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本质是指向人的生命的
发展与完善，而生命的底色是多彩斑
斓的。学校，作为师生生命的重要栖
息地，应当创设一种丰富活泼且“有
意思”的学校生活，让师生在其中发
展。怎样的学校生活才能称为“有意
思”呢？我们认为，“有意思”既包含
有趣味，也指向有意义，即有趣、有
志，亦有为。于学校生活而言，就是
让师生在体验和实践中收获成就感，
激活自身的生命体验，乃至生命成长
的过程。南京市雨花台初级中学（以
下简称“雨初”）在学校“和雅文化”的
引领下，通过营造立足实践的德育体
系、打造五育融合的校本课程、建设

“和雅致美”的教师队伍，描绘出师生
生命成长栖息地的“雨初模样”。

立足实践创生特色德育

以创新引领德育、以文化滋养德
育、以审美丰盈德育是雨初德育工作
的美好愿景。学校充分凸显学生的
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营造出立足实践的德育体系，为学生
可持续发展和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在创造中享受文化濡染。在雨
初，你会看到这些场景：师生共同制
订班级公约，商定班级特色名称和班
级宣言；师生共同绘制班徽，打造不
同主题、契合班级特质的文化墙；师
生共同撰写德育故事，让每一个生动
的瞬间铭刻在雨初人的记忆中；师生
共同打造人文走廊，让学生沐浴在

“和雅文化”的芬芳中……学校让教
室里的每个学生享受文化濡染，在创
造中朝向有德性、有情感、有知识、能
审美的目标一天天丰盈与成长。

在实践中实现自我超越。雨初
开展有助于学生技能习得、能力提
升、个性发展的“六个一”活动，即“每
人培养一项艺术爱好、每人熟练掌握
一种运动技能、每月阅读一本好书、
每月学会做一道菜、每月参加一次志
愿者活动、每天帮父母做一件家务”。
你会看到雨初的学生积极参与艺术
节展示、在社团烹饪课上“大展拳脚”
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大餐、在学校
乃至社会的志愿者行动中发光发热，
在一次次实践中实现自我超越。

在“定制”中体验情感触动。每
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雨初教师
给学生写的评语也是“独家定制”的，
你看——

顾氏子，名哲禹。文质彬彬，寡
言少语，待人温和。好读书，如能勤
于笔录阅后之感，必将有所精进。学
有进益，如能持之以恒犹佳。望尔于
闲暇之时，与家人共勤内务，动静有
度，方得少年朝气——这是陈晓彤老
师以文言文形式写的评语。

笔落未负幽栖志，笛声四散见天
真。涉猎广泛奇雨中，搏浪迎波处世
同——这是张诗吟老师以古体诗形
式写的评语。

朗日春丽似蜜浓，执器弄手醉课
中。渡己不念他人行，唯有，文多武
少勿蹉跎。道尽为学苦未定，休愤，
花开本自要春风。试问金榜谁题名？
勤者，为人为事皆诚心——这是姚红
燕老师以词的形式写的评语。

我们倡导班主任老师通过个性化
评语，用成语、文言文、古诗词等多种
形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评价，让学生
在独特的评语中体会到独有的肯定，
领会到教师的良苦用心，感受到不一
样的情感触动，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五育融合打造校本课程

在“和雅文化”的引领下，雨初实
施精准教学，着力打造五育融合的

“4D”和雅课程体系 ,发展人文素养
（Develop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发 展 理 性 精 神（Develop Rational
Spirit）、发展生活技能（Develop Life
Skills）、发 展 身 体 素 质（Develop
Physical Fitnes）。其中“清正和雅：雨
花茶文化课程”是“4D”和雅课程的校
本化典型课程和重要构成，通过学科
融合，指向全面育人。

走出教室，让学习充满乐趣。为
了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体悟课程，雨初
开辟占地约3亩的清正茶园，旨在让学
生们亲近自然，通过亲身参与茶园养
护，更直观地观察茶叶的生长过程，并
亲手进行茶叶的采摘与加工。学生们
对于走进茶园上课无比期待，当他们
齐心协力将茶园整理得井井有条时，
当他们亲手采摘下茶叶的嫩芽时，当
他们用茶锅炒制雨花茶时，脸上洋溢
出的是劳动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

