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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第一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发源于
1907年的“崇文学堂”。100多年来，它以敏锐的
进取之志、诚朴的实验之真、仁爱的教育之心投
身中国近现代教育变革，并始终立奔涌潮头、领
风气之先。“守正”和“创新”是这所百年老校发展
之路的最好诠释，也是我们办出高品质学校最
好的方法论。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
战略。在此背景下，我校围绕育人方式
变革，集中思考三个问题，开展了一系
列行动。

问题一：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
的责任在哪里？人的每个成长阶段都有
其独特价值，基础教育要为拔尖创新人才
健康完整地成长、生机勃勃地脱颖而出提供
肥沃的土壤。这个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主要特征和任务是面向人人、搭建平台、激发潜
能、甄选识别。

问题二：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普通高
中）面临的难点在哪里？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
程，有很多关键点需要梳理。如为学生适应社会
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作准备是我国普通高
中教育的任务之一，而在现实中，“三准备”存在
狭义化、简单化的倾向，即只为高考作准备。如
何在兼顾高考的前提下，为不同学习水平和学习
风格的学生提供相对个性化的课程安排，对学校
是很大的考验。基础教育有个说法，叫“戴着镣
铐跳舞”，我们把“镣铐”当作一个中性词，它既是
必要的规则和秩序，也是现实发展水平下已有的
格局，考验的是学校领导者如何统筹时代需求、
育人目标、社会环境、学校基础来小心求证、大胆
开拓。

问题三：创新人才培养，基础教育尤其是普通
高中的突破口在哪里？南京一中把突破口放在课
程和活动上，即尽最大力量为学生建设和提供丰
富的校本课程、社团活动、研究性学习、新型学习
空间等，而这些所指向的落脚点都在“育人方式的
变革”。

院士1课堂——
“在科学家身边成长”的丰沃土壤

在南京一中的校园里，每月都有院士科学家
来校与学生交流分享，这是我们精心打造的“院
士 1课堂”，也是“面向人人”的拔尖创新人才早
期培养的尝试。截至目前，“院士 1课堂”已经开
设了 30期，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院
士、天体物理学家武向平院士、雷达专家贲德院
士、“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孙泽洲、“悟空号”首席
科学家常进院士等 30位科学家相继开讲，数万
人次学生线上线下聆听、参与，产生了较大的社

会影响。
在动议和设计“院士 1课堂”时，我们就致力

于做一个开放的课堂，为“1”赋予了“100”“e”“溢”
“易”等多重含义：“100”是指计划邀请 100名院士
科学家为学生开设 100节讲堂；“e”是指课程空间
的延展，线上线下同时开展，校内校外同步参与，
扩大高质量课程的受益面；“溢”是指以“院士 1课
堂”课程为起点，打造更多指向学生创新创造素养
和能力的品牌课程，形成科学教育品牌课程群；

“易”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意象，即注重强化课程
思政意识，让学生在科学家身边成长，学习科学家
精神，并将该课程作为学生生涯规划课程的重要
资源，加强对学生立志从事基础学科学习和研究
的引导。

“院士 1课堂”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讲座，而
是一个“生态圈”特征明显的育人项目，实现
了三大突破。一是师资上从“为我所有”到

“为我所用”，每一位科学家都受聘为学校的
“崇文导师”，实现班级管理的双导师制；二是
课程思政理念与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的整体融
入，科学家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献身科研、立志
报国的奋斗史，每一位科学家的前沿研究领域
都是学生未来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向，小课堂点
燃青少年科学大梦想；三是课程资源的丰富和
拓展，“院士 1课堂”有具体的课程目标、课程
实施计划和评价标准，强调课程实施的规
范性。

江苏少年工程院——
新型学习方式的试验平台

“江苏少年工程院”由江苏省工程师学会与南
京一中共建，致力于培育实践创新的工程师文化，
探索青少年科技特长培养和创新潜质的培育。
该平台以项目制运行为主，面向全省中学生开
展“崇文少年科学行”活动，由科学家、工程
师、研究生等带领学生参加讲座、科技研
学、项目研究和国家重大项目等，引导学
生在现场参访和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培
养志趣、启迪创新。同时，建立“小院
士”成果评价机制，在 2年时间内获得
18学时的学分、完成 3个科学学习或研

究任务并通过院士评审团答辩的学生，可
获得江苏少年工程院“小院士”称号。目前，

已有来自全省的近百名“小院士”种子参加
“崇文少年科学行”活动。这是以南京一中为基
地、聚力拔尖创新人才发现识别和早期培养的重
要平台，也是开展有关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研
究的重要依托，融实践性、研究性于一体。

