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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沃土结硕果 教育惠民谱新篇
———闽侯县教育发展事业综述

姻记者 李煜晗
出台 《闽侯县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实施 6 大攻
坚行动 29 项举措；谋划实施教育
项目 53 个，总投资 65 . 43 亿元；全
县省级名优骨干教师 20 人，市级
296 人……一组组亮眼数据、一项
项务实举措，映照出我县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足迹。

近年来，我县以“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目标，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建强师资
队伍、提升教育质量，全县教育事业
正大步迈向新台阶。

增学位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今年 9 月开学，闽侯县第一中
学白沙校区将迎来首批高一学子。
闽侯县第一中学白沙校区设置在白
沙初级中学原址，规划办学规模为
18 个班，每年可提供 324 个高中学
位。

闽侯县第一中学白沙校区投用
是我县提供优质教育学位和资源、
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加快补齐教育
短板的具体行动之一。2021 年以来，
我县共谋划实施教育项目 53 个，总
投资 65.43 亿元，其中建成投用七里
学校、县进修校附属中学等 26 个项
目，增加学位 13325 个，在建三实
小、二附小等 7 个项目，可增加学位
6210 个。此外，通过扩容增班、资源
整合、试点创办综合高中等方式，增
加普通高中学位 2513 个，普高供给
率较 2021 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

“有学上”，更要“上好学”。为促
进区域优质均衡发展，我县持续深
化教育集团化办学，目前全县共组
建教育集团 31 个，涵盖 169 所公办
中小学幼儿园，实现中小学幼儿园
教育集团全覆盖。同时还加快优化
集团办学设置，充分发挥优质集团

“孵化器”作用，拟孵化红峰小学、七
里学校、东南学校、教师进修学校附
属中学作为新教育集团龙头校。

优环境
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时下，走进竹岐中学新校区，整
齐的教学楼、完善的教学设备、美丽
的校园环境……处处洋溢着蓬勃的
朝气。去年 9 月，竹岐中学新校区建
成投用，在原有的旧校区基础上扩
增 26.05 亩，建有教学楼、体艺楼、
田径场、多功能教室、合班教室等，
教学设施全面升级。

一校之变，窥见全域。近年来，
我县不断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持续
改善办学条件。启动“旧校换新”
工程，完成闽侯一中、闽侯四中、
大湖中心小学等 16 个项目建设；
深化智慧校园建设，目前已建成智
慧 校 园 试 点 6 所 、 智 慧 课 堂 159
间；加快乡村小规模学校宽带提速
及网络改造工程，大池小学、古洋
小 学 等 18 所 村 小 已 全 面 改 造 完
成。

2021 年 4 月，青口沪屿小学获
中央电教馆“成语中国”微电影征集
展播活动的优秀组织奖；2024 年 5
月，县教育局与闽江学院及高新企

业合作，共同研发中小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比特智教”系统，入选第七
届中国数字峰会典型示范案例……
如今，在信息化硬件的有力支撑下，
数字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为闽侯
教育高质量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 翅
膀。

强师资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名师出高徒”，教师是教育发
展的第一资源，是学生健康成长的

“引路人”。要想学校的教育教学质
量得到提升，“引路人”队伍的素质
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县通过创新学科工
作室建设、实施教师梯队培养工程、
引进高层次人才、建设优质教研员
队伍等举措，不断提高“引路人”队

伍素质，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目
前，全县已建成高中、初中、综合和
小学 4 个组 （学段）29 个学科工作
室，共有省级名优骨干教师 20 人，
市级名优骨干教师 296 人，县级名
优骨干教师 573 人。

此外，我县还依托闽侯“科研
协同创新基地 （校）”“教育科研实
践基地”“学前教育科研基地”“科
研实践创新基地”，进一步深化与
省教科所和 全省其他教 育科研基
地的交 流合作，赋能教 师专 业成
长、学生全面发展、教学质量提升；
细化校地合作共建，借鉴“侯官少
年营”办学模式，强化与福建师范
大学、闽江师专合作，在甘蔗、青
口、上街等地开办“侯官少年营”，
持续壮大“强基”工程后备人才队
伍、名优骨干教师队伍。

姻记者 林若野 陈堡
本 报 讯 在 刚 刚 过 去

的 2024 年高考，闽侯县第
一中学（以下简称闽侯一
中）喜 报 连 连 ，成 绩 再 创
新高！这些优异成绩的取
得，既源于闽侯一中建校
百 余 年 来 ，形 成 的“ 以 人
为本，为学生终身发展负
责 ” 办 学 理 念 及 育 人 宗
旨，也是对闽侯一中近年
来科学管理、强化师资队
伍建设的最好回报！

翻开闽侯县第一中学
的历史“长卷”，无论是
1902 年的全闽大学堂，还
是之后的福建省立第一初
级中学、福建省立福州中
学、福建省闽侯中学，都
曾名噪一时，是老百姓交
口称赞的育人摇篮，但历
史上也曾一度沉寂。

