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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

以“毓”文化引领育才启智新航程
面对新时代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教育工作者要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
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
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
目标，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
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和创新思
维，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21 年 12 月，创办于 1891 年的
福建省晋江市毓英中学迎来了建校
130周年华诞。作为一所在海内外特
别是东南亚颇具影响力的省级达标学
校，毓英中学综合学校地理位置和历
史 的 优 势 ， 沉 淀 办 学 经 验 ， 紧 扣

“毓”文化，围绕“毓知励学、毓行
笃志、毓德正心、毓秀培英”的课程
理念，创建了校本化的“毓”文化特
色课程体系，不断创新教育实践，在
教育改革方面用功、用力，全面服务
学生的不同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发
展，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以优
质的教学培育优质的人才。

顶层设计
营造“三化”育人环境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
关情。”学校是“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重要阵地，落实“以文化人”
不仅需要实在的、有效的文化载体，
也需要无形的、适宜的文化环境。在
办学实践中，毓英中学从悠久的办学
历史和自身醇厚的人文底蕴出发，打
造了融合式环境育人模式，突出了整
体推进和顶层设计的信息化、校本化
和本土化。

（一） 文化生态，育人无痕。校
园内，“山海石”巍然屹立，彰显拼
搏奉献、爱国爱乡爱校的毓英情怀；

“勤朴诚毅园”展现“勤”的故事、
“朴”的箴言、“诚”的力量、“毅”
的 足 迹 ； 还 有 恢 弘 大 气 的 “ 人 字
门”、联结过去与未来的 1891 广场、
传承经典与现代的“三人行”广场、
寓指“井中日月、盒内乾坤”的世界
中学生运动会体育馆、号称“校园里
的五店市”的闽南古诗词文学馆等校

园生态文化构成隐性教育资源，师生
漫步其间，能时时处处受熏陶。

（二） 课程建构，引领自觉。学
校将文化建设理念融入校本课程设
计，编写关于校园历史研究的校本教
材，锤铸学生的“毓英品格”。例
如：开展闽南语古诗词吟唱教学，培
育学生的本土情怀和艺术修养；进行
禁毒教育，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和坚韧意志；发扬团结协作的“毓英
排球”精神，锻炼学生的健康身心和
积极精神。学校共开设了近50门基于

“毓英品格”的校本课程，让学生在
理解文化、认同文化的基础上走向文
化自觉。

（三） 课题实践，文化升格。学
校依托国家课题“闽南语吟唱古诗词
进校园”，着力打造“闽南语古诗词
吟唱教育”品牌课程，编辑出版《毓
英中学闽南语吟唱古诗词读本》，在
初一年段和高一年段开设“闽南语吟
唱古诗词”选修课，邀请贵峰诗社、
金井诗联社等单位的古诗词爱好者授
课，并定期举行“闽南语吟唱古诗词
比赛”“校园原创诗歌大赛”等活
动，创办诗刊《毓英诗集》等，取得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学校把课题的研
究做在课堂上，在课题的引领下优化
教学行为、提炼教学成果，真正做到
了“毓”文化课程化、校本化、特色
化。

“全员导师”
切实打破育人瓶颈

（一） 全员育人，多元合力。导师
是师德的引领者、专业的学习者、项
目的践行者、课题的研究者、成果的
分享者，导师育人，可以打破全员育
人落地的瓶颈。为促进教师自身发
展，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教
育需求，学校结合办学特色，以“王
宽购校长工作坊”为平台，提出了

“全员导师”育人模式，建构学生发展
课程体系，完备教师多元角色。同
时，学校修订了《毓英中学新一轮高
中课程改革实施方案》《毓英中学校本

课程实施方案》《毓英中学综合实践课
程实施方案》《毓英中学课程手册》等
规章制度，有方案、有计划、有步骤
地实施课程发展规划，逐渐形成了一
整套课程开发、更新、管理制度。

