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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开心了，我们6个舍友考研成功，集体‘上岸’！”2022年毕业季，玉林师范学院生
物与制药学院有一个女生宿舍，6个女孩互为榜样、互相鼓励，全部考上了研究生。近日，
记者采访了当事女生，通过她们日常学习、生活的故事，了解学霸宿舍是如何炼成的。

““学霸宿舍学霸宿舍””炼成记
玉林师范学院一宿舍6人考研成功

□本报记者 黄剑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6个女孩不仅仅
是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她们的大学生活也
非常丰富——积极参加各种比赛、社会实践
活动等，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她们中有1人
多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与区人民政府奖学
金，有 2人的大学生创业项目获国家级、区级
立项资格，有 5人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生”；
均担任过团委学生会、社团、班级学生干部，
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
荣誉称号；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证书、教师资格
证都已考到。同时她们还才艺横溢，球类运
动会、舞蹈大赛等都有涉足。

“毕业快乐！117宿舍的仙女们。”6个女
孩子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青春努力正当时，
她们即将奔赴下一场山海，在更高处相见。

不光会考试，
她们还是全能“学霸”

“我们宿舍 6 人‘上岸’，得
益于宿舍良好的学习氛围。”问
及考研成功的“秘诀”，黄阳帆
如是说。“比着学”是她们宿舍
的最大优点，从大一开始，只要
有一个人去自习室，其他人就
坐不住了，必须得拎着书跟着
去。考研也是如此，一个人决
定考的时候，其他人也毫不犹
豫地开始行动。在考研路上，
她们相互鼓励，一起进步，每天

6时许起床，7时就开始学习，晚
上 22 时许才回宿舍，考研后期
学习时间还更长。每天出门复
习时，她们都会互相说一句“你
一定能考上”，彼此勉励；晚上
睡觉前，为了巩固所学知识点，
她们都会进行一个小时的知识
抢答提问，一个人负责出题，其
他人用抢答的方式进行巩固。

梁火连表示：“我觉得考研
说难也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

态度和努力是决定考研成败的
因素。我把考研总结为：准确
的定位+踏实努力+耐心=上岸
成功。”她特别提醒，目标定位
很重要，在选择目标学校的时
候，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太低
估自己，要根据自身的学习能
力以及目标学校往年分数线的
报录比分析,尽量保证自己第一
志愿“上岸”。

备考的日子是单调的，更是

高压的，女孩们有她们独特的
解压方式，那就是“吃”。“‘吃’
掉压力，是我们宿舍的特色。”
黄阳帆说，她们制定详细的复
习日程表，规划好各自的学习
日和同一的休息日，每到休息
日，她们就会一起去“探索”各
种美食，大快朵颐。

黄阳帆坦言，对室友最想说
的其实是感谢，四年时光转瞬即
逝，有幸可以和有上进心、宽容、
美好的人做室友，每天看着大家
早出晚归，为了不掉队，自己也
会坚持跟上大家的步伐。

考研路上，她们相互鼓励

走进玉林师范学院东校区，在
校园内，随便一打听桃园 2-117宿
舍，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学
霸宿舍”。该宿舍 6人中，梁火连、
黄洁怡、黄淼、黄思蓉被广西大学录
取，陈雪玉被广西师范大学录取，黄
阳帆被南宁师范大学录取。

“很开心，总算是圆梦了。”考上
南宁师范大学的北流女孩黄阳帆告
诉记者，早在高考时，她定下的目标
就是南宁师范大学，后来由于成绩
不理想，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上
大一时，她突然想到，未圆的梦可以

通过考研再去追一追。于是，大学
期间，黄阳帆努力学习，认真对待每
门学科，该考的证书如大学英语四
六级、教师资格证等经过努力都考
到手了。大三那一年，她开始专心
投入考研。其他5位女孩也都像黄
阳帆一样早早定下了考研目标。

研究生考试结束后，女孩们就
开始关注目标学校官网的信息，希
望看到考取名单里有自己的名字。
来自梧州的梁火连第一个收到喜
报，她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爸妈。
她说，考研期间，是父母给予她莫大

的支持和鼓励，让她能坚持下去。
随后，喜报陆续传来——黄洁怡、黄
淼、黄思蓉也考取广西大学，陈雪玉
考上广西师范大学，黄阳帆圆梦南
宁师范大学。

“每得知一人‘上岸’，我们都会
情不自禁地欢呼祝贺，并吃一顿大
餐来庆祝。”黄阳帆笑着说，宿舍的
姐妹们一起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大
学四年，相互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庆祝是为了见证这一阶段的成
长，因为接下来大家就要各自启航，
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励志，宿舍6人考上研究生

