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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光孝塔，六百伟楸树，百十通中园。1909年，怀揣
“国之强盛基于教育”的强国梦想，清末状元、爱国实业家、
教育家张謇先生召集通海五属官绅，历时 7年规划筹建，揭
开了江苏省南通中学发展的序幕。一百多年来，南通中学
走出一批批杰出校友，成就了 20位两院院士、32位革命烈
士、3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军领导、8位体坛世界冠军、10
余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

“百年通中，英才辈出”。百年积淀的教育思想、多元办
学的杰出成就，尤其是高品质示范高中应有的责任担当，让

“为党育新人，为国育英才”成为所有通中人的价值追求，“爱
国求真，诚实持恒，追求卓越”成为所有通中人的行动方向。

作为首批省属重点中学、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江
苏省首批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立项学校，南通中学秉持张
謇先生首倡的“诚恒”校训，努力践行“人品与学问同步卓
越”的育人理念，培养了一批批具备“爱国、求真、包容、卓
越”等价值认同，拥有“诚实、持恒、责任、自信”等必备品
格，身怀“终身学习力、实践创造力、全球领导力”等关键能
力的新通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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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图为““汉藏牵手唱党歌汉藏牵手唱党歌””快闪活动快闪活动

图为通中图为通中““诚恒诚恒””石石

用高品质标准主导创建

南通中学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高品质示范高中
建设的意见》，结合学校的百年传统与发展追求，确立了
用高品质标准主导高品质示范高中建设的工作思路。

传承发展“通中精神”。南通中学是南通教育史上
第一所新式学堂，百余年来，该校秉持张謇先生订立的

“诚恒”校训，接续和弘扬“正道直行，积健为雄”的办学
传统，将“建设雄起的学校”与“培育雄杰的人才”相结
合，百年相继、代代坚守，成就了“英才教育”的历史传
统、文化底蕴与现实基础。

本世纪初，该校提出“人品与学问同步卓越”的办学
理念，这一理念诠释了南通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基本途径。以此为基点，南通中学开展了教育现代化
背景下的“通中传统研究”，提出“崇活”校风、“善导”教
风和“贵思”学风的“新三风”。“新三风”体现了中华传统
教育智慧和中国教育新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培
育未来优秀人才的教育理想，成为学校高品质发展和育
人方式改革的重要精神牵引。2017年，南通中学作为

“全国文明单位”，获评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并在 2020
年高质量通过复查。

高点定位“六项目标”。南通中学将高品质教育的
特征概括为“卓越、精致、创新、现代”，据此确定了难忘
教育走向全国、教师队伍卓越领先、课程改革江苏样本、
校园建设智慧智能、多元办学融合融通、学校治理民主
现代等六个方面的创建目标，并对每个目标设定了量的
指标和质的标志，以不断实现未来与传统的承接、过程
与目标的统一、实践与时代的同行。2021年，南通中学

“追求人品与学问同步卓越的‘难忘教育’研究与实践”
获评江苏省基础教育类教学成果一等奖，并成功申报国
家级基础教育类教学成果奖。

筹谋落实“九大工程”。为了使每一条目标落到实
处，南通中学确立了包括“难忘教育”立德树人、高素质
教师队伍建设、英才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多元融合育人
模式建设、校园主题活动优化提升、学生发展指导整合
完善、家校合作协同推进、数字物联智慧校园建设、示范
引领整合提升等九大重点工程。每一个工程均分解成
若干个品质提升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责任主体、资源
配置路径和严格的“工期”。该校还通过全面建设“人
文、科学、技术、艺术、体育”等五大课程学习中心，进一
步支撑德智体美劳“五育融通”的教育思想。

以高品质标准主导高品质建设，南通中学建构了一
个目标高品质、体系高品质、过程高品质、内涵高品质的
联动发展机制，实现高品质建设的可视化管理。

用多样化实践培育人才

好的教育，既是注重全面发展的，又是面向人人的。
南通中学提出具有自身特质的、以“四有”为核心的人才
培养规格：即有诚心恒心、有志气才气、有理性个性、有
活力定力；确立了未来英才要以“爱国、求真、包容、卓
越”为核心素养，以“诚实、持恒、责任、自信”为必备品
格，以“终身学习力、实践创造力、全球领导力”为关键能
力。南通中学加强学科思政和思政学科建设，深入推进
基于学科思政视域的“学导式智慧课堂”教学研究，开办

