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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第二中心小学
坐落于有 700 多年历史的东山村。学校秉持

“让每个生命都健康、茁壮成长”的办学理念，
努力培养“扬正、勤学、健行、尚美”的红色

“君竹少年”。

以竹育人，传承竹编文化

竹，是“岁寒三友”之一，古今诸多名人皆
以竹为榜样，发扬竹子正直坚贞、刚毅不屈之精
神，学习竹子谦逊无私、不畏艰险之品格，这正
是学校育人的目标。

东山村以竹林闻名，竹资源丰富，竹编工艺
更是首屈一指，宁波市目前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工艺竹编传承人叶良康师傅的工艺竹编项目被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塘溪镇第二中心小学充分利用当地的竹资
源特色，挖掘竹之精神内涵，提出“以‘竹文
化’为引领，提升乡村小学办学内涵”这一理
念，旨在以品德养成和学科渗透为基石，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形成校园“竹文
化”特色。

在校园里，不仅科学教师经常带着孩子们
看竹、识竹、品竹、懂竹，在环境布置上也处
处体现出“竹文化”特色。例如，在“日”字
形的走廊两侧，张贴着关于竹的诗词；在走廊
的窗边，陈列着竹片画；在走廊两侧的竹书架
上，摆放着各类图书；班级的名称也以竹名、
竹形、竹神作为内涵特质，将“竹文化”融入
班级布置，于潜移默化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
高学生的文化艺术和道德修养，为学生的终身
可持续发展提供传统教育教学之外的动能和保
障，让每个孩子都能虚心正直、乐群向上、艺
体并进，实现个性化发展。

自 2008 年以来，学校成立了鄞州竹编社
团，持续聘请叶良康师傅专门传授竹编技艺。
学校的竹编传承小组在省市区获奖无数，2021
年“鄞州竹编工作坊”获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
节一等奖，多家媒体对学校的这一特色教育进
行报道，学校也被列为“鄞州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基地”。

竹编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加深了孩子
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赋予了孩
子们文化自信，还培养了孩子们的耐心、细心、
恒心，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让孩子们对自己的
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目标。

校长王通镇自豪地说：“我们这所乡村小学
已经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竹编工艺‘小师傅’，
从2008年到现在，整整16年从未间断过，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竹娃’传承并发扬这一中华非遗
传统文化。”

以竹入课，培铸竹之精神

除了让孩子们学习和传承竹编技艺，学校还将“竹文化”和办学思想、
教育理念、内部管理、学科建设等进行融合渗透，坚持从竹的环境文化、竹
的班级文化、竹的制度文化、竹的课程文化、竹的自然美精神文化等维度进
行开拓建设，促使学校在规范办学的基础上展示个性化，形成学校独有的

“竹文化”特质，使师生形成共有的竹精神、竹风格，进而提高学校整体的办
学水平。

在当地政府部门、非遗中心、非遗传承人的共同支持下，塘溪镇第二
中心小学组织教师编写教材、研究课题、进行艺术教育。自2011年开始，
学校坚持打造精品课程，陆续成功编写了《竹艺巧编》《访竹》《学竹》等
校本教材。

其中，《竹艺巧编》从竹艺编制的材料和工具、竹丝和篾片的加工、竹
艺编制的基本方法到竹艺编制的流程等，对竹编文化的六大板块进行详细介
绍；《访竹》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竹文化”视角出发，分“竹之诗、竹
之史、竹之文、竹之词、竹之韵、竹之魂、竹之忆”七大板块对“竹文化”
进行整体介绍；《学竹》借鉴竹的精神，从上学、集合、上课、下课、开
饭、放学、回家等方面规范学生的一言一行。

学校还把竹元素融合应用到各类艺体课程中。例如，音乐课上，学生
们通过听、唱、跳、演等形式感受竹乐器的魅力；体育课上，学生们踩高
跷（用竹制成），以此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们
用竹篾制作风筝和竹蜻蜓，在玩耍中感悟竹的用处和魅力；学生们还通过
贴、绘、赏、编、创等方式，在竹片、竹筒、竹编上绘画；在教师指引
下，欣赏以竹子为题材的中国画；运用竹子与橡皮泥等基本美术材料，制
作竹材美术作品等，全面提高艺术素养，成为乡村学校开创非遗传承与创
新的优秀范例。