同时，为提升优等生的强势科
目、补缺其弱势科目，学校构建了

“培优辅差”的培养体系，将“培优
辅差”任务细化分解给每一名科任教
师，实行“一对一”结对子帮扶和

“一对多”课余时间开班辅导，针对
个体、带动全体，形成良性互动。

（二） 科技创新，激趣启智。在
推动“五育并举”创新体系的进程
中，学校组建了“创客空间”社团，
开设了“3D打印”“机器人创意”选
修课，并坚持举办每年一度的校园科
技节，通过机器人设计赛、智力七巧
板拼图、四驱车组装竞速、科学绘
画、科技影视展播、科技调查、科技
活动讲座等系列活动，提高学校科技
教育水平和创客资源利用率，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
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启迪学生的创
造力。

（三） 劳动塑心，敦品励行。学
校通过举办“爱学校”集体劳动、

“爱父母”家庭劳动、“爱社会”公益

劳动及“毓舍宜家”学生宿舍文化
节，让学生在为集体、为他人服务
的过程中体验劳动的快乐，感悟生
活的意义和为人处世的道理，从而
内化为健康的思想品格、外显为良
好的行为习惯。

“分层多元+”
构建多元育人体系

推进素质教育进程，提高基础教
育的整体水平，必须以学生发展为
本，把教育教学与学生的认知特点、
年龄特点、情感特点、个性心理等因
素联系起来，发展学生的强势智能。
对此，学校制订了不同的教育方案，
坚持“帮助为主、惩戒为辅”的教育
理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支持力
量，分层分级、步步推进。

（一） 心理帮扶，实效调适。根
据学生不同的心理需求和发展规律，
学校制订了对学生个体和同类型学生
的心理疏导与帮扶方案，根据不同学
生的不同需求，明确心理健康标准和
个体需求意向，分层级分类型进行学
生心理健康的引导和沟通工作。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进课程、进课表、进课

堂，并逐步在高中开设校本课程“合
作·成长·幸福”和“生涯辅导”选
修课程。学校还通过开设心理辅导中
心、心理信箱、心理咨询热线以及举
办师生专题讲座、“我与心灵有个约
会”5·25心理健康活动月等系列活
动，多渠道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为学
生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培养学生自
信、乐观、向上的心态。

（二） 大学先修，分层锤炼。
学校制订和实施《毓英中学基于

培优辅差的分层教学方案》，与福州
大学合作办学，设立“福大班”，实
施导师制，关注学生的不同特点和个
性差异，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提高课程
修习效果，实施分层作业。为了加强
对学生的生涯规划分层指导，学校倡
导教师不再只负责学科的教学，而是
既要扮演学生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的
指引者和领路人，帮助学生选学选
考，又要扮演学生心理辅导、学业发
展的陪伴者和同行者，促进自身发
展，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多样化需
求。

协同推进
适应教学育人需求

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学校以学
生个性化发展和教师教育教学团队化
发展为目标，在充分了解学生身心成
长规律的基础上建立“教育教学共同
体”，以学生的年龄层次、心理结
构、知识结构、个人兴趣、生涯规划
为基点，整合教育资源，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一） 构建学生发展共同体。学
校努力落实全员育人机制，营造“人
人是导师”的工作氛围，促进学生全
面提高与个性化发展，增强教育教学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此过程中，学
校打破了“一对一”的传统模式，成
立导师团，实行“会诊”机制，采取
集中指导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结合“培优辅差”，实现精准辅导、
精心指导、精确督导，扩大导师制的

效果和影响。同时，学校整合并盘活
校内校外导师资源，根据学生个性化
需求，打造全员导师基础上专属于学
生个体的“学生发展共同体”，为学
生个体个性化服务。

（二） 构建教师发展共同体。学校
设立了党员名师工作室，以优秀资深
党员教师为核心导师，抱团行走，形
成竞合力，带领学科内教师专业发展。

（三） 构 建 学 生 活 动 发 展 共 同
体。学校在建构主题实践活动教育、
建设融合式环境育人模式的基础上，
以活动为平台，从活动的体系化、品
牌化出发，围绕立德树人，落实“毓
秀培英，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以
打造百年德育经典品牌为动力目标，
构建了“毓”文化价值体系。例如：