“青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定期组织学习、交流和实践活
动。该校凭借“中流击水”大思政课，成功申报南通市思
政育人特色学校。

南通中学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开展育人实践。一是
办好优质公平的普通高中教育，切实优化学校的教育生
态。南通中学致力于为学生打好持续发展的共同基础，
始终坚守办学规范，不自行搞集体性的节假日补课，不
随意删减体美劳的课程课时，不超课标教学不抢赶进
度，不违规招收一个借读生、旁听生、复读生。

二是探索多元融合的育人方式，主动服务于学生的
个性发展。南通中学秉持着让每一位学生实现全面发
展与个性成长的理念，以普通班（含创新班）、西藏班、
空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和国际课程班为载体，构建了

“创新教育、民族教育、国防教育、国际教育”四位一体
的融合育人方式。此外，该校通过升级和创建“融合创
新、汉藏团结、航空航天、模拟联合国”等四大特色课程
基地，进一步丰富延展“四位一体”的多元融合育人
模式。

“四位”之一——创新教育。该校体系化开展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通过校内纵向分层提高、校外横向多

层联合的教育方式，推进学生协作学习、混合学
习的课堂生态，培育学生学科创新思维与科

技创新能力，建成集实验实训、科技体
验、交流互动、社团活动为一体的融合

创新中心，探索创新人才“双高协
作”“初高一体”“社校合作”的
“贯通培养”机制，搭建创新人

才培育基地，着力培育学生
学科创新思维与科技创新
能力。 2020年被北京大
学授予首批“博雅人才培
育基地”，2021年被南京

大学授予首批“教育博
士与教育硕士实践基
地”，2022年被授予“江
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2020年，南通中学学生在科技创新大赛和五大学科全
国联赛中表现突出；国内首个以学校名称命名的“南通
中学号”卫星年内成功发射；学生业余无线电社团实现
与国际空间站的信号连接与邮件往来，获空间站认证
证书。该校被南通市人民政府颁授首届“青少年科技
创新摇篮奖”。

“四位”之二——民族教育。该校通过构建“人际
交往、情感交流、文化交融”的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体
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包括西藏生在内
的全体通中学生的国家认同与社会责任、多元文化与
人文情怀、美感体验与品位生活、沟通表达与团队合
作、创新领导与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情感与能力，助其
成长为具有自觉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团结意识、责
任意识，主动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019
年，南通中学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2021年被授予江苏省“红石榴家园”精品示
范基地。

“四位”之三——国防教育。南通中学在致力于为
祖国培育更多优秀蓝天卫士的同时，借助空军青少年
航空实验班教育资源，开辟出面向全体通中学生的国
防教育“四结合”全域化的实施途径。建成由“一园一
馆一楼”构成的南通中学国防教育基地，即空军文化教
育园、航空航天博物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通中小红
楼”，形成了具有通中特色的“3+3+3+3”国防教育课程
体系。该校被教育部授予首届“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称号。2019年，南通中学《全力打造“四结合”国防
教育全域化》项目获评教育部首届全国学校国防教育
典型案例。

“四位”之四——国际教育。以提升学生的国际理
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为重点，通过华文教育基地和
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平台建设，使“走得出”“进得
来”成为国际教育的常态。凭借出色的国际教育实绩，
该校获评“江苏省华文教育基地”“江苏省基础教育对外
合作交流重点项目学校”。

与此同时，南通中学加强与国内港澳台地区中学的
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涵养家国情怀。疫情期间，携
手香港黄楚标中学开展《万里同心——中华少年齐抗
疫》图文征集活动，获得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高度
肯定。

用融合性思维催生变革

学校教育，关键在“课”。“课”好则教育好。为此，该
校初步完成了以课程体系、课堂模式、课程基地和课题
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框架建构与实践。

服务个性成长，“三力合一”课程体系构建育人新格
局。该校深入探索“研究型、项目式、主题化”等三种教
与学的方式实施途径，优化发展终身学习力、实践创造
力和全球领导力“三力合一”的英才教育课程体系。以
国家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开发学生发展潜
能为目标，南通中学形成了以跨时空学科学术类课程
为支撑的学习力课程、以跨学科创新创造类课程为支
撑的创造力课程，以及以跨形态社会实践类课程为支
撑的领导力课程，初步形成具有通中特色的“英才教
育”课程体系。

