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所有故事的学校。2004
年，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高
德康先生创办了私立德意实验小
学，后改制为公立小学。2009年，学
校更名为银河实验小学，并于 2020
年成立了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学校秉持“让每一颗星星在银
河中闪光”的办学理念，扎实推行新
教育实验，追寻“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短短十余年便获得较高的知名
度与美誉度。新教育实验发起者朱
永新教授曾多次夸赞“这是一所真
正在做教育的学校”。

文化立校：
寻找一轮太阳

2016年，我校 306班学生张道一
的《喜鹊先生的信》由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中国诗话研究第一人、钱钟
书先生的得意门生蔡镇楚教授为诗
集题签，中国茶文化研究者、林徽因
之侄林治教授为诗集作序，称其是

“我国第一本孩子写给孩子和成人
的诗集”。

在银河小学，有许许多多像张
道一这样的小“星星”，正在自由灵
动地成长。

早在建校之初，章建平校长就
提出：银河，需要一轮太阳。这轮太
阳，便是学校的文化。“让每一颗星
星在银河中闪光”是学校文化的直
观表达，“闪光”，即卓越、优秀，是
基于个体差异的进步，是基于生命
价值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学生，就
是学业有成，个性灵动。表现为教
师，就是专业发展，自尊自信。“让
每一颗星星在银河中闪光”，期待所
有师生能在校园里同生共进，实现
生命的最优发展，闪耀生命的盈润
之光。

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学校用
心打造“科技精神”与“人文情怀”兼
具的环境文化。7座楼宇以北斗七
星命名，寓意这是以集体方式站立
的团队；10条道路以经典童书中的
形象命名，编织成了一张美丽的人
性之网。此外，卷轴造型的校门寓
意走进银河，一生与书相伴；刻有

“生生不息”字样的日晷寓意相信种

子，相信岁月；二十四节气石则寓意
每一个日子都意义非凡。

围绕文化愿景，学校形成了固
定的仪式、节日与庆典，如校园四
大节、独特的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
两年一届的“感动银河”颁奖典礼
等。银河人还创生了“银河语录”：
只有珠穆朗玛，不是喜马拉雅；不做
第一，只做唯一；用智力减轻体力；
被银河需要，是一种骄傲，更是一
种荣耀……

银河是靠文化站立的。因为只
有靠文化立起来的教育才充满力
量，并深入骨髓——当文化站立起
来时，所有的努力都变成自觉、自动
和自发。这样的文化，真的宛如太
阳，照彻校园，明亮心房。

专业发展：
让每一位教师自立成峰

“你若黯淡，教室就黯淡；你若
明亮，教室就明亮。亲爱的老师
们，世间本无完美，但我们，一直行
走在朝向完美的路上！”听着台上
老师们铿锵有力的话语，与会者热
泪盈眶。

这是 2020年学校承办首届全国
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中感人的一
幕。这次活动，我校 66位教师登台
亮相，一个个自信飞扬。来自全国
各地的 300余名专家及校长由衷赞
叹：这样的教师队伍，令人羡慕。

学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教师的专业站立。我校一直践行

“教师三专”，探索教师成长之路。
早在 10年前，学校就开创了教

研组、年级组之外的另一种共同
体——以教师个人志趣特长为基础
的共同体，细分为专业阅读、教育博
客、儿童课程、完美教室、有效课堂、
个案诊疗及电子档案 7个项目组。
每位教师可以根据个人潜质自主选
择。每个项目组有负责人，有专家
顾问，大家围绕目标，制订计划、扎
实推进，并借助“银河教师论坛”等
平台实现项目组之间的交流与
分享。

这个项目被命名为《抵达标杆
的行走——基于优势潜能的教师专

业发展共同体的实践研究》。这个
共同体唤醒了教师的专业自觉，帮
助教师在特长领域实现最优发展，
获得职业认可与职业幸福。该成果
获中国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近几年，青年教师“1+1”共同
体、教师成长圈等，拓宽并丰富了这
样的师训模式，每一位老师都在这
样的行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
条成长之路。

课程研发：
学生需要的，就是最好的

“瞧，这是我做的青菜肉丝面。
青菜含有维生素，面条富含植物蛋
白、膳食纤维，肉丝含有蛋白质与脂
肪。虽然肉丝切得不太好看，但是
这碗面真的超好吃哦！”