走进心灵，让学习涤荡身心。在
初三特别开设的“正念冥想＋茶文化
心理课程”上，学生们拿出茶叶开始
碾茶，同时调整呼吸，展开冥想；煮茶
时，学生们在添水或佐料时，给予自
己正向支持；倒掉第一浇水，学生们

在心理教师的引导下放下压力，涤荡
身心的疲惫，消除消极情绪；在品茶
环节，学生们边感受茶香，边通过冥
想调整状态，积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
学习压力带来的挑战。

“茶文化心理课程”是一门全新的
学科融合课程，以茶为媒介，通过专注
的泡茶、品茶，培养学生恬淡温和、不
骄不躁的性格，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
静心专注，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
惯，培养美好、积极的心理品质。

走向融合，让学习更加完整。雨
初将雨花茶课程与国家课程有机融
合，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如学校物
理学科张睿老师通过设计系列茶艺
实践体验活动，让学生感受物理学与
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体育学科关超
凡老师结合体育中武术项目太极拳
的养生功效设计系列实践活动，让学
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及运动习惯；
美术学科范丽亚老师将非遗剪纸与
雨花茶文化校本课程相融合，让学生
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尚礼尚雅之风。
走向深度融合的课程旨在把学生作
为一个整体的生命来培育，让学习更
加完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和雅致美”引领教师队伍

梁启超曾说：“趣味最真而最长
的职业，再没有别样比得上教育。”当
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体会到了“有意
思”，他的专业成长才“有方向”，专业
生活才“有意义”。雨初通过建设“和
雅致美”的教师队伍，增进教学相长，
不断打磨教育生命的光泽与质地。

志同道合：“有意思”的专业探
寻。雨初组建多元教师共同体，从发
展阶段、发展目标、年龄层次等不同
维度构建教师科研共同体、学科教研
共同体、跨学科教研共同体、中青年
教师成长共同体、骨干教师研修共同
体。教师们通过教学中的一个个小
问题、真问题、疑难问题展开研究，在
分析、解决问题中走上深度探究的旅
程，促进个人的专业化发展。

雨 初 推 动 项 目 化 研 修 方 式 。
2022年，学校“和雅致美”好教师团队
成功入选江苏省第二批“四有”好教
师重点培育团队。团队建设实施分
社合作制和项目研修制，系统设计项
目任务，依据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成
立多个项目组。项目化研修以项目
为驱动，全面规划教师整体发展，以

共同愿景凝聚行动共识，引领教师过
有志、有趣、有为的专业生活。

寻美向雅：“有意思”的志趣生活。
教师志趣是兴趣和志业的有机结合，
兴趣与志业将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
雨初通过志趣共同体的建设努力让教
师的志业迈向更高的精神境界。

在雨初，你会看到这样“奇妙”的
景象：体育老师开设园艺课程，语文老
师开展瑜伽训练，英语老师组织学生

“插花赏花”“围炉煮茶”……自2022年
开始，学校广泛动员教师自主申报，建
设教师志趣共同体，共开设羽毛球俱
乐部、瑜伽俱乐部、书画篆刻社、园艺
社、茶生活社等10个教师志趣共同体。
丰富多彩的团队活动，提升了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丰富
了志趣生活，强健了体魄，陶冶了情
操。当兴趣变成志趣，“有意思”才会
变得“有意义”“有价值”。

多元一体：“有意思”的评价管
理。雨初坚持以立德树人作为教师评
价的根本标准，改进结果评价，用多元
一体的评价管理，唤醒激励教师的内
在生长力、推进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
学校在每年9月评选“学生最喜爱的老
师”，每年末进行“年度感动校园人物
评选”活动，通过师生推荐和投票，最
终确定获奖教师人选。获奖教师与学
生执手共走红毯，在掌声和欢呼声中，
师生共赴教育的美好之境。