“我和我的祖国”系列活动、“毓声祝
福、英才辈出”教师全员家访、“毓
彩纷呈”榕泉舞台汇演、“毓秀磁
场”社团广场展演、“毓美少年”美
德少年暨毓英品格之星评选，以及

“毓秀培英、梦想启航”国防军事夏
令营、“毓师风采、立德力行”教师
节宣传、“毓园花开、少年归来”开
学活动、“毓心成长、我心飞翔”心
理健康月等，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主
题化的情感熏陶、展示多彩的个人才
能。活动式的文化育人元素实现了学
生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也让学生在活
动中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平台，实践了“知行统一”的文化
育人理念。

…………
在“毓秀培英，奠基未来”办学

理念的引领下，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
下，学校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以打
造百年德育经典品牌为目标，紧扣

“毓英”二字，创建校本化的“毓”
文化德育体系，坚持“五育并举”，
挖掘融合式环境育人、活动式文化育
人和全员式导师育人元素，依托德育
实践活动和课程，引导学生在多姿校
园、多彩平台和多样化的育人生态中
实现个性发展和健康成长、“毓”见
更好的自己、凸显自我价值和社会价
值，引领育才启智新航程！

（陈庆勇 周围 周红红）

智慧蚕桑劳动 筑梦美好未来
——重庆市融汇沙坪坝小学现代蚕桑劳动教育的探索实践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
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
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
价值。

重庆市融汇沙坪坝小学，是融汇
地产集团与重庆市沙坪坝小学强强联
合建设，与 500 亩温泉小镇一墙之
隔，与 800亩社区公园彼此互嵌，是
一所“小镇即学校，学校即公园”的
博物馆式学校，资源富集，为落实劳
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学校整合
家庭、社会等各方资源，以现代蚕桑
劳动课程基地建设为支撑，以现代蚕
桑劳动课程的建构与实施为手段，探
索新时代城市小学劳动教育的新模
式，以“融知汇行、养正涵能”为理
念引领，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
情怀、知行合一、雅正创新”的融汇
学子。

蚕桑基地
播下劳动教育的种子

蚕桑文化历史悠久，先民种桑养
蚕、缫丝织绸，创造性的劳动，不仅
满足了保暖御寒之需，更孕育了灿烂
的中华文明，造就了闻名世界的“丝
绸之路”。

重庆古称江州，蚕桑业源远流
长。学校因地制宜，延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赋予劳动教育新内涵，以科
技创新引领迈出新步伐。

果桑基地，为学生劳动激趣。学
校在校内建有 10 亩果桑基地，种植
富士红、四季果桑、长果桑、嘉陵
30、白玉皇和渝果 1 号等 400 余株果
桑，形态各异，品种不同，为城市孩
子参与特色种植和养殖提供了不竭的
动力，大大激发了学生主动参与劳动
的兴趣。

叶 桑 基 地 ， 为 特 色 养 殖 助 力 。
学校协调沙坪坝区城市管理部门，在
学校一墙之隔的社区公园中，建设了
30亩集科普教育、城市绿化、运动休
闲功能于一体的蚕桑园，种有强桑 1
号、农桑 14号等 10 余类叶桑，为学

生参与七色丝家蚕的养殖提供充足
的叶源保障。

示 范 蚕 室 ， 为 学 生 创 造 赋 能 。
3000平方米的儿童泥陶馆和蚕桑博物
馆，为蚕桑文化展览、蚕桑劳动教
育、蚕桑文创宣传提供实作工场；200
平方米的特色家蚕示范蚕室“融易儿
童蚕学宫”为学生见习饲养、实习喂
养、独立领养七色丝家蚕提供了立体
学习的机会。