这是 2020年期末，二年级小琪
同学在参加食育活动课时的一幕。
当天，她亲自采购食材，独立完成一
份营养早餐的制作，并向大家介绍
它的营养组成。

2018年，浙江省教育厅发布推
迟上学的通知，旨在让学生有充裕
的时间吃好早餐。因为大数据研究
表明，吃好早餐，与学业成绩正相
关。其实早在 2017年，银河小学就

提出了“吃好，才能学好”的响亮
口号。

这只是学校课程改革中一项很
小的举措。建校至今，学校以“最大
限度地满足学生生命成长需要”为
宗旨，逐步架构了校级、年级、班级
三个层级的活动课程体系。校级活
动课程依托显性的校园文化，落实
隐性的育人目标，通过品性解读、电
影鉴赏、主题午唱等，形塑学生美好
的品性。年级活动课程以《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为指向设计，已在
全国几百所学校推行。此外，班本
活动课程发展迅猛，日渐成熟。“学
生需要的，就是最好的”，一系列活
动课程真正让银河学子阳光自信、
个性飞扬。

“让每一颗星星在银河中闪
光”，这一文化愿景恰似一轮太阳，
照彻学校的每个角落，照引学校一
路向前。校园因此温馨润泽，教师
因此昂然站立，学生因此灵动成长。
2016年，记录学校办学历史的《走，
我们去找好教育》出版，朱永新教授
为本书作序，他说：“好教育，是在寻
找中创造出来的。银河小学一直坚
定执着地行进在寻找和创造好教育
的路上”。

在这片河川纵横的平畴沃野
上，流传着古今英雄遇水搭桥的不
朽佳话：汉光武帝刘秀率兵讨伐，被
沂河挡住了去路，遂令兵勇割草作
桥，“草桥”因此得名；淮海战役中，
10位勇士用肩膀为全连扛起了通
道，谱写了十人桥的传奇。“桥”成为
全镇的文化地标。

教育是心与心的交流与互动，
一直以来，草桥教育人都把教育视
为一项“搭桥”的事业。开展新教
育实验后，我们更是以爱为桥，在
持续推动“营造书香校园、缔造完
美教室、家校合作共育”等行动中，
立足田野实践，融创了独特的桥文
化体系。

做好整体设计，
搭建文化发展彩虹桥

新教育认为，“文化，为学校立
魂。”草桥镇周嘴中心小学从理念文
化、视听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
四个部分着力构建“桥文化”体系。

理念文化是学校的立校之基、
兴校之本，是“搭桥人”与“过桥人”
的深情互动。我校以“生成灵动的

智慧桥，构筑坚实的品德桥，架起通
达的潜能桥，打造多彩的生命桥”为
文化内涵，确立了一训三风。

视听文化包括学校的校徽、吉
祥物、校歌等。每天清晨，伴随着
《桥向太阳，桥向明天》的校园之
声，欣赏着与桥有关的童谣、古诗
等展板，师生们开始一天的学习
生活。

优美的环境文化有着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作用。我校先后打
造了中华魂韵墙、感恩墙、十人桥广
场等红色文化场所，建设了礼乐广
场、博艺课程中心等新教育实践活
动场所，力将校园装扮成孩子们童
年生活的乐园。

行为文化享桥之美，画桥之韵。
我校师生共同研发了以“五技十艺”
为首的桥活动课程，努力为每个孩
子搭建起绚丽多彩的人生桥梁。

拓展教育内涵，
搭建学生成长立交桥

营造一所有底蕴的书香校园。
朱永新教授说：“没有阅读的学校永
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新教育实

验的核心是阅读。因此，我们主要
从校长推动、教师引领、学生悦读和
家长助力四个方面着力营造书香
校园。

校长推行“五一工程”，发起成
立一个教师读书会，每个月带读一
本教育专著，写一本读书笔记，推门
听一次阅读课，组织一次阅读课研
讨；教师在每月精读一本书、泛读三
本书的基础上，进行每月一次阅读
课研讨、公开课展示，每学期我们会
举行一次全镇的阅读赛讲课；学校
还会定期开展教师朗诵比赛、“最美
读书人”评比、阅读笔记展评等
活动。

我们还以国旗下经典诵读、主
题阅读、精美书签、书香五展等活动
为依托，让学生共读有滋有味，学习
生活明亮多彩。阅读的种子是在家
庭播下的，我们倡导每个家庭拥有
一个小书架、一张小书桌、一份阅读
计划、一本阅读记录。每学期，学校
会根据家庭阅读存折和阅读记录，
进行书香家庭的评选。