古人云：穷则思变，变
则通，通则达！如今的闽侯
一中，拥有一支荟萃正高
级教师，省、市、县学科带
头人和市、县骨干教师为
主体的优质教师队伍，是
闽侯县高中学科工作室开
展教科研工作的集散地。

“此次，正是这支教师
团队，准确把握到高考的
命题趋势和重点难点，施
行了有效的教学策略，既
激 发 了 学 生 备 考 的 内 驱
力，也鼓励和引导学生树
立了信心。可以说，强师
队伍建设，是此次高考学
生优异成绩取得的核心要
素。”闽侯一中校长陈煌
说。

记者了解到，对于师资
的培养，闽侯一中历来重
视。大力实施“1358”工程便
是举措之一。“1358”工程，
即培养引导教师参加工作

1 年后胜任学科教学，3 年
后独立承担教学，5 年后引
领本学科发展，8 年后成为
市县骨干教师。同时，学校
还积极开展“走出去、引进
来”学习交流活动，持续更
新教师教育理念、提升专业
素养。目前，闽侯一中教师
团队呈现出金字塔型发展
的良好态势。

2024 届学子夏鸿宇 ，
高一刚入学时，成绩一直
处 于 低 迷状 态，3 年 的 学
习 中 ， 他 的 成 绩 稳 步 提
高，今年高考，他的成绩
超过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
71 分。他说，这与学校老
师的严管厚爱和学校浓厚
的学习氛围是分不开的。

高中三年 , 很多班主
任每天 早上 五点半 起 床 ,
早自习第一 个来 到 教 室 ,
晚 上 还 要 陪 伴 学 生 晚 自
习。有时候，学生状态不
好，班主任总是最早发现
的那一个，她们会积极找
学生谈心，帮他们缓解压
力。“我们跟老师课上是
师生，课下是朋友，有什
么问题我喜欢去找老师倾
诉一下。”对此，不少学生
都深有感慨。

闽侯一中德育处主任

赵素敏介绍 , 班主任对学
生的了解有时甚至超过家
长。“我们的班主任熟悉
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家庭
甚至 父母的性格 特 点 ,跟
不同的学生谈话 , 也会选
择不同的谈话方式。”

此外，根据学生学习规
律和高考的要求，闽侯一中
制定了循序渐进的教学计
划与课程安排，确保高三
一轮、二轮复习有序推进。
在历次年段模拟考试和省
市质量检测后，通过对各
类别各层次靶向生的动态
跟踪，及时发现复习漏洞
和薄弱环节，为复习动作
的调整提供依据。科学合
理的教务管理是高考优异
成绩取得的制度保障。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强则国强！此次高考，闽
侯 县 市 第 一 中 学 的 学 子
们用可喜的成绩，证明了

“闽侯少年之智”。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
在 未 来 ，在 县 委 、县 政 府
的关心支持下，闽侯一中
将在不断善谋思变中，在
社会各界的肯定中，持续
强 化 师 资 建 设 ， 以 此 为

“笔”挥毫泼墨，续写这所
百年名校的灿烂与辉煌！

姻记者 李煜晗
本报讯 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金榜题名时！2024 年高考放榜，闽侯

一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绩的背后离不开高效的学习方法和平和的
应考心态，一起来听听闽侯一中高考优秀学子的“学习秘笈”吧！

学习过程中要合理安排时间遥这不代表非
要提前规划好明天的生活袁而是要想好什么时
候做什么作业遥 在高三最后两个月之前袁我的
最基本目标就是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在期限
前一定要做完遥 最后冲刺阶段袁就要找准薄弱
环节袁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袁不必贪多务得遥同
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袁才能提高学习效率遥

规划 目标 充足睡眠

在学习过程中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式袁加强与老师尧同学的交流互动袁不断拓
宽思维尧优化路径遥 平时要关注热点袁读新
闻袁读评论袁让自己的思想活跃遥积极调整心
理状态袁达成紧张和放松的平衡袁不因为一
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遥 同时要保持适量运
动袁坚持规律作息袁养好充足精力袁让每一天
的状态保持良好遥

思维 心态 适量运动

高中三年袁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理知识袁而且更深刻懂得了应
该如何学习遥 在学习中袁要找到维持住自己学习动力和兴趣的心理
方法袁养成惜时自律尧预习复习等良好习惯袁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法遥 学习过程中难免也会遇到挫折袁但不能击倒袁要把挫折视为磨砺
自己的机会袁从而不断精进专业水平和意志品格遥

方法 习惯 坚持

在县实验中学航模兴趣小组袁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拼装模型遥 吴婧 摄

竹岐中学新校区遥 陈堡 摄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及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中学项目遥 林双伟 摄

在闽侯一中课堂上袁学生们认真听课遥 林若野 摄

闽侯一中白沙校区位于白沙镇花云村袁交通便利遥 陈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