该校还编制了“南通中学新课程实施方案”，探索以
核心素养培育为导向的新课程实施路径；优化了校本课
程的实施方式，研制实施“社团、研学、主题、讲座”四大
活动手册，开发开设了 117门丰富多彩的校本选修课程，
组织教师编写了 73门校本教材讲义，建成与学科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学生社团活动等有机融合的课程群；该
校创新体育、健康、劳动三类课程，新开设了全校排球课
程、龙舟课程等，系统打造“主题型、系统化、校本性”劳
动课程，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全省排球运动先进集体”“江苏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
学校”。

此外，南通中学完善了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育教学
管理体系，建立了选课走班背景下的教学组织管理制
度、学生生涯发展指导制度、综合素质评价制度以及教
学质量监控评价制度。2020年，南通中学被授予“江苏
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示范学校”。

突出学习中心，“学导式智慧课堂”打造教学新生
态。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提供合适的“支架”。南通
中学创设的“学导式智慧课堂”基于现代技术，体现以学
为先、以导为线、以活见长、以实为要的特点，通过任务
导学、思维导行，实现能力导向的教学目标。基本结构
包括情境、任务；探究、互动；总结、反馈等多个可供选择
组合的主要环节以及对应的多样表征形式，每个教学环
节及整个教学过程都可以连上“智能设备”或“智慧情
境”。该校遵循育德为先、素养导向、学为中心、教学相
长的新时代教学原则，在教学评价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

“八点六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和深化“学导式智慧课
堂”建设。2021年该校获评南通市基础教育“立学课堂”
先进集体。

强化实践体验，课程基地再造学习新方式。为了给
所有学生和课程提供多样的教学空间，打破书本学习与
实践体验的壁垒，南通中学申报并建成“E学习语文拓展
课程基地”“融创·STEM课程基地”“汉藏民族团结课程
基地”3个省级课程基地和 1个省“化学学科发展创新中
心”，该校还有 2个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
和 1个省中小学品格提升项目，江苏省内涵建设项目共 7
项。目前，3个课程基地已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并建有

功能齐全的物联网中心、材料创客中心、人工智能教育
中心、藏族工艺体验馆等多类型校内基地场馆。该校还
新建了“航空航天课程基地”“国际理解（模拟联合国）课
程基地”，并申报省级项目。

推动教研兼修，课题研究成就通中教育“好气质”。
南通中学始终坚持“教研兼修”的百年传统与“教学即研
究”的新时代教研主张。以课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学校
教育科研，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形成了特色
与质量的相向共进。

“十三五”期间，特别是高品质示范高中立项以来，
南通中学开展了 13项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主课题

“促成学生自主发展的难忘教育系统研究”进一步完善
了“难忘教育”校本阐释和校本实践形态，形成了“全方
位、分层次、多渠道、渗透性、校本化”的通中德育实践体
系。“难忘教育”由此而成为南通中学的特有标识，产生
了全国性影响。2019年，南通中学获评“江苏省教师发
展示范基地校”；2020年，江苏省“十三五”规划主课题

“促成学生自主发展的难忘教育系统研究”高质量结题；
2020和 2021年南通中学连续两年获评“江苏省教科研工
作先进集体”。

用新百年愿景再续华章

“在通中 3年的高中学习生活，看似平淡无奇，但
宁静的校园、琅琅的书声、循循善诱的老师、亲密无间
的同学、宽松自由而又积极进取的氛围和心境，使我
们这些学子感到无比充实，不仅在德智体各方面迅速
成长，而且逐步树立起献身科学、报效祖国、造福人类
的鸿鹄之志。”中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原复旦
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通中 1953届校友李大潜教授如
是说。

在南通中学校长鞠九兵看来，高品质示范高中，
“高”在办学理念之新高，“品”聚校园文化之珍品，“质”
显立德树人之优质。“学校的高品质建设是对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进行
正确的价值建构和生动的价值实践的过程，是对新时代
办什么样的普通高中教育的深层次思考和全面认识的
过程。”鞠九兵认为，这一过程也是南通中学这所走过
113年的学校描绘新百年愿景，主动应对高质量基础教
育体系建设再续华章的过程。

“教育应变、英才可育、未来能期。高品质发展的
通中，我们每一位师生都是‘代言人’。”鞠九兵表示，百
年通中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引下，沐浴着党的二十大的光辉，秉持“诚恒”定力，
迈开“积健为雄”的超越步伐，继续向着“诚恒通中、英
才通中、健雄通中、美丽通中、融创通中”五通共建的国
内一流和国际有影响的高品质示范高中发展，续写更
为波澜壮阔的教育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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