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8 日凌晨，在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女
子49公斤级举重比赛中，中国选手侯志慧逆转
翻盘，以总成绩206公斤斩获冠军，并刷新自
己创造的挺举奥运纪录。

8月8日晚上，在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女子59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罗诗芳勇摘金牌，并打破
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奥运纪录。

9 月 1 日晚上，在巴黎残奥会田径项目女
子200米T36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史逸婷以27
秒50的成绩勇夺冠军。

南岭之北，舂陵江畔，作为侯志慧、罗诗芳、
史逸婷的母校，桂阳三中沸腾了。

“希望大家能够永葆家国情怀，坚持不懈、
超越自我，赢得成功，将来为祖国作出贡献！”9
月 1 日，桂阳三中“开学第一课”，学姐侯志
慧、罗诗芳百忙中抽空在线上向学弟学妹发来祝
福视频，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学弟学妹努力拼搏、
实现梦想。

举起的是“冠军”，举起的不只是“冠
军”！

“我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
践行教育家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谨记‘勤严雅’的校训，不断发扬‘冠军
精神’‘三中精神’，着力打造高素质教师队
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桂阳三中党委书记何天宝介绍
桂阳三中“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

春种，秋收，风劲潮涌，桃李芬芳。
现代办学至今，桂阳三中先后培养5万余名

优秀学子，其中不乏文学泰斗、商界精英、政坛
名儒、部队将军等，先后培养输送李萍、侯志慧、
张旺丽、罗诗芳、史逸婷、王佳丽等10名奥运冠
军、世界冠军、亚运冠军和全国冠军，优秀学子
获奥运金牌8枚（含残奥会金牌），国际级金牌
58枚、国家级金牌67枚，打破世界纪录10余次。

近年来，桂阳三中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
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基地、全国贯彻 《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 优秀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全国绿色学校、湖南省文明校园、湖南省
绿色学校创建示范单位、湖南省空军招飞工作
先进单位、湖南省青少年科技活动示范优秀学
校、第四届“郴州青年五四奖章”等100多项
殊荣。

“叮当、叮当、叮当……”
下午5时许，桂阳三中体艺馆的东南角，杠铃掷地的

声音此起彼伏。
“起！”
把50公斤杠铃抓在手中，12岁的初一学生曹贤武

一口气举了三把，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
自2023年寒假被选入桂阳三中进行举重专业训练

以来，小贤武进步神速，举重成绩由最初30公斤提高至
50公斤。

“长大后想当什么？”记者问。
“像学姐侯志慧、罗诗芳一样，也拿奥运冠军！”小贤

武答。
举起、放下、再举起……6 岁的罗钰把铁棍当作杠

铃，不断重复训练同一个动作。
“她是今年暑假从流峰镇中心学校选上来的，小小

年纪很有爆发力，训练中特别能吃苦。”专职教练唐曙光
夸起了小罗钰。

“收腹！挺胸！”
“你们看，墙上这些冠军，哪一个不是吃了很多苦，

霸了很多蛮？她们是你们的榜样，也是你们的目标。”30
多名举重“大力士”一遍遍地练，专职教练李志平从这
头走到那头，一遍遍地指导。

这间再普通不过的举重馆，面积仅130余平方米，却
举起了李萍、侯志慧、罗诗芳等多个“冠军”。

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在何天宝看来，教育家精神
就是躬身报国、言为士则、启智润心、勤学笃行的精
神。“冠军精神”“三中精神”赓续湖湘文化，与教育家
精神一脉相承。“顽强拼搏、自强不息、永争第一、甘于
奉献”，这就是“冠军精神”；“霸得蛮、吃得苦、争第一、
讲奉献”，这就是“三中精神”。

精神，薪火相传。
“前面，‘小猴子’太想赢了，压力太大，举了几把都没

有成功。后面，她放下包袱，拼力一搏，最终实现逆转、卫
冕成功。”回想观看“小猴子”（侯志慧的别称）巴黎奥运比
赛时的情景，侯志慧的启蒙教练李志平说，他当时的心情
犹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2008年，在桂阳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11岁的

侯志慧代表樟市乡中心完小参加了田径4个项目的比
赛。

“每一次全县的重大体育比赛，我们都会去选苗子，
这一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小猴子，身高仅
1.3米，但爆发力很强，且身体协调性很好，觉得是个搞
举重的好苗子。”李志平说。

李志平慧眼识“猴”。
2009年寒假，12岁的侯志慧被选入桂阳三中举重馆

学习。训练期间，她很刻苦，从不偷懒，还自加任务，教练
不得不经常“警告”她不要把任务加得太快。

“大约练了三四个月以后，小猴子就可以举到35公
斤，然后就被选送到省举重中心。2015年，她摘得了世界
青年举重锦标赛冠军。”李志平说。

冠军之路，除了拼搏，还是拼搏。
1999 年至今，李志平作为桂阳三中举重馆专职教

练，为培养一个个冠军倾尽心血，陪伴一个个小“大力
士”的时间比陪伴他自己的孩子还要多。

“这些苗子来了以后，我们不仅要管他们的训练，还
要管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有时候，大家开玩笑地说，我们
是他们的教练，更多是他们的保姆。”唐曙光说。