数理人才实验项目——
双高协同贯通培养的育人模式

数理人才实验项目是南京市在高中阶段开展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清华
大学和东南大学丘成桐中心指导，南京一中和同
城另一所高中学校共同实施。数理班单独编班，
为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学习上有浓厚兴趣、有
较高天赋的学生提供专门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2023年，南京一中还被列为全国 18所“丘成桐少
年班”学校之一。该项目是高校、高中合作的一体
化贯通式培养育人模式的实验，师资力量配备、课
堂教学设计、教学进度规划、课程体系建构、学习
方式创新、评价机制和学生指导等，都由高中学校
与高校进行贯通式的整体探索。

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时代普通高
中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成功立项；
《普通高中厚植科学精神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
探索》入选江苏省前瞻性教改实验项目；学校成为
江苏省前瞻性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江苏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内涵、重点与实施路径研
究”的实验校之一；相关育人改革实践获得第三届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些成果，共同指向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校思考和实践。

就这样，我们打开校门，汇聚资源，用心用情
推动教育变革，把“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具体地、现实地融入每一个阶段的办学规划，融入
学校的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各个环节，融入师生
共创的学校生活，努力办更好的学校、更好的教
育，努力培育更多的时代新人。

以创新课程形态推动育人方式变革以创新课程形态推动育人方式变革
■南京市第一中学 朱焱

2013年 9月,朱永新教授为陕西省
西安高新第四小学提笔写下了“追梦”
二字。自此，新教育的理想信念坚定
地刻写入我们学校的精神版图。

2019年，在第九届新教育国际论
坛上，朱永新教授阐释了新德育的理
念：明德至善，绽放人性芬芳；立德树
人，久久方能为功。是的，新教育本身
就是一场奔向明德至善的教育理想之
路。多年来，西安高新四小一直坚持
立德树人，以传承雷锋精神为抓手，涵
养师生精神，丰盈师生生命。

播种——以初心浇灌

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你是
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
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
黑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
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
的螺丝钉，你是否日夜坚守在你生活
的岗位上？

唯有深蓄真善美的精神，才能历
久弥新。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是一支历
经战火洗礼、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
1963年 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
班为“雷锋班”。至今，已有 27任班长
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任职。

2020年 10月 13日,第 23任雷锋班
班长薛步瑞应邀来到西安高新四小。
他给学校赠送了一尊雷锋塑像。与其
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不如说是一
粒金色的种子，将“雷锋”精神播种在
全校师生的心间。

午读时间，薛步瑞走进我校雷锋
中队三年级 2班。孩子们用我们新教
育人最喜欢的诵读方式欢迎薛叔叔的
到来。没有任何彩排，但薛步瑞与同
学们一起诵读的过程却非常和谐自
然，解放军叔叔洪亮的嗓音和 52个小
不点稚嫩的声音默契地交织在一起，
产生一种奇异的共振。自然而然中，
雷锋精神浇灌了孩子们的心田，榜样
的力量给予了孩子们前进的动力。

培根——用文化浸染

“教育”“文化”“生命”这 3个词在
本质上是相通的。学校文化是培育生
命、塑造生命的最佳抓手。

2021年春，我校着力打造雷锋文化视觉符号，创建了雷
锋精神文化长廊。在长廊的展柜里，有一本特殊的纪念册，
册中记载着雷锋生前亲密战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主
人公原型乔安山的寄语。这位把自己当成雷锋生命延续的
老人时年已经80多岁，因脑梗后遗症行动不便，却依然坚持
亲笔为学校写下他的心愿：用雷锋精神建校育人。

雷锋传人的故事，为四小师生的心灵注入了不竭的
动力。雷锋长廊建成后，学校发布雷锋精神讲解团招募
令，同学们踊跃报名，到目前已经招募了四批团员。雷锋
讲解员用稚嫩的小声音传播大能量，先后迎接团中央领
导、省内外教育同行、社区党团员代表及周边学校少先队
员、幼儿园小朋友万余人次。

育苗——用行动引领

教育最动人的时刻，是生命与真善美的相遇。会聚
在雷锋精神的旗帜下，我校师生代表多次走进辽宁抚顺
雷锋军营、雷锋纪念馆等，寻找榜样的足迹。雷锋战友、
海军中将冷宽，雷锋旅政委孙树志，雷锋纪念馆馆长单宝
泰，现任雷锋班班长牟振华……雷锋传人通过线上线下
等多种方式，一次次和同学们开展温暖互动，将雷锋精神
的种子撒播在四小校园。树叶画、儿童画、明信片……孩
子们也用自己最单纯的方式表达对英雄的敬仰。我校少
先队员还和家长一起参与编织了巨型花篮，代表少年儿
童表达对雷锋的缅怀与敬意。目前，两个花篮在雷锋部
队纪念馆永久展陈。

