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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现在点开这个测评小游戏，
用手势选择‘是’或者‘否’就行。”9月1日下
午3点，垫江县桂北小学，六年级3班班主
任欧银容打开讲台前的“班班通”电子课件，
引导学生用平板电脑进行性格类型测评。

“有了信息技术的加持，不仅丰富了教
师的教学内容、手段，还可以科学地对学生
进行测评，这样更有利于个性化教学。”欧
银容说。

桂北小学前身为桂溪镇红光村小。
2014年之前，红光村小只办有3个教学班，
是一所典型的乡村小学。2016年，从红光
村小改扩建而来的桂北小学把智慧校园作
为办学特色深入打造。

桂北小学校长李源介绍，近年来，当地
已投入200余万元，在桂北小学建设应用
集成平台、教育数据中心等，打造教学的主
阵地——智慧课堂。目前，该校已经建成
了17个智慧班级，学生可以在课前和课后
利用智慧课堂进行自主预习和复习巩固，
教师可以给学生推送重庆和全国各地的名
师录制的精品课程。

“智慧课堂让我们开阔了眼界。”该校

四年级3班学生陈晨说。
桂北小学并非个例，在璧山区御湖小

学的体育课堂上，“AI体育教学助教”系统
让学生们耳目一新。在课堂上，学生立定
跳远、跳绳等活动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它尽
收眼底，这位“助教”，不仅能准确报出学生
的成绩，还能随时纠正学生错误动作，并将
相关数据自动录入学校的数据库，让老师
对每个孩子的体质发展情况了然于胸。“这
样方便我们给予学生个性化的指导。”该校
体育教师这样说。

校园越来越智慧
师生感受数字化魅力

10年巨变 乡村学校向美而生
□本报记者 李志峰

一提到乡村学校，或许你脑海里会浮现出破旧的
校舍、昏暗的教室、简陋的设施……事实上，现在的
乡村学校早已不是曾经的模样。

一幢幢新建、改扩建的教学楼，一间间设
备齐全的功能室，一份份菜品丰富的营养午
餐……乡村学校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无数乡村学校也经历了一次次向
美而生的蝶变。

与 10年前的乡村学校相比，
如今的乡村学校在硬件、软件、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质
量上已历经蜕变。在第 39
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本报
记者走访了部分区县的
乡村学校。请跟随记
者的笔墨，一同感受
乡村教师和学生娃
的喜悦和幸福。

“同学们，一个一个来，不够的可以加饭
菜，但是不能浪费哟。”9月4日中午，黔江区
沙坝镇中心校食堂，该校1500余名幼儿园
和中小学生开始错峰用餐，负责打饭菜的
阿姨周文素向排队的学生招呼道。

饭菜喷香，看着诱人。一荤两素
一汤，分别是胡萝卜和豆腐干炒肉、
炒土豆丝、炒莲白，还有一个番茄
鸡蛋汤。

在食堂入口墙壁的小黑板
上，张贴着本周的食谱，一目了
然。“国家给寄宿制学生每天5
元钱的补助改善伙食，学生自
己花1元钱，学校每天搭配不同
的营养午餐，把每一分钱都吃进
学生的肚子里，吃得健康、吃得
营养。”黔江区沙坝镇中心校校长
周大华说。

走进学校的学生宿舍，每一间
宿舍配有一个卫生间，里面安装了空

气能热水器，随时都可以洗上热水澡。

宿舍里共有8个床位，上面整齐地铺着格子
被套。洗脸盆、漱口杯、热水瓶等在阳台洗
漱台上摆放有序。

“我们学校是全区寄宿制学生最多的乡
村学校。”周大华称，该校有900多名住宿
生，其中近500人是留守儿童，年龄小的只
有11岁，大的有十五六岁。

“过去，学校住宿条件有限，学生都挤在
大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冬天冷的时候只有
通过跑步来暖和身子。学校也没有专门的
食堂，那时候也没有营养改善计划政策，学
生营养得不到保证，初三学生走出去经常被
认为是小学生。”周大华说。

从2006年以来，该校先后建起了标准
化的学生宿舍、食堂、塑胶运动场，以及计
算机网络教室、图书阅览室、国家二类标准
的理化生实验室和科学实验室。2020年，
爱心企业还援建了一栋科普楼，学校便增
设了科技活动室、美术教室、智慧书法室、
录播室、音乐教室、标准化拳击馆等功能
室。

“学校的饭菜特别香，也有很多活动项
目，住校生活很充实。”八年级1班女生帅诗
杨说，她家住在离学校十二三公里远的石桥
村，上初中之前，父母一直担心她营养不够，
长不高。没想到，一学年以后，她长了接近
10厘米。