2023年 10月，雨初举办“美师美
刻”点赞活动，通过线上发布征集令，
在校园张贴征集令海报和设置点赞
箱，共收到在校学生和已毕业雨初学
子的点赞卡和邮件1000多份。我们将
学生的“点赞”制作成微电影，大批学
生积极报名出演，与他们最敬爱的老
师共同重温美好的回忆。微电影直观
地呈现了学校“和雅致美”好教师的文
化底色，彰显雨初教师的人格美。

“温润和谐，规范高雅，和而不同，
雅而有致”是雨初“和雅文化”的内涵。
以学校文化为基石，雨初致力于让学校
生活有志有趣亦有为。在和雅的育人
价值导向下，教师看见学生、相信学生、
助力学生；学生选择兴趣、激发兴趣、成
就兴趣。在“有意思”的学校生活中，师
生生命更加完整，教育自有无限可能。

（孙进系南京市雨花台初级中学
党总支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陈梦
媛系南京市雨花台初级中学教师
发展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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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第三十七中学（以下简称
“三十七中”）于1965年5月建校，具有
光荣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秉持“生态育人、适性成长”的办学
理念和培养“身心和谐、个性彰显的生
态使者”的育人目标，以“生态教育”为
引领，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和途
径，坚持以生为本，推进人本管理，实施
课程改革，强化办学特色，关注师生发
展，努力为师生共同成长提供良好的环
境，让师生在体验、探索的过程中培养
兴趣、发展志趣、陶冶情趣，将学校办成
师生有梦、追梦、圆梦的家园。

以“生态教育”塑造管理体系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把
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认为管
理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
语言。三十七中从教师、学生、制度、
物质、精神等方面入手，搭建高品位文
化载体，努力把教师和学生培养成高
层次文化群体。

教师生态文化：团队引领，梯队发
展。我们制订“生态教师”培养行动方
案，明确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规划和年
度计划，打造“适应期、发展期、成熟
期、专家型”教师梯队，使教师发展有
方向、有目标；开设“青年教师素养提
升研修班”，邀请省、市两级专家到校
授课、引领课题研究，促进教师培训有

“动能”，推动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学生生态文化：多元发展、低进优

出。学校落实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
论”，遵循教育教学和学生成长规律，
实施“‘生态学生’多元发展成才计
划”，坚持因材施教原则，构建科学育
人模式，融合多种优质资源，为每一位
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推动每一名学
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制度生态文化：主动靠前、精准服

务。学校不断建立和完善党群建设、
行政管理、教学科研、德育安全、财务
绩效、总务后勤等一系列制度，经由学
校教代会审议通过执行。同时主动创
新管理机制，设立年级领导小组，实行
年级扁平化管理，近距离地了解教师
思想动态、班级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
落实各项教育教学措施，真正做到制
度管人、制度育人、制度发展人。

物质生态文化：润物无声、滋养心
灵。学校在滨湖校区重点打造了“一
池”“一廊”“一墙”“一塔”“一馆”“两
园”“一基地”以及教学楼、办公楼的廊
道文化。廊道文化内容围绕徐州百年
煤矿文化与学校历史积淀而阐发；“珍
木园”“环保塔”“校史馆”“生态文明教
育课程基地”彰显学校生态教育特色，
体现了生态教育的传承性；“劲虚园”

“不染池”“云木廊”“苏轼文化墙”则体
现了劳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有助于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润泽丰
厚生命，提升人生品位。

精神生态文化：凝聚人心，砥砺前
行。学校精神是所有师生员工的共同
核心价值观，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我们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文化育人工
作，在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办学经验的
基础上，形成“厚植向上 、笃行致远”的
校训、“厚爱润心、和融共生”的校风、

“厚生立责、知人善教”的教风以及“厚
积薄发、精勤不怠”的学风，增强了师生
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全校上下奋发
向上的热情。

以“生态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三十七中大力倡导“自主融合”“生
态育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导向，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态文明教育，明
确“内容层次化、组织网络化、形式多样
化、管理科学化、考评制度化”育人要
求，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积极构建多层面、主体化德育网络
体系，明晰阶段性德育目标。高一重