新德育理念认为，理想的德育，应该重视在活动中滋
养学生的德行，让学生在体验和感悟中修己惠人。在我
们学校，雷锋精神不仅内化为师生生命砥砺前行的动力，
更外化为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

教师志愿者送课下乡，支教脚步走遍陕南、陕北；教
师志愿者坚持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义务授网课 100
多天；“小雷锋”的身影活跃在社区、养老院、孤儿院、校
园中。每年开学季，高年级学生会自发开展牵手互助行
动，帮助一年级的“小萌豆”熟悉学校、整理书包、学做眼
操……一茬又一茬“小萌豆”，在助人为乐精神的浸润和
滋养下，成长为卓尔而不群的“追锋”少年。这就是我们
教育人能给予孩子的最重要的东西——让他们在成长的
过程中耕耘自己的精神家园，成为胸口写着“热爱”的人。

绽放——让信仰花开

朱永新教授说：教育最高的目标就是让人类美好的
道德进一步明亮起来。

有了需要追逐的光，生命才会发光。2020年春，在雷
锋部队的影响下，在现任雷锋班班长牟振华的亲自指导
和训练下，我校成立了国旗护卫队。队伍成立以来，先后
培养了四期队员。队员们的训练风雨无阻，每一次训练
都是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队员们以雷锋为榜样，凭借
过硬的作风、良好的精神风貌，多次承担陕西省少代会等
大型活动的升旗任务，为少先队员们作了引领示范。

学习雷锋精神，我们是一粒种子，在精神高地上扎
根、发芽；弘扬雷锋精神，我们是一株花蕾，把芬芳四处播
撒。2020年的建队日活动上，我校和延安市延川县文安
驿中心小学（梁家河学生就读学校）缔结友谊学校。2021
年春，两校携手，共同承办了“播撒雷锋精神种子，迎接祖
国百年华诞”陕西省创建英雄中队活动。雷锋部队、共青
团陕西省委、两校师生代表共同播种下代表雷锋精神的
七色花种。这是温暖的牵手，我们一起努力为孩子们塑
造起一座精神长城。

秉承“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宗旨，我们在共
读雷锋日记中发现善良，在讲述雷锋故事中解读纯真，在
传唱雷锋歌曲中获得力量，在点点滴滴的行动中成为新时
代的“雷锋”。如今，学雷锋实践活动已经成为西安高新四
小德育的重要载体，雷锋文化课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3年3月，我校被授予陕西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我们坚信，每一颗跳动的
心，都是一颗宝贵的火种，等着我们用最恰当的方式点
亮。因为，我们每一个新教育人的内心深处，都始终坚定
地相信——相信种子，相信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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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承续薪火的精神家园建一座承续薪火的精神家园
■河南省开封贞元学校 张春燕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建一座承续薪
火的精神家园”是刻在河南省开封贞元学校的醒
目文字。

前半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是新教
育实验使命的体现，后半句针对贞元学校，表达的
是贞元学校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在这里，孩子
们的根脉不断向下，扎进民族精神的土壤，然后向
上开枝散叶，最终以挺立的中国人形象与世界互
动，成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创造者。

那么，这样的愿景如何实现呢？

聆听大地的声音——
打开儿童心灵时间

儿童的认知规律决定，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
需要运用多感官来探索世界。所以，多学科融合，
打开孩子心灵，让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大地，是走
向未来精确认知的第一步。

科学教师带孩子们种蘑菇，孩子们伴着蘑菇
的成长，写观察笔记、诗歌故事。最后，在我们把
蘑菇变成一道菜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情很复
杂——想吃，又舍不得。我们的昊昊哭完之后吃
掉了它，然后说：“以后我要好好吃饭。”

科学课养殖的波特虾死了，孩子带着敬意将
其制作成标本。小仓鼠芝麻去世之后，全班一起
为它举行庄严的埋葬仪式。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创作灵感汩汩流出。
他们写植物动物，写身边朋友，写风写雨写星星，
哪怕只是看到一片生病的树叶，也能吟诵出诗。

到了中年级，我们以原创的二十四节气歌为
线索，开启为期一整年的“栖息在农历的天空
下——古典诗词、节气节日、文化传统之旅”。我
们从先前的童话世界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时空，将
课程搬到户外，以学科整合的方式，“沉浸式”
完成。