《阅读的力量》中写道：“当环境
中充满读物时，阅读就很容易发
生。”我们在校园的走廊、楼梯道均
设立书吧，每个班级均配备书柜，让
书香氤氲至整个校园。我想，这也
是一名校长送给孩子们最好的
礼物。

缔造一间有个性的完美教室。
“教室，一个书写传奇、创造奇迹、
演绎故事的地方。如果说文化为
学校立魂，那么教室之魂就是教室
文化。”为此，我们举行了全镇缔造
完美教室仪式，构建了教室文化的
价值系统，以“桥文化体系”为蓝
本，开展了一系列个性化的班本活
动课程。

一间完美教室，离不开“晨诵、
午读、暮省”的润泽。每个清晨，校
园都会被孩子们的读书声唤醒。晨
间诵诗、日常诵诗和情景诵诗等，
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仪式感。
我们还专门开设午间阅读课，提供
适龄书籍，开展创新趣味的阅读活

动，丰富孩子们的阅读生活。暮省
是一天中最温馨静谧的时光：学生
们用随笔和日记等形式反思记录自
己当天的学习生活，老师通过批
注、回信等方式，相互编织、相互
鼓励。

李镇西老师说：“完美教室有快
乐、有收获、有故事、有成长。”草桥
师生在缔造完美教室的过程中拔节
生长、向阳绽放！

2015年，沈星老师偶然与“抖
花棍”相识，便把它带进了我们的视
野。因为招式与武侠动作相似，大
家给它取了个霸气的名字——斗转
星移。由此我得到启发，是否可以
创设更多积极阳光、又能传承文化
的特色活动呢？

立足于传统文化，全镇各校校
（园）长及骨干教师进行研讨。很快，
“沥粉填金”“幻化彩竹”“一染倾园”
“风吹麦浪”等15项活动应运而生。

缔结教育同盟，
搭建家校共育连心桥

新教育实验认为，家校共育能
激活教育磁场。为此，我们大力推
进家校合作共育：举行学初见面会，
以各班、学校为单位成立家校合作
共育委员会，鼓励家长参与学校事
务的管理，实施“精准 1对 1”关爱工
程。我们还开设新父母学校，录制

“家长大讲堂”。
草桥教育建立起的新型家校合

作方式，形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共育
磁场，在家长、学生与学校三者间架
起了一座沟通合作的连心桥。

因“桥之缘”，走“桥之路”，享
“桥之果”。截至目前，学校先后获
得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徐州
市学讲先进单位、新教育全国实验
学校、新教育全国示范学校等殊
荣，并连续 11年获得新沂市综合
评比一等奖。过上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是草桥教育人的奋斗目
标。草桥教育人将不忘初心，继续

“为孩子的未来搭桥”，向着明亮那
方前进。

■江苏省新沂市草桥镇周嘴中心小学 段南京

为孩子们的未来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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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文化叙事

新教育认为，“文化其实就是指
一个群体、组织在长久的共同生活
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每所幼儿园
都有自己的文化，幼儿园园标承载
了幼儿园文化的根本精神，反映了
幼儿园的办园追求。但是，许多幼
儿园的文化往往只是呈现在墙壁
上，体现在口头上，不能根植孩子的
心灵，融入孩子的血液，成为孩子成
长的精神力量。

2019年下半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孩子们在幼儿园里散步时发现
了墙上的大园标，为之感叹：“哇，好
大的园标呀！”随即便有孩子说道，

“幼儿园大门上也有园标。”“北大厅
里也有。”……一场寻找园标之旅自
发地形成了。此刻，园标已深深吸
引住了孩子们。

我们的园标上，大手和小手的
造型相互融合、渗透，象征作为教育
者的大手牵引着孩子的小手一路前
行，也象征爱、信赖和合作……孩子
们已经大班了，可我们似乎还没深
入探讨过关于园标的话题。于是，
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从寻找园
标的寓意、感悟园标的内涵、践行园
标的精神、畅想园标的魅力四个方
面进行探索，从发现—感悟—体
验—展示四个层次去满足孩子的需
求，引领孩子的成长。

寻找园标的寓意

一开始，孩子们就提出了不少
问题，比如大手小手握在一起是什
么意思？为什么要设计成圆形？大
手是谁的，小手是谁的？我们把这
些问题进行分类整理，制成调查表。
想知道园标的含义，可以访问谁呢？
访问些什么？他的办公室在哪儿？
又一组问题应运而生。