“养成”，以“礼仪”“感恩”“法治”“安全”
为导向；高二重“成长”，以“生涯规划”
为引领，以个性发展为驱动，以特长展
示为激励，全面指导学生规划自我，发
展自我，完善自我；高三重“成人”，以责
任担当为两翼，着力开展助力学生成长
的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全面实施“‘生态学生’多元发展
成才计划”，充分尊重每位学生的选择
权利。学校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个性
化发展、选择性发展，建设创新人才联
合培养模式，一是引入南通基础教育
的优质资源和管理方式，联合江苏省
如东高级中学设立三十七中如东班，
为学生搭建实现增长知识见识、增强综
合素质的立交桥；二是与江南大学、南
京晓庄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等先后签订
合作办学协议，作为高校的优质生源基
地、实习实训基地，助力学生多元化发
展。三是与徐工集团合作，整合融通课
程资源，共建“徐工工程师实践中心”，
开设“工程师课程”等特色校本课程，引
导学生走高端职业技术教育之路，为创
新人才培养畅通更好的成长通道；四是
通过学生生涯规划课程、职业体验课
程、小语种教学、艺术体育特长培养等
分类对学生进行指导，为每一位学生的
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以“生态教育”深化课堂改革

三十七中积极贯彻落实徐州市教
育局推进“三新四行动”和开展“新教
育实验”的工作要求，坚持把握教育教
学规律，不断传递生态成长的价值和

理念，真正让学生享受学习过程、热爱
校园生活，让教师享受同孩子一起成
长的快乐，帮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
自己。

成立教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积
极构建高效课堂教学范式。学校在总
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一独
四互”课堂教学范式，打造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生态“理想课堂”。同时通过

“独立自读、互助学习、互换角色、互动
交流、互评助推”等教学环节，促进教
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及学生
学习方式的改变，将自主、合作、探究
有机融为一体，提高课堂效率。教学
方式的改革改变了学校课堂生态，学
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综合素质不断
提高。

高度重视智慧校园建设，建立适
应课改要求的网络化、智慧化、人文
化管理模式。学校建成以移动终端、
智慧教学、教育云资源等为主要标志
的智慧校园环境，引进“超星”智慧校
园服务平台，立足于学校党建、校务、
教学、科研、德育、资源工具等业务场
景，建成党务校务管理系统、移动听评
课系统、选排课系统、生涯规划系统、
校园阅读系统、后勤管理服务系统等。
各系统内容丰富实用，实现了学校多
领域信息资源互通与共享，提升了学
校管理与教学的智能化水平。

例如生涯规划系统，通过大数据
对学生的专业意愿和发展愿景的主客
观条件进行分析、总结，对学生的兴
趣、爱好、能力、价值等进行综合分析
与权衡，引领学生充分进行自我认识，
形成规划意识，寻找个人兴趣爱好和
知识学习之间的共振点，奠定未来发
展的基础。

（作者系徐州市第三十七中学党委
书记，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校园，是师生知识交流、智
慧碰撞与心灵相约的场所，教育
的特质赋予了它更多的文化韵
味与生命体征。如何打造和谐、
多彩的校园生活，使其成为师生
难忘的人生驿站？东海县双店
中心小学（以下简称“双店小
学”）立足新课程改革方案和课
程标准，基于学校的文化基因，
彰显学校“相互成全”的核心价
值，通过课程、文化和活动的引
领，引导师生在学校过一种有意
思的校园生活，让学校成为师生
人生旅途中美丽而难忘的驿站，
共享美好时光。

文化引领，共享心灵驿站

双店小学坚持以文化引领
学校发展，让学校文化内涵建设
成为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近年
来，学校提出“双成”文化教育理
念，其价值核心是“相互成全”。
我们通过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强
化文化宣传，引导师生逐步认同
校园文化，促进内涵发展。

营造浓厚氛围，强化理解。
学校利用校会、班会、校园微信公
众号等形式向师生传递文化理念
和精神。我们打造文化墙，进一
步诠释校园文化，在校园显著位
置设立体现办学主张、愿景及育
人目标的标志牌，为师生营造良
好环境，提供真正适宜的教育。