技术保障，为特色劳动添彩。学
校与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合作，培育可吃桑叶、饲
料、水果的家蚕，实施七彩丝家蚕养
殖；与重庆市蚕科院合作开展特色桑
树种植与蚕桑衍生产品的开发；借助
沙坪坝区“智慧沙磁”平台将传统蚕
桑劳动与“AI+”智慧平台相结合，
实施线上线下“双线互嵌”的智慧劳
动教育。

蚕桑课程
感受劳动教育的乐趣

劳动教育课程是提升学生劳动素
养的核心载体，构建兼具系统性、逻
辑性与时代性的劳动教育课程，对于
突破城市小学劳动教育的困境至关重
要。学校的现代蚕桑劳动课程主要由
特色桑树种植、特色家蚕养殖、特色
蚕桑衍生产品开发3个类别组成。

特色桑树种植，是兼具流汗动
脑的生态课程，是促进学生深度参
与劳动学习的前提。学校在小学全
学段开设了相关的劳动教育内容。
譬如，低年级学生参与桑果的看护
与 摘 取 ， 中 年 级 学 生 负 责 基 地 除
草、施肥、捉虫的管护，高年级学
生尝试学习桑树的扦插繁育。桑树
株型不同、叶型各异，桑果既多又
甜，虽然种植课程充满了艰辛，但
是深受学生的欢迎。

特色家蚕养殖，是新科技与劳动
融合的课程，是促进学生深度参与劳
动的重要载体。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
征，学校构建了低中高3个学段的家蚕

养殖课程，建立从尝试
学习到独立领养的进阶
流程，嵌入式安排桑蚕
文化故事、蚕桑基本常
识、蚕桑劳动习惯养成
等知识学习。此外，针
对七色丝家蚕养殖，学
校实行“蚕桑小院士”
进阶升级模式，实习合
格的学生在一年级可以
尝试喂养白色丝家蚕、
二年级可以饲养绿色丝
家蚕、三年级可以领养
黄色丝家蚕……这种进
阶式实践，新科技与新
劳动高度融合的家蚕饲
养项目深受学生喜爱。

特色蚕桑衍生产品
开发，是激励学生学会
创造的课程。桑树全身
都是宝，学生可以尝试
用桑枝碎屑种植平菇，
也可以在教师的带领下
尝试将桑叶加工成桑叶
茶，还可以将枯干的桑
枝制作成桑树画进行义
卖 ； 每 年 的 金 秋 10
月，学校都会举行“抽
丝剥茧”活动，让学生
亲历缫丝过程，并利用
七彩蚕丝进行丝绸的纺
织实验，发挥创造与联
想，将彩色丝线制作成
丝巾、丝带等作品赠送
亲友，用行动创造美好
的劳动生活。

课程实施
拓宽劳动教育的渠道

课程实施是课程育人的关键环
节。学校“五育并举”创新思路，通
过3种模式将劳动教育真正落地。

学科融合模式，让劳动教育弥散
在学科教学中。为了有效保障劳动教
育的教学时间，学校将蚕桑劳动课程

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分离出来，全
校所有学生保证一周一课时的蚕桑劳
动学习；每周三朝会进行学生蚕桑学
习分享，每周四下午开展养殖种植社
团课选修。各学科教师将养蚕种桑知
识嵌入学科教学，并将实践活动与蚕
桑劳动结合起来。譬如：语文学科开
展收集、诵读古人咏蚕诗词活动，举
行师生优秀蚕桑诗词作品比赛；信息
技术学科根据蚕宝宝的一生或桑树的
春夏秋冬开展学生摄影图片、视频的

作品征集；音美等艺术学科进行蚕桑
歌曲编唱、舞蹈表演和美术作品创作
等，让劳动教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双线互嵌模式，让劳动学习充
满未来科技感。学校借助人工智能
课程基地的优势，开发积累了大量
的蚕桑微课资源用于师生学习；开
发特色蚕桑养殖与种植 APP，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APP 全天候观看
示范性蚕室的直播，通过楼道的智
能终端随时可以看到示范性蚕室里
家 蚕 的 生 长 情 况 。 除 了 线 上 线 下