▲六个女孩在校
园合影。后排左起：
黄淼、黄阳帆、黄洁怡。
前 排 左 起 ：梁 火 连 、
陈雪玉、黄思蓉。

本报博白讯 近日，博白县中学物理科教师梁善强
受其女儿、博中校友梁芊芊的委托，将 50本书籍《点
亮人生：百名华科学子20年创新创业真实故事》捐赠
给学校图书馆——四当斋。

梁芊芊 2004 年至 2007 年就读于博白县中学，
2011 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金融工程专业，获经
济学学士学位和法学学士学位，2011 年至 2013 年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金融工程学院读研究生，2013
年 8月至今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事业蓬勃发展。

据了解，此次梁芊芊为博白县中学捐赠的《点
亮人生：百名华科学子 20 年创新创业真实故事》
一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学术
新秀、企业精英、创业英才、跨界创新、跨国发展、
破茧成蝶、比翼双飞等版块，内容导向正确，成长
故事富有温度和力量，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启发
性，能激励青年学子勇敢追梦，用正向积极的态度
面对一切。

这批励志书籍经过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整理、上
架后供全校师生借阅。梁芊芊的这一善举表达了
一位海外校友对母校的感恩之心、对学弟学妹的关
爱之情，将激励博中学子奋发有为，在学习之路上
披荆斩棘，不断前进。

（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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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镇学科辅导员与四年级语文
任课老师齐聚一堂，说课示范、集
体热烈讨论，这种集思广益集体备
课的教研场面，对博白县新田镇中
心小学来说并不多见。除了现场
讨论，线上还有玉林名师王瑾及其
他县市学校的名师参与并点评。
这是玉林名师“131”工程——王瑾
工作坊在前不久对结对帮扶薄弱
学校开展的第五次远程协同教研
活动的场景。

为了充分发挥玉林名师工作坊
的引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提
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实
现城乡教育资源互补，助力乡村教
师专业成长，玉林市开展 2021 年

“区培计划”玉林市统筹项目——引
领示范带动能力提升捆绑“国培计
划”“一对一”精准帮扶培训项目。
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工作坊实践指
导、送教到校、跟岗研修、远程协同
教研等系列活动，探索建立城乡教
育联动新机制，不断推进教育优质
均衡。

携手并进绽芬芳
玉林名师工作坊助力乡村教师专业成长

□本报记者 黄 冰

本报讯（记者 黄冰 通讯
员 伍浪欢）李梦（化名）是容县
的一名脱贫户，受益于国家学
生资助政策，此刻的她正在北
京体育大学里学习，感受丰富
多彩的大学生活。

在今年高考前夕，李梦给
母校容县高级中学的学弟学妹
送来了寄语和祝福：“国家学生
资助政策的关怀，像一道阳光
温暖着我们的心房，护我们载
梦远航，让我们圆梦，一起向未
来，加油！”

李梦是一个被人抱养的孩
子，养父母家在 2019 年脱贫。
家里经济状况虽然不是好，但
是爷爷奶奶、父母对她爱护有
加，一直尽力支持和鼓励她读
书。她勤奋、努力、上进，是一
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直都是
同学学习的榜样和老师表扬的
好学生。2021年，李梦从容县
高级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体
育大学，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的
帮助，圆了她的大学梦。

性格开朗的李梦对记者讲
述了她享受国家学生资助的情
况。在初中，她每学期都能得
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625 元，
三年共获得 3750 元。到了高
中，除了免学杂费，还获得国家
助学金，三年累计 18180元；考
上大学后，她还拿到了新生入
学补助1000元。

“在考上大学前，自己享受的国家学生资助金额共超过
20000元！”她表示，靠着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中的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让她读大学也无后顾之忧，一家人对国家学生资助
政策的帮扶充满了感激。

像李梦这样在学生资助政策的帮助下不断成长成才
的故事很多。记者了解到，容县 2022 年春季学期学生资
助发放工作资助学生共计 43836 人，发放资助金 2775.02
万元；其中资助脱贫户学生 15661人，发放资助金 1003.495
万元，推进了该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工作。2010 年至 2021 年，容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已累计还款 55767 笔合同，还款金额共 3.12 亿元，历年贷
款综合回收率都达 99.8%以上，保证了助学贷款工作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暑假即将来临，这是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时间。
目前，玉林市各地学生资助中心都在积极做着前期准备工作，
为学生申办贷款提供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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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静新）知识
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近
日，玉州区东成小学一年级数学
科组的老师们结合学习内容进行
教研探讨，精心设计实践性作业，
让孩子们在实践性作业中真正走
进数学、感受数学、喜欢数学，在
数学中得到快乐。

在《分类与整理》的作业实践
活动中，孩子们在家积极变身为
整理小达人，将水果和蔬菜按照
种类分；将糖果按照颜色分类，或
者形状分；将衣服按内外、上下分
或季节分……在这样的生活实践
中，孩子们更明确了分类的含义
和方法，学会了有条理地思考，也
感受到分类在生活中的应用。

