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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新

徽派吊顶、彩绘墙面、温馨提示
语、创意手工饰品……日前，记者来
到睢宁县梁集小学，学生厕所令人眼
前一亮。环绕厕所的，是明亮整洁的
连廊、庭院式绿化、多彩的科普文
化墙。

这是睢宁县推进校园“厕所革命”
的一个缩影。2018年，该县教育局发
文，从基本设施、卫生管理、文化建设
等 5方面明确中小学卫生间管理标准
和要求，启动校园“厕所革命”。睢宁
县教育局局长彭燕在动员会上提出，

“力争通过 3年时间，着力打造安全、
清洁、优美的如厕环境，充分发挥校园
环境的育人功能，让‘有味道’变为‘有
内涵’，以卫生间管理促进学校常规管
理品质提升。”

“基础设施改造是规范卫生间管
理的基础。”睢宁县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朱友平介绍说，根据要求，所有新建教
学楼每层都设有厕所，所有学校都按
照标准设置充足的蹲位、便池、洗手盆
和水龙头，地面与墙壁铺设瓷砖，安装
隔离挡板，粪污实施无害化处理。据
统计，两年多来该县共投入 5000余万
元，新建、改扩建学生卫生间 83个，增
加蹲位5300余个。

2017年，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学校
在全县中小学率先实施卫生间节水改
造工程，安装红外节水感应系统，实现
年节水量 8万余吨。很快，红外节水
感应系统在睢宁全县中小学校普及，
每年节水 260余万吨，节约资金 600
万元。

睢宁教育人认为，学生厕所是学
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学生厕所
从脏乱差的“一角”变成靓丽的“一景”
是“厕所革命”的初级目标，更重要的
是，要让学生厕所有“面子”更有

“里子”。
基于此，睢宁县在推进“厕所革

命”的同时，充分挖掘学校卫生间的育
人功能。各校调动师生参与卫生间管

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师生涂鸦厕
所文化墙，制订如厕规则，创作厕所文
化标语，打造独具特色的厕所主题文
化。“厕所文化设计加入孩子们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就有了鲜活的元素。文
化中有了规则构建，规则中有了文明
自觉，努力实现厕所净化、绿化、美化、
文化、亮化的有机统一。”彭燕说。

睢宁县凌城镇中心小学从环保、
安全、卫生、如厕习惯等入手，以本校
特色“童谣”为载体，引导学生创作“厕
所文化我设计”主题漫画，配上朗朗上

口的童谣，张贴于厕所的隔板和墙壁
上。睢宁县第二小学、双沟镇中心小
学等推行高年级师生轮流值日制度，
指导学生自己动手，做污渍清理、杂物
捡拾、浮尘擦拭等厕所日常清扫与维
护工作，强化卫生间劳动育人价值。

“学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也
是涵养文明习惯的地方。”朱友平说，
从“厕所革命”抓起，他们注重培养学
生的文明习惯、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
节能环保意识。全县各校在积极打造

“一校一特色”卫生间文化的同时，还

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文明健康
发展。如今，睢宁校园“厕所革命”的
成效，不仅体现在卫生间、校园里，还
延伸到家庭和社会中，学生自觉遵守
常规，有序用餐，不乱丢、不乱扔垃圾，
积极参与家务劳动。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睢宁县教育
局还将对全县中小学卫生间实施分类
管理，开展年度评比，加强卫生间人性
化设计，提高卫生间使用便利性，推动
全县校园卫生间全部达到安全、卫生、
环保等要求。

“小厕所”里的“大文明”
■本报记者 王琼 通讯员 李秀江 朱玉洁

近年来，睢宁县持续改造校园厕所，发挥环境育人功能，涵养学生良好习惯——

“没想到 3位老师竟冒着大
雨到乡下来给我送教，他们被雨
水打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我看
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眼
眶也湿润了……”7月 3日是金
湖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送教上
门的日子，记者在该县东南角华
家大庄送教现场读到了小园（化
名）的日记。小园记录的是金湖
特校第二送教小组冒着暴雨、如
约为她送教的事。

3年前，手脚严重残疾的小
园是一个靠游戏打发时间的自
卑孩子。该校送教上门小组了
解情况后，想方设法为她提供帮
助。如今，一开始连阿拉伯数字
都不会写的小园，已完成了全日
制小学三年级全部课程，成长为
一个阳光、好学、自律的奋进女
孩。小园的成长与进步，让送教
小组 3名成员充满了成就感。

金湖特校校长孔维祥告诉
记者，2016年初，金湖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带领特校一线教师
奔赴各乡镇，对 43名因重度残疾
无法入学的学龄残疾少儿家庭
逐一排查、摸底甄别。走访中，
部分教师提议：可否为无法入学
的孩子提供“一对一”送教服务？

说做就做。排查结束后，7
名重度残障儿童成为首批送教
上门服务对象。教师们利用周
末深入特殊儿童家庭，把课堂

“搬”进特殊学生的家里，有的带
着故事书给孩子们讲故事，有的
自备教具、课本教孩子们认简单
的汉字，有的和学生一起玩积
木，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两张床、一张桌子、几条凳
子，房间里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
电……这是金湖特校副校长高
春英第一次去小阳（化名）家送
教时见到的一幕。小阳是一名
重度智障儿童，生活无法自理，