2020年，学校被评为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2022年，学校的
《非遗在乡村小学艺术课堂上的“文化自信”》获宁波市中小学美育创新优
秀案例一等奖，申报的课题“农村小学生行为养成拓展性课程的开发与建
设”获得宁波市基础教育教研课题优秀成果二等奖；近日，学校全体教师共
同编写的综合性“五育”全书《竹子，破解山水塘溪的教育文化密码》已正
式出版。

未来，塘溪镇第二中心小学将继续传承发扬“竹文化”，潜心教育，关注每
一名学生的生命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像竹一样，志存高远，亮节向上！

（王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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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
教育学校以省级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
建设项目为抓手，立足红色基因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职业教育改革创
新为驱动，科学构建专业体系，夯实
专业基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科教融汇，构建“红色基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模式，打造独
具区域特色的中职学校。

传承红色基因，初心永远向党

在党建引领下，学校大力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初心永远向党”系列
活动，传承红色文化。学校建立“初
心洗礼室”和“灯塔书屋”，为党员群
众开展党建活动、学生开展思政教育
提供红色环境。全年重大节假日开展
书画展、红色会演、红色演讲、主题
观影、红色研学等系列活动，营造浓
厚的红色文化传播氛围。

学校教师参与编写“红色基因传
承丛书”，重点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
事、英雄故事，充分挖掘展示本地红
色资源、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该书
获评202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
读物，在聊城市区域推广，是对中职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地方课程和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补充。

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立学
校国旗护卫队，参与市区两级运动
会、清明祭扫等各种活动，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强化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
族自豪感，成为聊城市学生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学校创新性开展电子商务非遗方向
专业，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授课，让非
遗文化“碰撞”电子商务，实现传统与
现代科技相融合。学校创办非遗传习
室，内常设葫芦雕刻、木版年画、泥塑
等8个板块，重在对聊城市东昌府区的
15项省级及以上非遗项目进行体验、宣

传、推广、教育、教学，致力于打造非
遗文化传承新课堂。学校定期通过各种
文化之旅，让学生们体验领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通过与非遗项目

“零距离”接触，切身体会非遗技艺的
魅力，直观感受非遗技艺之美，传承非
遗文化精神。学校排演的八角鼓节目
《水城桥韵》在“山东省中小学生校园
文化展演”活动中获得二等奖，作品
《玩转小葫芦，传承大匠心》获得2021
年山东省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作品
《毛笔包装设计》获得2022年山东省教
学能力大赛三等奖。2023年，学校被评
为东昌府区非遗文化传习所；2024年，
学校被评为聊城市非遗传承教育基地。

开展国学进校园活动，实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润物育人，从国学智慧
中感悟高质量教育理念、淬炼教育教
学策略。开设茶艺课，观茶艺、品茶

香、悟茶道，在学校教职工和学生中
传播茶艺文化，透过奉茶和敬茶等礼
仪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
义、仁、孝精神。举办“龙狮文化进
校园”等活动，凸显学校教育特色，
在2023年山东省第十三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舞龙舞狮比赛中，学校师生获奖
9项，其中一等奖6项；1名教师获评
优秀指导教师，1人被评为优秀运动
员；学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坚持“大方向、小专业、服
务区域发展”方向，开展特色化
专业调整

学校创新性开展以“大方向、小
专业、服务区域发展”为特色的专业
优化调整行动，持续优化专业结构和
布局。学校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非遗电商、农作物生产技术、康
复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覆
盖现代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现代
农业等多个现代化人才培养方向。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与区域头部
企业开展“校中厂”项目，将真实生
产线嵌入学校，开展项目化教学。启
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
在校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
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
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创新实施各类新专业，开办五年制
高职专业，成功获批山东省首批高水平
中职学校，联合高职院校举办初中后五
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点，学校成功申
报了7个五年制高职专业，架设中职生
专业成长“立交桥”，充分满足在校生
就业、升学和创业的不同需求。

聊城市东昌府区中等职业教育学

校构建“红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育人模式，开展学校提质培优行
动，取得了显著成果。2023年，学校
先后被评选为首批全国职业教育数字
化试点学校、全国数字化职业院校标
杆建设学校、山东省100所高水平中
职学校拟建设单位、山东省绿色学校
等，获得全国技能大赛奖项18项、省
级60项、市级76项，教育教学成果省
级11项、市级13项。

学校将继续以“提质培优，建设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为主线，继
续传承红色基因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动态调整学校专业，培养具备绿
色技能和数字技能、更契合新时代发
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和大国工匠，持续提高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助力当地经济发展！
（谢洪建 霍艳飞 李恒飞 孙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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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时代发展需求
构建课程框架