整整一年，我们在二十四节气中串起了 150
首古典诗词，孩子们人均写了 300多篇诗歌、歌
词、诗评、节气笔记等，字数也从最初的几行到后
来的上千。

是的，这是我们共同栖居的大地，是生长麦子
青菜的大地，也是埋藏唐诗宋词的大地，是哺育我
们肉体的大地，也是滋养我们精神的大地。

聆听社会的声音——
落实课堂思辨的成果

随着年级的升高，孩子的思维水平有了新的

发展，渐渐由以自我为中心、整体感知世界，转向
可以在思辨的基础上主动关照周围世界。这时
候，引导孩子们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砥砺思
维，发展自我，便是教育的核心。

不过，“社会”是什么？不是校园之外的世界
才是“社会”，组建团队，与他人互动，都是在进行
社会化交往。如果只是打开校门，链接各种资源
去“行走”，或许在“打开视野”上发挥了作用，但思
维的真正深入，需要更进一步的行动。

所以，孩子们需要在课堂，以问题和对话的方
式，完成思维的建构，然后再在社会化互动中，行
其所知。

比如八年级学习语文教材的“新闻”单元时，
我们设定了涵盖课程标准“一核四层四翼”的三维
目标（下图）。

之后的表现性任务，便是以小组为单位，让孩
子们化身贞元记者，采写体现贞元价值观的故事。
孩子们兴致勃勃，聚焦实际问题，采写了一系列校
园故事。

看上去，这些活动都没有离开校园这个物理
空间，但却实实在在地触及社会化实践活动的实
质。当拥有真的洞察力后，即使在最卑微的小人
物身上，在每天经过的黄泥路上，也能发现真正的
光辉和价值。

当然，我们也在积极创造走出校园的机会。
孩子们四年级时，我们创作并演出了童话剧

《回家》。这是一个关于梦想和寻找真正的自己的
故事。如每次出演童话剧一样，我们先在课堂思
辨中完成对故事的理解，然后联系北京的独立剧
场，公演三场。

这样的商业行为，让孩子们得到了人生的
第一笔票房。我们希望孩子们明白，个人价值
可以也应该和社会价值连接在一起——当你沉

浸自己喜欢的领域，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时，就
可以在惠及社会的同时，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
展的空间。

如此，再次回到课堂，孩子们便更加体会
到，学科知识的价值，不是只能和外在的考试、
评价对应，而是指向真正的素养能力。这样的
素养和能力，在自我与社会的交互过程中得到
展现。

聆听天空的声音——
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

随着生命的成长、理性思维的成熟，我们必然
要面临的是对价值的追问，也就是康德所说“头顶
的星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理性，到底可以
用来做什么。

所以，我们引入中西经典，以问题的方式，
把那些曾经照亮历史天空的先贤圣哲请进课
堂——通过《世说新语》中有趣的故事，体会魏
晋名士的精神风骨；选择《史记》中的《孔子世
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以课堂思辨的方式，揭
示孔子如何从普通人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儒家
学派创始人的历程；在孩子们对儒家精神有了
初步把握的基础上，我们又引入发展儒家精神
的《孟子》，儒家集大成者王阳明和他的《传
习录》。

清明假期，我们去曲阜拜谒孔庙。沐着沂水
的春风，我们有了和普通游客不同的感受。

我们又去王潮歌导演的《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潮歌导演用“麦子”致敬大河之南的这片土
地，而江子校长在旅程之后，写下《麦子》诗歌，
引导“穿越”了儒家大课程的孩子们，用文化的

“麦子”，串起诞生于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前世
今生。

总之，这样的课程，不是仅仅“知识”的传
输，更是拆除时间和空间的壁垒，让孩子直面
时代与生命，聆听来自天空的声音——仿佛先
贤与我们一起，围坐在那堆自远古燃烧至今的
由人类智慧点燃的篝火旁，思考时代难题的解
决方案。

聆听窗外声音，就是建造一座师生得以栖居
其中的精神家园。

这样的家园，不断拆除围墙，让那些课堂上所
学的理论知识，在孩子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真正
成为打开心灵、发展思维、塑造人格的强大力量。
最终，孩子应该有能力活出自己的价值。

图为该校学生在做实验图为该校学生在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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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念 核心知识和技能 创新思维与人格发展

● 构 建
生成“新闻”
的观念——
探寻“真相”，
传递价值

●理解新闻要素和不
同体裁新闻作品的特点，
理解它们的适用场景；

●能够分辨新闻背
后的客观事实和主观评
价，初步形成审辨式阅读
和写作新闻的能力。

●在不断理解新闻
精神的基础上，去探寻

“真相”，以此传递价值，
活出价值（追踪、解决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