“双线互嵌”的示范性养殖及种植之
外，学校还邀请专家有计划地指导
示范养殖，让蚕桑劳动教育的学习
与专业引领都得到保障。

家校协作模式，让劳动教育呈现
强大聚合力。学生通过线上与线下蚕
桑学习后，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七色
丝家蚕，在家里建设属于自己的“小
小沙粒养殖区”。此外，学校还建立蚕
桑劳动家长学校，每年3月，组织不同
年段的家长开展蚕桑劳动课程督导，
内容包括视察蚕桑基地、听取学校蚕
桑劳动课程实施汇报、参与蚕桑种植
及养殖先进集体及个人的评价等，通
过蚕桑劳动把政府部门、社区、学校
及学生家长紧紧联系在一起，让“基
地+学校+家庭”的蚕桑劳动教育协作
模式真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课程评价
提升劳动教育的品质

课程评价是促进课程有效实施的
关键要素。学校通过改革教师绩效评
价、创新学生发展性评价、推进多方
主体协作评价的方式促进蚕桑劳动教
育的积极动能。

改革教师评价，促进专兼职教师
积极性。为确保劳动教育真正落地，
除了劳动观念、劳动时间等重要要素
保障到位外，劳动教育专兼职教师也
须充足。学校改革教师评价，制定劳
动教育月考评奖励方案，通过调整奖
励性绩效，激励所有学科教师积极参

与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让劳动教育课
程的主要建构者与实施者得到应有的
职业尊重，避免劳动教育在学校被弱
化、虚化和边缘化。

创新学生评价，激发各学段学生
进取心。学校开发了“执照+护照+勋
章”的立体升级评价体系，推行“劳
动护照”认证模式，依托“特色蚕桑
劳动课程”APP 探索执业资格认证、
劳动积分、职业升级的智慧评价，落
实“教师+家长”“个体+同伴”“学
校+社区”的多元评价方式，每学期
开展“养殖小沙粒”“种植小沙粒”和

“创造小沙粒”的评选活动，举办年度
学生蚕桑“小院士勋章”的颁奖盛
典，激励学生积极持续参与蚕桑劳动
的热情。

推进协作评价，增强多主体参与
获得感。学校与西南大学国家实验
室、重庆市蚕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
邀请专家院士进学校讲学，推进科研
院所新的技术成果在学校运用实践；
积极配合城市管理部门和社区公园申
报国家建设资金，将公园蚕桑课程基
地打造成集科普教育、运动休闲、记
住乡愁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特色公园，
让社区公园的特色创建和学校特色创
建相得益彰、互促互进；与沙坪坝区
科协合作实施蚕桑劳动课程的实施推
广，让更多的城市孩子能够通过饲料
养蚕获得新的体验；进行年度“最美
蚕桑教师”和“家长最佳劳动协作
奖”的颁奖，激励教师、家长、社会
单位积极参与蚕桑劳动教育基地的建
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经过近 3年的实践，学校“智慧
蚕桑，全面育人”的课程理念得到深
入贯彻，“五育融合，嵌入协作”的实
施模式有效促进了劳动教育在城市小
学中的深度实施，学生的劳动观念、
劳动技能、社会责任感都得到了大幅
提升，学校的影响力、美誉度也不断
提升，先后获得重庆市劳动教育联盟
学校、西南大学劳动教育研究院实验
基地、重庆市首批智慧教育示范学
校、沙坪坝区人工智能课程基地学校
等荣誉称号。

（郭先富 李忠平 廖娟）

教师教授现代蚕桑劳动课教师教授现代蚕桑劳动课

校长与学生观察七色丝家蚕结茧校长与学生观察七色丝家蚕结茧

家长与孩子一起饲养家蚕家长与孩子一起饲养家蚕

晋江市毓英中学新校区晋江市毓英中学新校区““人字门人字门””和和““三人行三人行””广场广场

晋江市毓英中学新校区许有煌蔡碧珍体育馆晋江市毓英中学新校区许有煌蔡碧珍体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