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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泸州脑瘫考生马洪阳的故事感动了不少网友，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以超出理科一本线73
分的成绩被众多网友点赞励志，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以及环球时报等众多国家级主流媒体转载报

道。不过，还值得一提的是，同是来自泸州高中的温力嘉和陈红吉，两人也分别以理科691分和文科649分的成绩
被酒城市民而熟知称赞。而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高考，泸州高中一本上线人数近1500人，数据令人惊叹。

丰硕成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教育理念？马洪阳说，走到今天的背后离不开学校对自己全方位的关心和
爱护，在泸高这个大家庭中，身心健康他不仅收获了成绩，更树立了自信；温力嘉说，感谢师恩如山，更感谢学校给
自己提供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平台；泸高老师们说，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孩子们的努力拼搏，更得益于学校大德育大健
康观格局下的素质教育和求真务实的教学方式。

2018川南教育特别报道
打造教育新高地 不忘初心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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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高到底带给了你什么？在采访中，无论
是马洪阳还是温力嘉、陈红吉，他们的答案都
出奇的一致，成绩并非是首位，而是不轻言放
弃的精神、学会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有责任担
当的意识。

“我们称之为‘一怀三精神’，即学生要具
备家国情怀，学霸精神、自主精神和公共精
神。”陈红吉解释说，学霸精神并非是要求学生
取得多么好的成绩，之所以称为学霸精神是希
望同学们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轻言放弃；自
主精神则是指学会自己的事自己做、学会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成长；公共精
神则是指兼济天下的高远志向和人文情怀以
及胸中装有他人、装有社会责任。

也正是凭借着在泸高学得的这股不轻言
放弃的精神，患有脑瘫的马洪阳的成绩从进校
时的排名900多名，到高三进步到稳定200多
名，最终在高考中取得理科619分的高分。谈

及未来的发展，马洪阳满怀信心地表示，自己
现在每天坚持锻炼三小时，他相信大学开学前
一定能站起来。他更希望，未来能够像学校里
的同学和老师们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他人，
回馈社会。

在和学弟学妹分享泸高学习生活点滴时，
温力嘉坦言，在泸高的三年，“学校注重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三年更教会自己如何做人。各类
活动锻炼了我们各方面的能力，我们也在这些
活动里成长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才。”

温力嘉介绍，学校为了强化大家在教育教
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满足学生
自主发展需求，建立了学校、年级、班级的自主
管理委员会，实现学校管理、年级管理、班级管
理的一体化；让学生参与学校所有的教育教学
环节，在德育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成才。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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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高考，泸高学子温力嘉
考取了理科691分的优秀成绩，在向
学弟学妹分享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技
巧时，温力嘉也表示，在泸高学习生
活的三年，自己在这个大平台上进步
诸多，“感谢母校，感谢恩师，帮助我
们度过承上启下的青年时期，助我们
走向世界。”

2015 年夏天，温力嘉以优异的
中考成绩被泸州高中录取，少年开启
了从叙永县城到泸州市区求学之
路。初来时，温力嘉也倍感压力，虽
然成绩在叙永是佼佼者，但来到泸
高，成绩放之全市，“排到 80 至 100
名之间了。”

高一入校，温力嘉幸运地进入了
尖刀班，高二分班后，他再次进入理
科小尖班。这是学生成绩最好的班
级之一，也是学校培养拔尖人才的重
要基地。

温力嘉班主任陈建军介绍，“一
般情况下，分班后，班主任都会对学
科特征和学生个人学习情况进行研
究分析。”小尖班模式就是为了分层
教学、因材施教，最大化地发掘出不
同学生的不同潜力，让学生无论是在
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能实现自我管
理、自我组织，得到充分的能力锻炼。
据了解，在泸州高中，无论是文科班
还是理科班，各班人数控制在 20 人
左右，并引入“导师制”，充分保证了
每三四名学生由 1 名导师进行学习
辅导。与此同时，这种优势资源并非
固定不动的。高2015级小尖班文科
班主任邓绍莉介绍，初入泸高，有的
同学属于刚刚擦线进校的学生，被分
入实验班学习。在高二文理分科的
时候，进入了尖子班学习；当他们已
经足够实力进入小尖班了，这个班级
也随时可上。“学生们在自己的努力
下，如果有足够实力，学校也会让其
进入尖子班或小尖班学习。”邓绍莉
说，这种灵活的流动性的、滚动性的
学习机制，可以最大可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潜力。

对比其他一起进入泸州高中的同
学，马洪阳泸高求学伊始，要显得更为
曲折。

即将开始高中新生活前夕，在外打工
的妈妈张琴回到泸州，报名入校时，张琴
推着轮椅上的马洪阳来到了泸州高中，为
孩子办理好一切就读手续后，张琴陪着就
读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家庭变故，陪读的
张琴不堪精神和经济压力又选择外出打
工。

生活甚至无法自理的马洪阳，坦言
那段日子黯然失色，内敛害羞的他独自
承受着这种失落。所幸，老师们看出了
他的异常，并及时和学校领导沟通了马
洪阳的情况。

学校清楚地知道，尽管他们可以竭
尽所能地提供经济援助、给予最好的教
学资源，但父母的缺位，对马洪阳高中
学习和生活必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马洪阳心理上的缺失是学校无
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

而后，学校领导带队，迅速对马洪
阳进行家访，成功联系上张琴以后，张
琴讲述着自己的困境：单亲家庭的妈
妈，全职在学校陪读，没有任何收入来
源的她没有信心能够走下去。

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泸高学子，
是泸高一直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为
了马洪阳后续更好地学习，学校研究后
向张琴承诺道，在校内给张琴提供一个
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以方便照顾接送
孩子；与此同时，免费给母子提供住宿
房间；此外，学校通过校友会等平台每
月给马洪阳提供生活资助。

没有后顾之忧的张琴欣然回到泸
高，开始陪读之路。张琴说，若不是学
校当初设身处地的劝说，提供甚至是创
造各种条件帮助孩子上学，她不敢想象
三年后的马洪阳是不是还像今天一样
身心健康、乐观和阳光。“三年来，学校
对我们母子二人的关心和照顾，不仅仅
是在孩子的学习上拉了他一把，也是救
了我们这个家庭。”张琴说。

马洪阳聊到自己的老师同学时很自
豪：“他们都特别好，我由于身体的原因，很
多事情都不方便，但大家都在帮助我。”马
洪阳回忆说，今天的自信和阳光并非生而
就有，而是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老师和同
学们共同的关爱塑造了今天的性格。

高一时，马洪阳也曾倍感孤单，感
觉自己与这个班集体格格不入；心思细
腻的班主任黄译坚持大小活动都要马
洪阳参与，甚至在班上的集体表演中亲
自将他送上舞台，张琴感慨，班主任更
像马洪阳的妈妈，“真正做到了爱生如
子”。

就这样，马洪阳开始感受到班级和
学校带给自己的温暖，开始敞开心扉。
学校每年的运动会，成为马洪阳向往的
活动。为了不让马洪阳孤单，同学们把
洪阳背到操场，感受运动会的氛围，太
阳太大了，还帮他打伞。此后，每当有
集体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总是想
办法让他参加，合唱比赛也把他背上舞
台。“我特别感激他们，他们让我觉得，
我和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让我更加
自信了。”马洪阳满脸笑意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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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泸州高中优质教育点与面

泸高田径运动场

广播休操比赛。

泸高学生在劳动基地学习采茶技术。

优美的校园环境。

泸高学生萨克斯器乐演奏。

泸高学生在劳动基地学种红薯。

泸高校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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