据了解，在完成此次作业实践活动时，
孩子们热情高涨，与爸爸妈妈一起设计“整
理计划书”，开始整理行动。在整理劳动
中，孩子们不仅学习了数学分类的课程，也
体会到劳动带来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同时
也了解到父母、祖辈每天劳作的辛苦。

东成小学：

培养生活整理小达人

“这个项目很有意义，聚集了特
级、正高级教师和教学名师，激发名
师积极性，发挥效用帮扶薄弱学校成
长。”玉林一中梁毅名师工作坊坊主
梁毅表示，薄弱学校难出名师，很多
乡村老师没有机会外出培训学习，也
没办法接触城区好学校去跟岗学习，
结对帮扶，给这些乡村老师提供了很
大的平台，帮助他们成长。

梁毅工作坊的坊员除了高中名

师，还有两所小学名师，帮扶的是容
县十里镇琼新小学，每月开展 2~3次
网络教研培训、专题讲座，送教到学
校等活动，从如何开展有效课堂，到
校园文化建设、课题研究，再到学校
设施建设等，提出建议和方案。工作
坊还联系城区名校，让帮扶学校老师
前来跟岗研修，多方面帮助学校和老
师成长提升。

“虽然学段不同，但是教育规律、

教师成长、教学方法等方面是共通
的。通过不同学科、学段的交流，产
生思想的碰撞，获得新的领悟，拓宽
视野，对帮扶学校，老师及坊员来说，
都非常有益。”梁毅说。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第一年度
的培训研修任务，建设了 30个工作
坊实施方案、30节教师培训课、30份
学校发展规划书，以及一批反映工作
坊研修活动成果的作品；开展了送教
到校 360人次，远程协同教研 600人
次，跟岗研修 750人次，辐射上万名
师生。

名师引领带动 为乡村老师提供提升平台

从今年 1 月开始，各名师“131”
工程工作坊积极开展工作坊实践指
导、送教到校、跟岗研修学习、远程协
同教研等活动。在玉林名师工作坊
坊主的带领下，工作坊成员深入到帮
扶学校实地调研与采访，与学校领导
面对面开展座谈，深入了解帮扶学校
在教师管理、学校文化建设、课堂教
学、科研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及存在的
问题，聚焦教学，制定详细的工作坊

帮扶计划。
截至 5 月，30 所帮扶学校各派

出 5 名骨干教师到各工作坊成员
所在学校，进行 5 天跟岗研修学习
和 5 次远程协同教研活动。通过
名师引领，充分发挥了“一对一”
帮、扶、带作用，助推青年骨干教师
快速成长。

前段时间，玉林市名师“131”工
程黄荫源工作坊帮扶学校玉州区陈

旺小学到玉州区万秀小学进行为期
5天的跟岗研修，万秀小学从学校文
化建设工作、党建基地建设、各学科
教研训一体化活动、少先队工作经
验交流等方面，与学员们进行全方
位展示交流。陈旺小学的跟岗学员
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宝贵的
经验。

“两校城乡结对、形影共进，做到
精准帮扶，共促均衡发展。”黄荫源工
作坊表示，将继续发挥辐射引领作
用，精准帮扶不遗余力，促进帮扶学
校的教育教学水平提升。

积极开展各种帮扶活动 助力薄弱学校提升

玉林市教师培训中心副主任唐冰介绍，该
项目是以三年一周期跨年度、分阶段递进式连
续培训研修。项目通过遴选30名特级、正高级
教师、广西教学名师、摇篮家工程培养对象，组
建 30个名师工作坊，共 90名名优教师加入这
30个名师工作坊中，结对 30所薄弱乡村学校，
联动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

“组建‘131名师工作坊’是引领示范带动
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重点，也是培训成效的关
键。”唐冰表示，玉林“131”名师工作坊，即由一
名坊主，带领三名坊员，在工作坊坊主的指导
下，联动帮扶一所薄弱学校，以达到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乡村教师整体提升的目的。

除了组建名师工作坊，在集中培训方面，采
用线上线下双师同步混合的培训方式。邀请区
内外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来授课，拓宽专业知
识，获得技能，塑造教学风格，形成鲜明教育思
想和教学模式。

唐冰介绍，此次创新“131”一体化培训研修
方式，摒弃了传统学科培训研修方式，即工作坊
成员之间学科不同、学段不同、县区不同，很大
程度上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整合，打破了以往传
统工作坊研修的壁垒，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组建30个名师工作坊
结对帮扶30所学校

▶帮扶学校学员观摩万秀
小学校本德育课程《时节之美》
之“小满”创意实践。

▶孩子们在家中学
习生活分类，完成作业
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