至今仍不能正常说话。他父亲
患有脑瘫，母亲离家出走，全家
靠 84岁的奶奶打理。看见高春
英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并送教
上门，小阳的奶奶热泪盈眶，紧
紧拉着高春英的手说：“感谢你
们，我们家这下子有盼头了！”

回校后，送教小组陷入沉
思：对于小阳这样的孩子和家
庭，送教到底应该送什么？经过
反复思索、讨论，他们制订了“送
康复、送温暖”的“一人一策”方
案。“一方面我们发动组内成员
力所能及地支援小阳家常物品，
帮他们打扫卫生，另一方面积极
寻求社会力量参与援助。”在高
春英看来，送教除了兑现教育精
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
承诺外，还包含着社会责任、政
府形象和人性关爱，“希望我们
的助力能给这个家庭带去希望
和尊严”。

历时 1年的送教上门，为金
湖县推广该项工作积累了宝贵
经验。2017年，金湖特校成功申
报省特殊教育发展工程项目（送
教上门），包括校长在内的 24名
一线教师编成 8个组，承担 25名
残障孩子的上门送教任务。每
逢周末，各组成员在组长带领下
前往残障孩子家中，陪着他们一
起做游戏、训练、学习……孩子
们收获了巨大成长，其中 3人因
康复成效显著，顺利进入金湖特
校，成为能自理的在校生。

据统计，目前金湖县共有适
龄残疾儿童 138人，其中特殊教
育学校在校生 62人，随班就读
66人，学前班 10人，随班就读的
孩子全部在已建成的 10个融合
教育资源中心学习。金湖特校
每周提供 1次送教上门服务，每
次 3 课时，每学年不少于 108
课时。

（上接第 1版）赵建军说，一方面他们深化“主
辅结合式”“问题关注式”等督导模式，另一
方面，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行视导员制度，
规模较大的学校则设立视导机构，加强学校
内部督导，实现督学督导与学校自我督导有
效衔接，增强学校自我诊断、自主改进能力。

章瑾说，以前以为责任督学不过是“走
走形式，做做样子”，但在接受督学并成为视
导员之后，她的看法变了。2019年规范办学
专项督导期间，该校责任督学刘金华巡查后
在“问题整改”中指出，一是三年级个别班级
有作业超标现象，二是三年级个别教师在班
级QQ群公布学生考试成绩，每一条都直指
规范办学的“要害”。章瑾立刻组织校视导
室成员对相关问题开展综合视导，并限期整
改到位，“现在，全校都对责任督学的工作非
常认可”。

“有机制创新，还有务实作为，如今镇江
各个学校都把责任督学当成‘自家人’，我们
开展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了。”赵建军告诉记
者，责任督学主动融入学校日常，指导学校
制订发展规划，监督指导规划实施。各片区
责任督学还依据学校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
服务学校发展需求，指导学校走符合实际的
特色发展、内涵发展道路。

强化结果运用，
力促督导“长牙齿”

提高教育督导权威性和严肃性，必须强
化督导结果的有效运用。作为全国率先实现
国家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的创新县（市、
区），镇江突出教育督导考核结果运用，抓精
准考核、抓督导重点、抓流程优化，提高督导
评估实效。“我们在督政考核分值设置上，将
百分制改为千分制，把辖市区的教育发展差
距放在‘显微镜’下，增强发展的紧迫感、责任
感。”赵建军说。

从2013年起，镇江市细化考核标准、放大
考核分值、优化督导流程，截至目前，建立和完
善了报告、公示、反馈、整改、复查5项制度，每
年将督政考核结果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在每年市“两会”期间，还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
发布教育督导结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教
育的氛围，促进督导结果落地落实。

此外，镇江市将教育民生服务项目纳入
教育督导考核细则，突出对校车公交化覆盖
率、学生购买乘车保险覆盖率、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课后延时服务覆盖
率等民生政策落实的督查，扎实提升教育民生
服务质量。

“我市教育督导在实践中始终做到‘五
个坚持’，即坚持督政督学并举、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按需督导、坚持服务改革、坚持不断
创新。”镇江市教育局局长刘元良说，通过持
续探索，该市已基本形成适合区域教育发展
需要的教育督导工作体系，“督”出了依法治
教的良好氛围，“导”出了教育发展的良性循
环，“评”出了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良好态
势，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稳步提高。

督出高质量 导出
新水平 评出新气象

圆特殊孩子求学梦圆特殊孩子求学梦
■本报记者 许妍 通讯员 陈昌华 杨松

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

“当我们想放弃
时，是学校和老师给了
我们勇气。没有你们
的坚持，就没有孩子的
重生！”“一流的教学使
人终身受益，慈母般的
关怀永生难忘。”近日，
扬州市职业大学电气
与汽车工程学院教师
张雪收到一份特殊快
递，层层拆封之后，看
到被精心包裹起来的
两面锦旗和3封信——
这是该校毕业生张子
翰和家人特意从四川
老家寄给学校的。

