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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有情常拂面 映日花开别样红
——湖北省武汉市第十二中学高效育人实践探索

“捱过霜深露重的晚秋和严冬，我们闯进仲夏
的画卷奔赴星辰。是您用宽厚的臂膀，托举我的梦
想，是您用丰饶的沃土，滋养我的心房……”这是
2023届高三（6）班全体学子献给母校的歌曲，跳
跃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涌动着深沉与热烈。

词作者冯紫悦说：“每一届学子都怀揣着希
冀与梦想迈入武汉十二中的校园，之后便在丹桂
飘香的时节品味醉人的果香。”从这里走出去的
校友，无不以积极向上的风采书写人生新篇章。

多元树人
百花齐放春满园

学校发展势头迅猛，每年均有大量学生被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录取。因
为成绩显著，学校连续数年在全市质量分析会上进
行优秀经验分享。

桃李满园映灼灼，春风化雨育英华。“高中
阶段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为我的求学之路奠定
了基础。”优秀毕业生龙惯廉本科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目前正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经济学
硕士。他的弟弟龙惯洁文化课成绩同样突出，
班主任李志文发现其绘画天赋，鼓励他投身爱
好、挖掘潜能，最终他考入武汉大学并远赴澳
洲深造。

龙氏兄弟的精彩绽放正是学校“尊道贵德，多
元树人”办学理念的生动体现。学校多元化成就学
生梦想，让孩子们自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
做有竞争力的武汉十二中学子。

“李欣彤在2024年湖北省美术与设计类统考
中独占鳌头，他们班整体的联考成绩也分外喜
人！这所以‘文理强校’著称的老牌省级示范高
中在美术教育领域也独树一帜！”

“就在刚刚，孩子所在的队伍在湖北省青少年
足球锦标赛中再次夺冠，这已经是他高中阶段第
12次参加国家及省市重量级的足球比赛并斩获冠
亚军的佳绩了！”

在这里，每年都有一大批学子挖掘自身热爱和
特长，经由招飞、体育、艺术等升学“立交桥”迈
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海军航空大学、中央戏剧学
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知名院校，成
为行业英才。

高效育人
千般红紫斗芳菲

近年来，各级教研单位多次调研学校高效课
堂，省内外诸多兄弟学校来校进行沉浸式学习交
流。武汉十二中常态化的高效课堂建设让大家眼
前一亮，学校推行的“PSE”精准教学模式让

“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精准课堂”等理念在
全校深入人心。

1.着眼素养——尊重规律的学习建构
“每一堂课，我都会在学生自主预习检测的基

础上二次备课，根据真实学情调整目标策略和重
难点。”“每一节课，学生都要反思三个问题：这
堂课学到了什么？运用程度如何？能否给同伴讲
明白？”面对媒体，市学科带头教师邓秋云分享的
经验充分体现了武汉十二中高效课堂的精华——
以学情为起点，以问题为导向，以思维为核心，
以情境为载体，以自主生成为突破口，以相互传
授为催化剂，建构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实
现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与转化。

与之相适应，学校周期性地进行学法指
导，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的能力。艾
宾浩斯遗忘曲线、“学习金字塔”理论、“最近
发展区”理论、费曼学习法等成为学校提质增
效遵循的主要学习规律。根据这些理论，引导

学生课前自主预习、课中高阶思维、课后复盘
精进，并形成闭环。尊重个体差异，倡导个性
化学习，指导学生做好自主管理：做好计划管
理，学会长计划、短安排；做好时间管理，运
用“二八定律”；做好流程管理，牢牢抓住“三
环节”“九要素”；做好作业管理，高效独立完
成作业并检查反思。倡导同优生建立家庭学习
共同体，队友“对手”开辟线上自习室，最终
实现“以优促优”的目标。