访问谁？经过探讨，孩子们觉得
园长肯定知道，幼儿园里的老师也一
定知道。最终我们就确定了以下几
个受访地点：园长室、办公室、财务室。

访问些什么？孩子们自主分
组，根据小组意愿制作自己组的调
查表。

办公室在哪儿？有孩子提出要
实地考察，于是每组派个代表在幼
儿园里走一走、找一找。回教室后，小组间互相协商，确
定了自己组的访问对象，然后一起绘制线路图。

准备就绪，大家就拿着线路图、调查表出发，开展关
于园标的园内访问了。

访问结束后，每组轮流分享调查结果，并且汇总在大
的调查表上，园标的意义还真不少呢！

在整个寻找园标寓意的活动中，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
个 STEM项目：自主设计调查表、绘制调查线路图、实际调
查访问、分享调查结果，他们时而是记者，时而是设计师、
工程师，综合素养不断提升。

感悟园标的内涵

随着调查的深入，孩子们也渐渐读懂了园标，渐渐感
受到了园标的寓意——爱、合作、探索、感恩。

阅读区里，孩子们阅读《先左脚再右脚》《艾薇的礼
物》《南瓜汤》等关于爱、感恩、合作的绘本，对爱的理解也
更深入了，又在表演中尝试演绎何为爱。

在诗朗诵比赛中，孩子们用甜甜的声音大声地述说
着。我无比震撼，原来他们小小的心里藏着大大的爱，他
们的爱是如此丰满，如此富有力量。

在“画一画园标”活动中，孩子们感受大手牵起小手
时的那份幸福与激动。我们是小手，被大手紧紧地握在
手心里；我们是小大手，紧紧地拽着小小手。

我们还邀请爸爸妈妈来幼儿园，一起分享我们的活
动故事，一起跳园舞，一起去绘本馆读一读、品一品关于
爱和感恩的绘本。

践行园标的精神

一个个活动助推孩子们将园标精神根植在心灵，成
为成长的精神力量。

在“传杯子”音乐游戏中，孩子们听着节奏，数着节
拍，渐渐有了合作意识。

美术活动“我们小手拉小手”中，孩子们紧紧拉起了
同伴的手，幸福洋溢在脸上，爱在小手间传递。

大手和小手分别代表谁？孩子们认为大手是老师，
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手是自己。我肯定了他们的想
法，并跟着问：“那如果你们是大手，那谁是小手呢？”“是
弟弟妹妹。”我追问：“那你们能为弟弟妹妹做些什么？”于
是，大带小活动开始了。

我们分三组分别来到 3个小班的午睡室。起床时间
已到，孩子们轻轻唤醒弟弟妹妹，并为他们穿衣服、叠被
子，教他们穿鞋子。这不就是园标中“爱同伴、爱弟弟妹
妹”精神的体现吗？之后，我们又分享了照顾弟弟妹妹的
心得，孩子们各抒己见。小宇在给弟弟穿衣服时，发现弟
弟尿湿了衣服。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话题：怎样才能避
免穿衣服的时候尿床？孩子们逐渐懂得，照顾弟弟妹妹
除了要有耐心和爱心，还需要智慧和技巧。

畅想园标的魅力

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孩子说：“我把园标讲给爸爸妈
妈听了。”也有孩子说：“我要让幼儿园里其他小朋友都知
道。”那么问题来了，你想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以什
么形式告诉他们？经过一番讨论，我们决定在全园联合
游戏时，开展“园标大讲坛”活动。怎么让其他班的小朋
友知道我们要开展这个活动呢？有孩子提出可以制作海
报，很快，幼儿园大厅里有了我们活动的推介海报。

渐渐地，园标精神深入到了孩子们的内心，并反映在
他们的创作中。我们还在班上掀起了一股设计新园标的
热潮，并将这一经验迁移到设计新班标上。

文化的实质是人化。所谓人化，是说人不仅是文化享
用者、体验者，更是文化的生产者。关于园标的探索历程
让孩子们与园标有了一段时间的亲密接触，孩子们与幼儿
园文化产生了深度的生命链接。当孩子们真正成为幼儿
园的文化生产者时，幼儿园文化中便有了“我”的存在。幼
儿园文化的灵魂便渐渐融入了孩子们的生命，在他们的日
常生活中“活”了起来，成为孩子们成长的精神力量。

让每一颗星星在银河中闪光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朱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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