举起的是“冠军”，立起的是特色。
1999年4月，桂阳县教育局、桂阳三中、桂阳体校三

方联合组建桂阳三中举重馆，旨在通过“体教结合”培养
举重运动员，面向小学、初中生选拔举重特长生。

“我们通过创新体教融合发展机制，拓宽体教融合
领域，丰富体教融合内涵，畅通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
形成独具特色的体教融合‘桂阳模式’。”李志平说。

桂阳县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任顾问，县委副书记
为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
文旅广体局、县教育局、桂阳三中等单位为成员的体教
融合改革领导小组，确保体育设施设备、人员编制、工作
经费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形成了多部门齐抓共管的良
好工作格局。

桂阳三中成立了以书记、校长为组长，分管副校长
为副组长，教务处、年级组、全体体育教师共同参与的工
作小组，定期召开体育工作会议，通报工作情况，
交流工作经验，研究解决问题，有力推动了
体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桂阳三中注重因材施
教，推行五育并举，及早抓好音体美
特长生尤其是举重特长生的选拔
和培养工作，尤其是举重特长生
的培养，坚持走竞技体育精品
路线，高标准打造体育设施平
台、高水平建设体育师资队
伍、高质量落实选才育人理
念，不断打造特色教育品牌。

“对自主招收举重等各类
特长生，由专家、裁判筛选。同
时，学校提供训练场地、训练管
理、食宿管理和大龄学生就读，
教育局安排小龄学生就近就读，体
育局、教育局、体校提供技术指导、
赛事保障等。大家齐心协力，帮特长生
消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让家长放
心。”何天宝说。

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打造体教融合模式，桂阳
三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冠军“摇篮”。

一间普通举重馆，举起了多少“冠军”

她举起的不只是“ ”
——桂阳三中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侧记

□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全媒体记者 陈红军 谭剑

早上 7 时 20 分许，在捷卿楼、学海
楼、培才楼，琅琅书声不时传来，再现了
桂阳三中学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气。

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同学们都把我当作妈妈，我觉得这

是最幸福的事情。”曾伟平说。
学生小霖家庭较贫困，
课堂容易紧张，且紧张后

讲话就吞吞吐吐，影
响了语文学习，成

绩也老是上不去。
高三第一次语文
质检，因为只考
了 90 分，她还
大哭一场。

“ 第 一 ，
要 把 基 础 打
牢，巩固好知
识 点 ； 第 二 ，
要 调 整 心 态
……”曾伟平把

小霖当作自己的女
儿一样看待，跟她交

流谈心，耐心指导其
复习，并为她送上牛奶等

学习生活物品。在曾伟平的帮
助下，小霖的语文成绩提高很快。

高考时，她语文考了131分。

“爱生如子，我们作为老师就应该这
样。也正因为此，学生才能从老师身上收获
更多，老师才能从学生身上收获更多。”曾伟
平表示。

才者，德之资者也；德者，才之帅也。
第一次到学生小胡家里家访时，优秀

教师侯爱花被惊到了，家徒四壁的房间
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墙上却贴满了
奖状。

小胡与爷爷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
难。侯爱花在为小胡慷慨解囊的同时，积
极帮助小胡申请助学金贷款。在侯爱花的
帮助下，小胡如愿考上了大学，后又考上了
研究生。

“他很感恩老师！”侯爱花说，读大学
时，每年暑假，小胡总会跟她带些家里自种
的西瓜、玉米等特产。参加工作后，只要回
桂阳老家，他也一定会跟她打电话，总说要
见老师一面。

以德树人，守望精神高地。
桂阳三中坚持德育引领，突出德育地

位，强化德育功能，创新德育方法，开发德
育资源，构建德育网络，不断提高德育工
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了“重
心下移、严格管理、注重实效、激励评价”
的学校德育工作特色。

与此同时，桂阳三中充分利用国家
发展重大事件、节庆日，开展主题班
会、国旗下讲话、新生军训、德育实践

等活动，厚植师生爱党爱国思想；通过
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希望工
程一元捐”“99公益日”等活动，引导学
生踏踏实实修好品德；通过校园“三节
一会”（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运动
会） 教育引导学生心无旁骛、求知问
学。2024 年上学期，该校共评选校级

“新时代好少年”40 人，300 余名优秀学
生受到表扬。

德高为师，守望精神高地。
桂阳三中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编写下发校本教材 《立德笃行 久久为
功》，开设校纪校规讲堂，编写教师誓
词，组织376名教职工签订《师德师风责
任状》，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以德施教、以
德育德的良好师德师风的氛围。2024年5
月，蒋冠春教师被评为桂阳县“劳动模
范”，并获得了郴州市五一劳动奖章。

“既传播知识，又传授美德。这就是
我们永远不变的情愫。”何天宝说。

又是一年秋收时。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于人民教育

事业，履行教师神圣职责，弘扬教育家精
神……争做‘四有’好老师，‘五育’并举育
新人，为桂阳三中贡献力量，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桂阳三中的校园里，一树树紫薇花，红
艳如火，仿佛听见全体教师那铮铮誓言，红
艳如火！