2018年 9月 7日，
张子翰因意外重伤昏
迷，生命危在旦夕。电
气与汽车工程学院党
总支书记丁报林和班
主任张雪带着几名热
心同学第一时间赶到
医院，并代表学生家长
签字，争取到了最佳手
术时间。张子翰妈妈
在写给丁报林的信中
回忆了当时心境，“从
您给我们打电话的那
一刻起，我们的心便连
到了一起。当孩子需
要家属签字时，您毫不犹豫地代我们签字，
那需要多大的魄力。等我们从四川赶到扬
州，您和张老师已经熬了一天一夜……”

术后，张子翰昏迷长达月余，其间肺部
感染严重，治疗费用不断攀升，愁云布满这
个家庭。扬州职大想方设法为张子翰筹集
资金，恳请院方全力救治。该校还专门组建
服务团队，师生们来回奔走在学校和医院之
间，给张子翰一家带去安慰。张子翰在信中
动情地说：“3次转院，前后 108天，无微不至
的陪伴和关怀，把我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
没有学校，就没有我的重生！”

身体好转后，张子翰随父母回到老家休
养，疫情期间坚持在线完成全部课程。如
今，张子翰已顺利毕业，带着母校师生的关
怀，走向人生另一个阶段。

■本报通讯员 梁孝梅

魏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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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泗洪通州实验学校，只见校园
风景如画，孩子们在操场上追逐嬉戏，
教师自信地站在讲台上，教室里书声琅
琅……曾经破败陈旧、连体育课都无法
正常开展的薄弱学校，一夜之间“消
失”了。

泗洪通州实验学校位于泗洪县城
乡接合部，原名泗洪县五里江学校，是
一所名副其实的薄弱学校。2018年，
泗洪县政府投资 9000万元，对其异地
重建。 2019年 7月，泗洪县教育局与
南通市通州区教育局签署联合办学协
议，由通州区教育管理团队接手学校
的教育教学管理，通州区育才中学原
校长姚卫新任校长，学校更名为“泗洪
通州实验学校”。

教师群体薄弱、年龄结构不合理，
学科结构失衡，教育教学质量不高，
生源流失严重……虽然硬件条件改善
了，但学校发展依然面临诸多瓶颈和
难题。怎样让这所薄弱学校焕发生命
活力，走上优质发展之路？

“‘以生为本’和‘以师为本’是两个
同等重要的方面，我们在关注学生优质
发展的同时，必须把目光投射到教师的
生命发展上。学校要‘改薄提质’，着眼
点也正是师生的内涵发展和幸福成
长。”姚卫新说。

2019年 10月，该校向县教育局报
送教师招聘计划，计划数 16，其中体育
教师 3人。该县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
员看到后非常诧异，赶紧打电话核实。
原来，该校有 60余名教师，却只有一名
体育教师，导致体育课无法正常开展。

“现有教师超过一半的人要在 3年内退
休，各科教师都偏紧，但优先解决体育
教师紧缺问题是重中之重。”姚卫新
说，体育教师到位后，学校体育活动正
常开展，学生欢快跳跃，校园里充满活
力和笑容。

原先学校有不少学困生，他们上
课无精打采，课后不会做也不肯做作
业，教师们都无可奈何。通州管理团

队接手后，倡导“责任文化”，提出“学
生按时完成作业是一种责任，犹如战
士训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
姚卫新带领教师们一起，加强督促检
查，力促全体学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作业。同时，布置分层作业，对学习确
有困难的学生可予“打折”，但要坚持
自主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该
校学习风气和课堂纪律都变好了，学
生成绩也有了起色。

该校初中部有很多寄宿生，学校开
设了夜自修，教师习惯利用夜自修时间
上课。通州管理团队对此又一次说

“不”。一开始大家不理解：我们的学生
基础差，理解慢，不上课怎么行？姚卫
新态度很坚决，“如果没有夜自修，学生
用什么时间梳理知识、完成作业？夜自
修‘上课’才是‘不行’的原因，这是教师
在以自己的‘勤奋、负责、辛苦’剥夺学
生主动思考的权利”。事实证明，停掉
夜自修上课一个学期后，学生的学习成
绩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有了明显提升，
学习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在姚卫新看来，改变学生的学习
习惯、教师的教学习惯只是起点，要让
教育教学质量达标过关，还必须在课
堂教学中寻求解决路径。他担任育才
中学校长期间组织开发了“悟学课堂”
教学模式，该模式也被迁移并本土化
运用到泗洪通州实验学校。针对学校
师生的现有基础，管理团队对“悟学课
堂”的操作要求进行调整，并组织教师
反复学习研讨。

如今，绝大部分教师都能较好地
运用“课模”上课，学校各类公开课已
实现常态化，教师正由“单打独斗”走
向“抱团发展”。该校一位教师深有
感触地说，这种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
师“主导”角色变为“引导”角色，将

“高效”课堂引向“长效”课堂，在学生
“悟学”的推动下实现教师的“悟教”
和自我成长，从而打造出有效教学

“动车组”。

“洼地”起跳，从教师抓起
——泗洪通州实验学校“改薄提质”记

■本报记者 王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