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这里的学生宿舍随时可洗热水澡

“同学们，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就来做除
草、松土、杀虫、施肥的活儿！”

“要得！”
9月1日上午10点，南川区马嘴实验

学校，六年级的十几位学生在劳技老师
王武的带领下，走进学校的“百草堂”上劳
动课。

马嘴实验学校位于金佛山东麓，是一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现有212名学生，大部分
是附近山村的孩子。

“乡村教育离不开乡土底色，乡村
学校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马嘴实验
学校校长刘霞称，在几代马嘴教育人
的努力下，学校意识到，基于地域优
势，在内涵建设上下功夫，发展自己
的特色，是一所乡村学校可行的道
路。

金佛山是野生药物的天然宝
库，据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考
证，山上有 5000 多种药用植
物。学生们上学的路上，时不
时可见一些野生中草药。

“把这些植物资源引入
到 校 本 课 程 里 面 。”从
2015年开始，该校组织
老 师 编 写 校 本 读 本

《小小李时珍》，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老
师还带领学生到附近山坡收集野生中药
材标本。

后来，学校干脆开辟了2亩地，取名“百
草堂”，把收集到的200多种中药材植物种
植在里面，作为劳动实践基地，让学生参与
体验和学习。

如今，依托《小小李时珍》读本，该校
已开发中草药初识、食药两用等 21个活
动单元、共计 160 个学时的校本课程内
容，每周 3—7 年级的学生至少到“百草
堂”劳动一次。在春种、夏管、秋收、冬藏
中，学生们慢慢对中草药知识有了更多了
解，不少学生还成为中医药爱好者。该校
也于2021、2022年先后获批为区级、市级
科普基地。

“考大学时，我想报考中医药专业，成为
一名中医药文化的推广者和传承人。”该校
九年级2班学生韦心豫说。

近年来，围绕地域文化、生存体验、素质
拓展、科学实践、专题教育等五大模块，重庆
各地的乡村学校纷纷打造了一批极具地方
特色的课程。

丰都县最边远的农村完小暨龙镇回龙
完小，从2013年开始，开展少数民族民俗
文化进校园活动。如今，在学校大课间活

动时，学生们的土家族摆手舞、黎族竹竿
舞、板凳舞等民族舞蹈成为校园一道亮丽
的风景。

万州在全区学校引入万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川东竹琴、甘宁唢呐等，提供近百
种不同的课程体验；荣昌以非遗文化为特
色，全区200多所学校形成了以荣昌陶、荣
昌夏布、荣昌折扇等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实践
教育课程体系……

“在‘双减’政策下，这些富有地方特色
的课程体系，既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优化学
生学业评价体系，也能增强学生体质，一举
多得。”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

地方特色课程越来越多彩
这所学校的学生成了中医药文化的爱好者

画外音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义务教育薄
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程，不断加强
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
设，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截
至目前，学校标准化建设达标率已提高
至 87%，其中生均校地达标率 91.36%，生
均校舍达标率 97.64%，生均运动场馆达
标率 87.6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我市深入
实施重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前教
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共惠及66.2万名中
小学生和9.9万名幼儿。

“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推动实施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计划
在2023-2025年优化完善79所乡村寄宿制
学校办学条件；计划投入资金1.5亿元，改
扩建校舍 4.4 万平方米、运动场 11 万平方
米，购置设施设备 0.35 万台/套/件。”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说。

画外音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的基
础教育把重心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
场景中去谋划，置身新时代新征程新重
庆建设中去部署，围绕更加公平、更加优
质、更可持续的发展主题，学前教育在优
质普惠上着力，义务教育在优质均衡上
发力，普通高中在优质特色上用力，让老
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教育的公平和质
量，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上实现更大
突破。

画外音

近年来，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
数字化建设，智慧元素在校园里随处可
见。今年7月初召开的全市教育系统推进
数字重庆建设工作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当
前，我市各区县基本建成教育城域网，全市
学校“宽带网络校校通”开通率达100%，网
络带宽全部达到 100M 以上。全市中小学
累计建成多媒体教室 9.78 万间，拥有多媒
体教室的学校占比达100%。

9 月 1 日，南
川区马嘴实验学
校，一学生正给名
贵的中草药铁皮
石斛松土施肥。

9 月 1 日，垫
江县桂北小学，学
生们正熟练地运
用平板电脑查找
相关资料，完成老
师布置的课堂作
业。

9 月 1 日，垫
江县桂北小学，作
为“智慧教育”的
一部分，新进入国
旗班的同学正在
进行严格的升旗
训练。

9月4日，
美丽的黔江区
沙坝镇中心校
全貌。

9月4日，
黔 江 区 沙 坝
镇中心校，学
生们在标准化
拳击馆里进行
一 对 一 的 拳
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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