，还需要更多的保障和激励机
制。崇阳县用好提拔任用、职称评聘、薪酬待遇、
住房保障等杠杆，撬动城区优秀教师持续向农村
学校良性流动。对参加选派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校
长、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绩效工资倾斜等
方面优先考虑。浪口中学是崇阳县2022年创办
的一所城区初中，首任校长徐辉就是从天城中学
高枧分校选拔调过来的。2018年8月，徐辉由天
城中学政教主任调任该校教联体高枧分校校长。

几年来，徐辉像钉子一样钉在学校，他既是校长，
又是九年级物理老师，还是物理备课组组长。他
一砖一瓦改变学校面貌，一步一步提升办学质量，
一点一点唤回家长的信任。在他的任期内，地处
幕阜山腹地的高枧分校得到长足发展，学校从不
足200人逐步扩增至630多人。鉴于徐辉突出贡
献，2022年8月徐辉被提拔为浪口中学校长。据
统计，近年来，崇阳县在教联体农村分校选派教师
中提拔任用干部15人，57人被优先评聘中、高级
教师技术职务，县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用于向
选派教师进行绩效工资倾斜，全县共建成教师周
转房452套，为选派教师提供了临时性住房保
障。正是这种鲜明的用人导向和健全的激励机
制，激发一大批有志教师积极投身农村学校建功
立业。目前，崇阳县已建成500名城区优秀教师
人才库，每学期选派260名左右的优秀教师到教
联体农村分校任职任教，为农村学校发展注入了
源头活水。

B 增强分校实力

加快教联体建设，积极推进城乡教育一体
化、学校建设标准化、师资配备均衡化、教育资源
数字化，不断提升农村学校、薄弱学校办学质量
和吸引力，是破解县域义务教育“城挤村空”的有
力推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学
生涌进城区，农村学校“空心化”、城区学校大班额
问题十分突出。记者在崇阳县第二实验小学了解
到，该校鹿门铺分校的前身为天城镇鹿门中学，
2009年因生源不足被迫撤销办成鹿门小学，从
2009年至2016年，鹿门小学学生从300多人锐减

至40人，学校生源不足，办学难以为继。而同时
期地处城区中心地段的第二实验小学学生从
1200人猛增至3200人，平均班额超过70人。如
何破解县域内普遍存在的“城挤村空”难题，崇阳
县从深化教联体建设入手，通过实现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最大限度将学生
吸附在当地就读，同时吸引学生回流。据统计，推
进教联体建设以来，崇阳县城区中小学共分流学
生1529人，农村学生回流2478人。凭借推进教
联体建设，崇阳县在全市率先完成城区义务教育
学校大班额化解任务。

“以前，我们山里的孩子背井离乡往城里学校
跑。如今，在自家门口就能享受与城里一样的优
质教育，他们从城里又返回了山里。”崇阳县高枧
乡桃花村二组58岁的村民王宏伟对记者说，“我
侄孙已转入天城中学高枧分校就读初一。这样，
离家近，上学也方便，又不用陪读，一年还可以节
约10000多元开支。”

崇阳县积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相关经验做法曾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
《湖北日报》等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0
多个市州、70多个县市区来崇阳交流学习。

C 破解挤空难题

D 借力信息赋能

创新教育手段，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
深度融合，实现县域教联体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和教育公平，是崇阳县教联体建设的一大特色。崇
阳县坚持改革创新，创立联校网教协同中心，先后
在实验小学和大集中学建设两个线上教联体，构建

“互联网+教育”新常态。
2016年崇阳县按照“协同中心统管，多点直

联中心，1+N专递资源，集团管理运作”的形式，
探索联校网教新模式，主要解决农村薄弱学校

“开不齐课，开不好课”的问题，以实验小学为中
心，投入共6000余万元，完成“三通两平台”建设，
实现网络校校通、班班通、人人通，“联校网教”快
速发展。目前，有14个主讲教室和28所农村学
校对接，在全县选调音乐、美术学科优质师资在主
讲教室专职教学；在全县11个乡镇28所农村薄
弱学校分别建设听课教室，每个听课教室配备1
名辅导教师。网教协同中心根据农村薄弱学校的
需求精准开课。联校网教专递课堂主讲教师可以
向听课教室学生提问，听课教室的学生也可以通
过专门设备向主讲教师展示美术作品，实现了师
生双方的同步互动。在联校网教运行中，协同中
心充分听取农村薄弱学校师生的反馈和评价，不

断改进工作方式，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
合的方法，有效保障了农村薄弱学校开齐开好音
乐、美术等课程。集团化管理运作的方式，推进了
联校网教办学模式持续深化完善，发挥实效。
2018年崇阳县联校网教的做法入选全省教师队
伍建设十大创新事项。

尝到数字化助力城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的甜
头，2023年崇阳县教育局又投入300多万元，在大
集中学打造“双师课堂”。

9月25日，崇阳县教育教学联合体数字化中
心——崇阳县大集中学“双师课堂”正式开课。10
月20日，大集中学教联体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县教育局在该校实施“双师课堂”建设工程，形成

“3+10”即3所城区初中优质师资辐射10所农村初
中运行模式。

“双师课堂”以大集中学为牵头单位，教科处为
协调机构，利用“名师工作室”成员和教联体学校一
起，共同制定课程计划，确保优质课程资源系列
化。协调组织教联体教师，利用“双师课堂”开展常
态化教学教研，促进教联体教学教研能力和教学质
量提升。

记者在大集中学了解到，8月底，崇阳县“3+

10”“双师课堂”的硬件建设完成。同时，县教育局
在大集中学组建了初中英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
治四个“名师工作室”，并在全县范围内遴选出四个

“名师工作室”成员，以各教联体学校名教师、学科
带头人、骨干教师和“名师工作室”成员为主体，以

“双师课堂”为主阵地，在全县13所初中开展联合
教学教研活动。

“双师课堂”结合线上和线下教育优势，增加
互动感，实现师生之间的实时互动。通过实时在
线直播和互动式教学，学生能够获得老师个性化
辅导，提高学习效果。此外，“双师课堂”内容丰富
多样，互动性强，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全县已建立13 所初中“双师
课堂”微信群，便于实时联络，统一行动，保持上课
时间一致。同时，各初中建立“双师课堂”资源库，
及时搜集整理教学资源，形成独具特色的“崇阳好
教案”“崇阳好课件”“崇阳好作业”“崇阳好试题”
等。

目前，大集中学金塘分校、天城中学高枧分校
等10所农村初中4472名学生共享“双师课堂”示
范课。凭借“互联网+教育”新常态，走出一条依托
教育信息化赋能，实现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