2.定位高端——梯级培养的团队建构
好课堂、好质量离不开“好先生”，教师的

视野对学生的高度至关重要。学校以教学改革
推进提质增效为方向，以名师二次成长和青年
教师培养为重点，以教学常规和教学比赛为抓
手，通过搭建“教学新秀—教学能手—教学名
师”的梯级名师培养模式和“青蓝工程”等平
台构筑教师专业发展层级提升机制。教师朱公
瑾被评为武汉市首届年度教师，教师龚红安成
立省名师工作室，张秋弛等50名教师的课例被
录入国家“一课一名师”“精品课”资源示范平
台，近年来发展为省特级、省骨干、市区学科
带头人的教师达到全校教师的 30%以上。在加
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新征
程上，越来越多的武汉十二中人成为科学高效
课改之路的标杆，掷地有声地回应着教育家精
神的期待和召唤。

3.精准配套——全面赋能的数据建构
作为武汉市首批“四星级”智慧校园，学校利

用方正璞华等平台建构大数据的数据中枢，全面精
准涵盖整个学科教学体系，为教学活动提供高效手
段：课前布置预习任务，运用大数据分析情况；课
中，利用系统显示的实时教学数据，查看、分析学
情，适时调整教学策略；课后，教师利用学生课堂
学情诊断报告，查漏补缺，开展个性化分层作业。
通过大数据赋能，学校“PSE”模式中的“五流
程”“六环节”“四评价”有了坚实依据，每一名学
生都拥有知识能力层级的专属画像，让减负增效真
正落地。“机械性的学习任务大大减少，能够有效
利用的独立时间明显增多，有掌握得不够清楚的地
方可以随时登录校园网的电子资源库查阅。”学生
的“日计划本”生动诠释了大数据赋能带来的幸福
体验。

校长杜清海在与教师们的交流中多次强
调，“浅表化、无差异化的教与学已然不适应人
才培养的要求，自觉运用先进生产力，培养一
流的骨干教师队伍，学校才能具备提质增效的
新质竞争力。”

科技立人
日破云涛万里红

科技创新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是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学校坚持守正创
新，为培养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浇水”“松
土”“施肥”。

1.强基课程，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凝思聚智
学校顺应高校招生新形势，瞄准“双一流”

高校人才培养，提前布局人才策略，设置专项强
基课程，为科技特长生提供新赛道。学校聘请清
北教授、奥赛金奖得主、学科教练等，以数理化
生和科技类课程能力提升为抓手，逐步推进学科
类、科技类竞赛。伍强作为学校首批强基计划学
子，进入市优质资源共享计划尖子生培养名单，
最终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闻偲扬的数学学科研
究成果在第3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荣获
二等奖……

2.特色选修，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添力助能
强基稳基础，课程强实践。学校专门配置

了3D打印机、创客教室等硬件设备，倾力打造

的科技类校本课程成为科技创新的“孵化器”，
为科技成果的转化架起桥梁。“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应用”“Python 趣味游戏编程”“创客”
“3D 打印”“PS、PR 应用基础”等科技类课程
贴合当前科技发展热点，深受学生喜爱。易芷
筠等学生在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星
矿探测挑战赛、智能车挑战赛中获得全国一等
奖……

3.生态浸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铸魂育人
作为全国湿地学校，学校深挖本地资源，积

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通过环境调研、名校
游学等途径，与本地知名企业、国内外知名大学
建立合作机制，聘请科研名师和领域人才，引导
学生用科技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彭之龄荣获清
华大学“钱易环境奖”，成为湖北省首个获得该奖
项的中学生；光影社作品《“蓝细菌”爆发水域
的近自然恢复研究》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

美育化人
无声润物播春晖

“一所具有‘尚美’基因的学校，才能培养出
内外兼修的幸福人才。”党委书记万竞语重心长地
说道。学校坚持德育为先、“五育”融合的人才培
养方略，秉承“以美育人”的优良传统，将美育渗
透到校园环境、课程开设、课堂教学、体音美活动
等方面，着力打造幸福教育。

