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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新城实验小学
是宁津县政府2015年确定
的解决城镇大班额项目。

“今年9月1日，学校就可投
入使用，这也是全县唯一的
一所公办寄宿制学校，设36
个教学班，容纳1620名学生
就读。”该小学校长高俊明
说，学校配备一处集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多
功能体育教学建筑。“一楼
是师生食堂，二楼则变身风
雨操场，同时达到了资源合
理使用。”

其实，宁津县新城实验
小学的建设，只是宁津县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战略的一
个缩影。2014年以来，宁津
县委、县政府把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做为“打基础、抓当

前、蓄实力、谋长远”的战略
举措，将中小学、幼儿园建
设列入民生实事计划，持续
加大教育投入。2016年年
底，按照“满足群众需求、结
合学校现状、规划适度超
前、全面消除旱厕、突出精
准扶贫、关联幼儿园建设”
的工作思路，对2016—2017
年的学校建设任务进行了
调整。

“全县学校建设的这一
年半时间，我们不单单收获
了成果，更凝聚了人心、锻
炼了队伍、享受了过程、提
高了境界。”宁津县教育局
局长杨建华称，如今，全县
城乡学校面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变化，美丽校园工程建
设渐入佳境。

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发
展，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学校
的布局规划多数会进行调整，
杨建华曾对此有些顾虑。“值不
值得改建部分办学点，到底要
不要守住每一阵地。”杨建华
说，本着“全面开花，不舍一校”
的原则，多数办学点基本保留
了下来。

宁津县相衙镇化牛李小学
是精准扶贫学校其中之一。

“2013年3月12日，新校投入使
用，只有一至三年级，在校学生
80名。2016年，学校校园环境发
生了巨大改变。”该小学校长李
兰忠告诉记者，学校操场从之
前的土操场到砖操场再到现在
的塑胶操场，学生的运动兴趣

都被带动了起来。
宁津县时集镇中心小学的

大班额现状和校园环境同样得
到了改善。“塑胶跑道和人工草
坪看起来更美观，校园里的凉
亭成了大家游戏的乐园，下学
期，班级人数还将减少到4 3
人。”该小学五年级二班的陈欣
妍说起学校的变化，很是兴奋。

走在宁津县第一实验小学
的校园里，清风扑面，胜景入
眼，既饱含浓郁深厚的文化，
又洋溢着蓬勃向上的青春气
息。“由SY两个字母以及球体
为核心元素组成的学校标志，
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典雅的
文昌亭，长廊横槛上面镶有孝
道、仁义礼智信文化，涵养孩
子们的心灵。”该小学副校长

逯千红介绍起校园文化，滔滔
不绝。

除此之外，学校实施教师
梯级递进式成长模式的探索，
设定“合格型教师、骨干型教
师、能手型教师、专家型教师”
四个梯次，让个性不同的教师
群体找到各自的发展方向，激
发自身发展的内动力，在原有
基础上有所进步和发展，实现

个性化发展和差异性成长。
“模拟加工促表达”教学方

法的创造者谷月，是该小学四
年级的英语老师，目前处于转
向骨干型教师阶段。“开创个人
特色的教学方式是每一位教师
独有的秘籍，将游戏贯穿到英
语教学中去，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从而达到学习的进步，就是
阶段性成功。”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小学校也有大作为

探索教师梯级递进式成长模式

宁宁津津县县新新城城实实验验小小学学的的教教学学楼楼。。

“今年4月，中心小学新建的教学楼竣工，孩子们每天在
功能齐全的教室里上课，一点也不比城区孩子的就学环境
差。”6月21日，宁津县相衙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孙兰杰笑着告
诉记者，这所农村小学如今旧貌换新颜，校园里的文化雕塑
区，四百米的塑胶跑道，新建的篮球场，成了孩子们放飞自
我的天堂。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得益于宁津县“全
面改薄”工程，在聚焦工程建设和配套的同时，突出绿化和
文化亮点，让学校成为城乡建筑间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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