开展多样活动，内化于心。
双店小学组织了多种多样的系
列活动，引导师生把学校文化内
化于心。例如，我们组织师生编
排表演体现校园文化的情景剧，
引起师生的广泛讨论，引领师生
深入理解校园文化，把理念真正
扎根在心中，让学校成为师生成
长历程中的心灵驿站。

课程引领，共享快乐驿站

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顺应新时代教育发展规律，
双店小学在严格落实国家课程
的基础上对校本课程进行创新
设计，实施贯彻学校文化理念的
科创、艺术、体育三大课程，构建
富有特色的育人模式。

科技创造，探索未来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教育既
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
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
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
质。为此，双店小学专门建设了

“少儿技术工作坊”，对科创课程
进行顶层设计，组建科技发明组、
科技航模组、“STEAM团队”等。在课程中，学生在专
任教师的指导下自由地翱翔，积极地探索。学校组织
学生多次参加省、市、县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大赛等，均
获得了喜人的成绩，学校也获得多项省级表彰，如“江
苏省优秀少年科学院”“江苏少年科学工作室”等。

体艺熏陶，强化社团功能。为让孩子从小受到
艺术熏陶，发挥美育的教育功能，双店小学组建学生
们喜闻乐见的社团，开发了舞蹈、小合唱、写生、绘
画、书法等多个项目，让学生们在社团活动中认知社
会、提升能力、张扬个性、增强自信，爱上学习和学
校。学校组建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引导学生在
体育训练中锻炼健康体魄，习得体育技能。课后延
时服务时间，甚至节假日，你都能看到学生在操场上
认真训练，挥汗如雨，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活动引领，共享幸福驿站

双店小学致力于在活动中进行育人的教育
实践，引导师生在实践中体验幸福。我们成立了
由校长室牵头、各处室分工合作的学校活动筹划
小组，制订规范而明确的活动计划，用科学的方
式把一学年的活动分解到每个处室，活动的时间
节点由负责处室提前统筹安排，其他处室协调配
合，组织师生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节日活动，精彩纷呈。儿童节、元旦，学校会
组织师生共同参加文娱活动，节目形式多样，人
人喜气洋洋，整个校园沉浸在快乐之中。每年冬
至，学校工会组织教师和部分留守儿童开展包饺
子等温馨的活动，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清明节，
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踏青、祭扫先烈等活动，同时
组织党员教师赴烈士陵园开展党员教育活动。

专项活动，主题鲜明。双店小学每年都要按时
举行科技活动节、体育运动节、读书活动节等专项
活动。师生广泛参与，让孩子们沉浸于活动，在活
动中增长知识开拓眼界。比如每年的科技活动节
期间，孩子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小发明小创造，
和同伴之间交流心得体会，还可以聆听专家带来
的有趣专题讲座，师生共同完成趣味实验等。

教研活动，收获满满。双店小学以课题为引
领，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让每位骨干教师都有自
己研究的子课题，同时带动一批教师一起研究，这
样就形成“骨干教师带头，人人参与研究”的教研
新样态。与此同时，学校以骨干教师为引领，开展
切口小、针对性强、结合教育教学实际的小型非正
式教研活动，在“课堂围观”以后展开研讨。

双店小学通过课程、文化和活动等引领师生
过一种有意义的校园生活，过一种在人生旅途驿
站中短暂而又值得回忆、留恋的幸福生活。

（周克杰系东海县双店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第二期教育家型校长创新培育
计划培养对象；鲁海彬系东海县双店中心小学副校长）

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的场所，更是精神成长的家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大多数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我们必须关注这段生命时光的质量，特别是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的愉悦性。本期“影响力学校”专
版，呈现 3所共同体成员校在促进师生生命成长方面的实践与探索，看学校如何立足自身实际，运用各种资源，通过不同途径，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让师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将志向和兴趣密切融合，
养成终生受益的习惯，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

编
者
按

以生态教育赋能师生成长以生态教育赋能师生成长
■万众

师生生命成长栖息地的“雨初模样”
■■孙进 陈梦媛

打
造
打
造
﹃﹃
人
生
驿
站

人
生
驿
站
﹄﹄

共
享
共
享
﹃﹃
双
成
双
成
﹄﹄
时
光
时
光

■
周
克
杰

鲁
海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