1.外化于形——“以和致美”的校园环境
今年９月，一所集现代化、人文化、生态化于

一体的美丽校园将拔地而起。学校着力营造健康、
积极的“尚美文化”氛围，让其时刻对师生产生影
响力和感召力。

全国一流的立体化多功能运动场，历史底蕴
厚重的文化广场，绿意盎然、花香四溢的生态花
园，翰墨鎏金的艺术长廊，还有40多个社团的专
属活动区域……每一面墙都在说话，每一寸土都
会育人。在“和美校园”环境的浸润下，武汉十
二中人秀外慧中，每一个生命皆以向上的姿态尽
情地绽放。

2.内化于心——“尚美而行”的课程活动
学校以“信心激励、美育化人”理念为纲，搭

建特色化校本课程活动体系，筑牢课堂主阵地。学
校搭建丰富多彩的活动平台，不断发掘“尚美教
育”的特质和深度。

“原来还有这样的课程？”当令人心动的课程
摆在眼前，学生笑叹自己分身乏术。在“热搜事
件分析”课堂上进行头脑风暴，在“烹饪知识实
操”课堂上动手包饺子、制作腊八粥，“月相与古
诗词赏析”将人文知识与生态研学活动相结合，
在“古典音乐品鉴”“创意水墨”课堂上徜徉于艺
术的殿堂……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内容美、情
境美、方式美涵育学生的心灵美、行为美、人格
美，让美育自然发生。

除了课程设置，学校还常态化地开展“尚美”
系列活动——“才艺秀”“书画展”“社团嘉年华”

“经典诵读”“成人礼”等，定期举办运动会、足
球、羽毛球、篮球等体育赛事，引导学生锻造健康
体格、丰富精神世界。

颇具特色的课程及活动切实地服务于学生个
性化发展的需求，使学生得以净化心灵、完善人
格、涵养品性，增强了美育的实效性。

春华秋实满庭芳，弦歌不辍砥砺行。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武汉十二中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握新的发展
机遇，尽精微而致广大，为办成人民群众满意的
省级示范学校和全国特色名校而接续奋斗，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具魅力的教育力量。

（杜清海 万竞 柳娜）

勇立潮头舞春秋，七秩风华启新篇。创办于1954年的湖北省武汉市第十二中学（以下简称“武汉十二中”）与
祖国同兴，与时代偕行。70年来，学校逐步形成“尊道贵德，多元树人”的办学理念和“自主”“尚美”的文化品
牌，在武汉市省级示范高中里勇立潮头，同时也是全国高中特色多样化发展的样本校。

“光源电器原理与技术”课程是面向国家新
兴产业的光源与照明专业和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专业开设的专业课。如何由教知识转变为教方
法，有效突破难点，激发学生兴趣和创新潜能，
以创新人才培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针对传统课程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课程
产教融合难持久等痛点问题，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陈国杰团队依托学校半导体光学工程产
业学院，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
企业深度合作，立足“数字原生代”大学生的
认知坐标系，一体化改革课程体系，通过融产
业、融科研、融数智、融思政、融师资，实现

“目标共定、资源共建、课程共授、质量共评、
成果共享”校企“五共”育人，将“光源电器
原理与技术”打造成交叉性、工程性、思政
性、高阶性的课程。

这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半导体光学工程产业
学院推动课程体系与专业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构建“五融五共”课程育人模式，用高质量答卷
回应“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新时代命题的缩
影。学校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主动担
当、深化改革、积极作为，以产业学院为载体，
深化产教融合，以打造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为抓
手，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教学方法和高质量

“金课”建设等方面发力，促进教育链、人才链
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着力培养解决实际
问题的创新人才。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正在
成为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高
等教育作为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
关键汇聚点，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
环节。高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和战
略支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校变革的动
力源泉。

