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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举措建向善校园，育向善少年 

——“四川省教科院、成都名校”智力支持昭觉县大坝乡中心校特色

示范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凉山

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教函〔2020〕375 号)部署，2020年 9 月 24 日至 26日，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论坛》编辑部、职成所和都江堰市灌州小学、成

都市成华实验小学组织带领相关人员赴昭觉开展帮扶活动。 

守初心，文化建构得到高度认可 

在帮扶工作开始的这三个月时间里，编辑部积极同各方联系，多次

召开工作会，根据调研情况，针对学校实际，提出了“向上向善，向美

向好”的学校精神，系统建构了学校“向善”文化建设方案。在“十四

五”期间，将以改革为动力，建设向善校园，构建向善课程，塑造向善

教师，培育向善家长，培养向善学生，推动学校向善教育特色示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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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研讨会上，昭觉县四开片区教办主任吉史木呷感谢大家长期

以来的帮助，表示县委县政府领导对大坝乡中心校的文化建设方案十分

认同，尤其是对“向上向善”的提法高度认可，希望中心校能在这种文

化理念引领下，把学校建设得更好。大坝乡中心校拉马日夫校长谈到，

编辑部是根据学校的特色制定的文化建设方案，非常符合学校的民族特

色，希望接下来，能够在“善”的理念指导下，继续进行学校的物质文

化环境打造。 

担使命，制度建设带动质量发展 

《教育科学论坛》崔勇主编、都江堰市灌州小学马长俊校长、成都

市成华实验小学张家明校长等与大坝乡中心校的校级领导、中层干部、

顶岗教师及其带队老师分别召开了座谈会，深入探讨研究学校具体情况，

把脉问题，一一诊断，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积极谋划发展思路与方法。 

经过研讨，工作组认为，大坝乡中心校作为四开片区的一所优秀学

校，应进一步做到“有质量，能发展；有特色，能示范”，因此，在未

来的三年里，建议学校围绕七个重点推进工作：学校党建和班子建设、

办学理念与学校文化建设、制度建设、教学常规管理、师资队伍建设、

家校教育新模式、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为保障各项工作的协同推进，

工作组将针对学校的实际需求，协助学校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十二个方

面：学校的章程、党建和团队建设制度、会议管理制度、教学常规管理

制度、校本教研和培训制度、学校德育工作管理制度、安全卫生管理制

度、艺体工作管理制度、学校职工出勤管理制度、后勤管理制度、学校

质量考核绩效考核制度、顶岗教师管理制度。 

找差距，课堂教学提升育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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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市灌州小学、成都市成华实验小学的四位优秀教师深入课堂

听课，搜集查看了各个年级教师的教案，查阅了学生的作业本、期末试

卷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通过与语文、数学两个学科的骨干教师

座谈，了解到教师的实际问题和学校的教学情况，找到了工作中的问题，

梳理出了今后学科教学帮扶工作的重点，为后续进一步激发学校教育教

学活力提供了有力保障。 

抓落实，活动花絮传递和谐友爱 

这次帮扶的重点在于具体落实省教科院“五个一”的工作要求，为

了抢抓时间高效率推进工作，大家纷纷克服长途跋涉的疲惫和身体不适，

一共召开了 7 场会议，听了 4节课，同时，为学校捐赠了一批实用的教

学装备和图书资料，学校参加研讨活动的老师有 60 余人次。 

这次活动为学校现阶段发展中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了良方，为今后的

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这样的效果，得益于工作组前期的精心准备，

多方了解学校需求，也得益于后期的持续跟进。接下来，我们将以专题

方案的形式报告此次活动的情况，积极为省教科院帮扶工作决策服务。 

未来，我们还需要在大坝乡中心校的扶智扶志上继续精准发力、久

久为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使“教育公平”这一崇高

理念在大坝乡落地生根，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