三栋普通教学楼，孕育了多少情愫

桂阳三中正门不远处，在参天女贞的
掩映下，两栋老旧红砖办公楼古色古香，
沉淀着百年名校的百年师道。

从1楼到2楼，从2楼到1楼，踏着23
个台阶，一个个教师在办公楼和教学楼之
间奔忙着。

好为人师，到底要给学生什么？
“教学生 3 年，想学生 30 年，想国家

民族 300 年。”桂阳三中党委副书记、校
长邓小红感慨地说。

在桂阳三中执教 28 年，邓小红见证
了学校点滴变化，也感受了全体教师铸
魂育人的拳拳之心。

在邓小红看来，桂阳三中有一支不甘
平庸、不怕困难、百折不回、奋发有力的优
秀教师团队，成就了具有生命意义的光辉
事业。

桂阳三中，几经辗转，栉风沐雨，
数易其址，数易其名。

桂阳三中的前身为 1776 年创办的鹿
峰书院，1946 年由名将徐连胜夫人刘淑
卿开始现代办学，1953 年由桂阳县人民
政府接管改为公办，并更名为“桂阳第
三初级中学”，1974年更名为“五七”学
校，1978 年复名为“桂阳三中”并被列
为地县重点完全中学，1998 年被评为湖
南省重点中学，2004 年挂牌为湖南省首
批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有师才，更要有师器。
名师引领，促进教学。
曾伟平高中语文名师网络工作室致

力高中语文资源开发，推动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积极开展线下送教活动，打造青年
教师成长平台，将全省 7 个市州的众多青

年教师培养成为了名师。
“我们录制的语文必修课的 9 个课

件、33 节视频课，深受青年教师的喜
爱。现在，还经常有青年教师打电话问
我，在哪里能找到这些资源。”曾伟平
说。

作为桂阳三中高三语文教师，在三
尺讲台躬耕 23 年，曾伟平积累了丰富的
教学经验。她不仅注重集体备课，还结
合新课改的教学模式，深入研究、创新
改进，做好二次备课。同时，曾伟平还
注重课堂效率，针对学生有不同的思
考，她允许学生随时发表意见，让问题
在课堂上暴露出来，并且注重课后辅
导，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

青蓝结对，共育花开。
“要不是有师父陈旭的指导，我不可能

成长这么快！”青年教师彭建波深有感触地
说。

彭建波记得，师徒结对第二天，在
全程听完徒弟的讲课后，师父陈旭及时
帮他找出了症结，说他讲课语速太快，
学生很难听懂，以致课堂效率不高。

50岁的陈旭执教高中数学23年，其中
当了19年的班主任，练就了“养成教育”

“一题多变”“一题多解”等教学“秘笈”。
桂阳三中制定了《桂阳三中“青蓝工

程”师徒结对实施方案》，组织专人检查落
实师徒日常的研讨与交流，举行新晋教师
汇报课大赛，持续推进“青蓝工程”，充分
发挥“传帮带”作用。

优胜者上，自加压力。
“我们老人家没用了！”“我们老人家

没人管了！”前不久，桂阳三中高三教师

群炸开了锅，个别教了多届高三的骨干
老教师被调整而发起了牢骚。

每年，桂阳三中要对高三教师实行
动态调整，凡学生测评满意率达不到50%
以上的要调整，教学创新不够的也要调
整，倒逼整个教师团队更加用心用情教
学。

“像这届高三，55 岁以上老教师有 8
人落聘，哭的闹的也有。为什么？没面
子嘛！”何天宝说。

强国必须强校，强校必须强师。
桂阳三中狠抓常规管理，实行教学常规

检查“一月一查一通报”制度和领导推门听
课制度，坚持集体备课制度，推行师生同
考制度。

与此同时，狠抓实校本教研，重视课
题研究和校本课程开发。2022年度有3个
省级课题成功立项，2023年度有两个市级
规划课题成功立项，教师的课件、试题统
一保存到教研室形成电子化数据共享。

桂阳三中狠抓教学质量，采用分层
布置作业，设置答疑课，抓好考试后进
行“评教评学”活动，实行教师刚性坐
班，年轻教师每周至少坐班4天晚自习。

“有目标、有计划、有落实、有督
导、有反思，以教学管理的精细化和制
度化铸就一流办学质量。”邓小红深有体
会地说。

尊其师，胜其道。担当、坚守、奉献、
乐观……一辈辈优秀教师练就了源远流
长的师道。

目前，桂阳三中共有在职在岗教职工
381人，其中特级教师3人，正高级教师3
人，高级教师106人，一级教师104人。

两栋老旧办公楼，沉淀了多少师道

高三年级入楼仪式高三年级入楼仪式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冠军精神冠军精神””进校园进校园

桂阳三中党委书记何天宝桂阳三中党委书记何天宝 （（左三左三）），，党委副书党委副书
记记、、校长邓小红校长邓小红（（左五左五））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到学生家进行家访

桂
阳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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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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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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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门

桂阳三中冠军举重馆桂阳三中冠军举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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