在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澎湃创新动能面前，如
何让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涌现出来？产教融合是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关键路
径。学校高度聚焦强国建设，特别是打造新质生
产力的迫切需要，创建“高校+高端科研院所+
龙头企业”的科产教融合发展模式。物理与光电
工程学院以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和光源与照明两
个一流专业为牵引，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机遇和佛山区域光电企业集聚的独特优势，围绕
产业升级、企业所急、学校所优、学生所需，联
合佛山区域光电行业，建立了半导体光学工程产
业学院。

面对新时代对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要，半
导体光学工程产业学院聚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持续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不断优化专业
结构、增强办学活力，探索产业链、创新链、
教育链有效衔接机制。产业学院建立新型信
息、人才、技术与物质资源共享机制，完善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创新企业兼职教师评聘
机制，构建高等教育与产业集群联动发展机
制，构建科教、产教、创教“三融合”人才培
养体系，打造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
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五位一体”的示范
性人才培养实体。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
的人才。为推动人才供给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精准适配、有效对接，“光源电器原理与技术”
课程基于“学习源于兴趣，大道至简”的理念，

产教深度融合，工程案例贯通，实践赋能，创建了SIMPLE教学模式，让优质
育人要素资源向创新人才培养过程集聚：通过“S（情景生问）—I（兴趣探
究）—M（融合科工）—P（实践迁移）—L（逻辑关联）—E（评价改进）”6
个环节，将知识问题化、问题案例化、案例生活化，化繁为简，启智润心，培
养“一品三力”（品德、学习力、思想力、工程力）创新人才。

“活水”奔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半导体光学工程产业学院成为当地人才
“蓄水池”。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凸显，毕业生备受佛山企业好评，成为佛山照明
等头部企业电源部骨干；学生创新能力增强，参加学科竞赛，获国家、省部级
奖项25项。学校创新人才的“变量”正转化为佛山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增量”。

产教融合硕果累累，半导体光学工程产业学院入选广东省首批示范性产
业学院、全国首批现代产业学院，育人模式辐射省内外。“光源电器原理与
技术”历时10年持续改革实践，2021年获评省级一流课程，2023年获评国
家一流课程，也成为国家首批现代产业学院和国家一流专业的核心课程。课
程负责人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广东省教学名师
奖，团队教师获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省级特等奖；应邀在国
家教育部门新工科等会议上交流经验12次，促进产业学院、课程建设经验

“开枝散叶”。
前景光明，使命催征。学校将持续打造人才“强引擎”，着力构建政校企

创新联合体，创新科研驱动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让创
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吴秀婷 谢嘉宁 谭艺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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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
家叶圣陶先生（1894—1988）诞辰130周年。叶圣陶先生是人
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事
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70多年来，在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先贤奠定的坚
实基础上，几代人教人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
育出版物，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我社发起“叶圣陶与人
教社”主题征文活动。欢迎曾经与叶圣陶先生有交往的朋友
们，受叶圣陶先生精神感召的朋友们，对叶圣陶先生与人教社
教育出版事业的关系有了解、有研究的朋友们，踊跃投稿。诚
挚地邀请您写下那些难忘岁月里的感人故事，写下与编研出版
和教育教学相关的故事，写出叶圣陶先生的精神风貌，就新时
代教育出版人如何弘扬叶圣陶先生的精神发表真知灼见。对投

稿文章，将择优在人教网、人教社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
布；优秀作品将推荐给 《中国教育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中华读书报》《中小学教材教学》《小学语文》等发表；
部分文章择优汇编成册。稿件一经使用，将支付稿酬。

内容要求：围绕“叶圣陶与人教社”主题，文体不限，题
目自拟，4500 字以内为宜。欢迎您随文提供珍贵的老照片，
并附图片说明（拍摄者姓名、拍摄时间、地点、事件描述等）。

交稿时间：2024年4月15日—8月31日
投稿邮箱：rjxx@pep.com.cn，邮件主题注明“征文”字

样。请在文末留下您的姓名、单位、职务、电话、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等信息，以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4年3月21日

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

“叶圣陶与人教社”征文启事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广东探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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