高速发展的深圳市 （尤其是南山
区）基础教育需要培养多元文化理解能
力与创新素养、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合
作力与竞争力的课程。“深圳精神”和

“南山素质”哺育成长的青少年，需要
提升多元文化理解力、合作力和竞争
力，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参
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探索未知的勇气。

基于此，南科大实验一小的多彩课
程体系围绕“家国情怀、全球视野、面
向未来”的育人目标，以“厚德、启
智、弘毅、日新”作为育人目标的四大
基石，构建了“三级四领域”的课程结
构。“三级”指面向全体的基础性课
程、面向群体的拓展性课程、面向个体
的研究性课程；“四领域”课程包括人
文社会、数智创新、审美健康、国际理
解，蕴含着学校对学生家国情怀、创
新、合作、实践能力、身心健康发展、
文化融通的关注，所有课程均围绕核心
素养的育人目标展开。

“三级四领域”的多彩课程体系，
建立了基于信息技术线上线下融合、借
助大学资源、链接学生生活、联合校内
外“教育第三空间”的课程供给方式，
创新了核心素养达成机制，关注过程性
评价，推动了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

推进基础课程建设
优化课程设置

南科大实验一小的基础性课程包括
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外语、科
学、信息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劳
动、综合实践活动等基础性学科，采用
国家审定教材，基于《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2022年版）》实施教学。

在新课标的引导下，学校以整合思
维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改变按统一教材
设定统一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的课程实
施方式，打破学科课程边界，进行课程
结构的重新架设，开展跨学科学习。如
低年级尝试将语文与音乐、美术等艺术
课整合，高年级尝试将语文写作、数学
统计等方面内容与科学、英语等学科整
合，链接、渗透不同学科知识，形成融
会贯通的知识体系。

同时，学校坚持开展以核心素养为
导向的集体备课，围绕大单元整体教学
开展教研，对单元内容进行分析、整
合、重组和设计，对教材同一主题、同
一文体、同一单元的内容进行整合，形
成具有明确的主题、目标、任务、情

境、活动、评价等要素
的结构化的、多元

化的大单元学习，形成特色鲜明的“素
养课堂”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养和关键能力。

深化拓展课程实施
打造特色品牌

为落实国家课程标准及学科核心素
养，凸显高校附属学校的办学特色，南
科大实验一小在扎实开齐开足基础课程
的基础上，开设了激发学生好奇心的拓
展性课程，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一是大学资源课程。为了响应建设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需
求，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的儿童，打造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学校依
托高校附属学校特色和大学城地域资源
开启合作共育新篇章。在共育方式上，
从“散点合作”转向“序列整合”，从

“单向引领”转向“双向奔赴”，从“知
识获取”转向“精神浸润”；在体系
上，基于新课标与学校多彩课程体系，
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大学院系
为单位设置课程内容，分别对接学校一
至六年级学生。每学年由来自南方科技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机构的近30
名院士、教授、专家组成的团队授课
50余节，进行科学、工程、财商、法
学、医学、艺术等知识的普及。同时，
学校每年挖掘一个南科大故事进行演
绎，推动高等教育融通基础教育，培养
师生对大学的景观与建筑、荣誉与奋
斗、理想与责任的精神向往与情感自
豪。例如在剧场课“归国教授”中，学
生通过体验真切地觉知到，爱国是具体
的生命个体面对困境时抉择的勇气和价
值取向。

二是戏剧德育课程。为了培养学生
的社会情感学习（SEL）能力，南科大
实验一小探索实践戏剧德育课程。从学
生的身心特点出发，化用经典文学故
事，活用高校科研故事（尤其是身边科
学家的故事），聚焦“行为规范、情绪
管理、自我控制、人际交往、价值认
同、价值追求”6个方面，开展系列教
育戏剧班会课。学生以独特的具身体
验，自然而然地进入真实的教育情境，
主动发现、想象、建构，解决真实问
题，表达真实情感，提升社会情感，促
进德育内化，继而影响学生在现实生活
中的抉择与行动，为培养能够面对复杂
情境的未来公民奠定基础。例如在一年
级入队班会课《鸡毛信》中，孩子们通
过“两难困境”体验到儿童团美好品质
背后的点滴行动，无形中认同并接受了
新时代少先队员应该具备的规则意识和
责任意识。基于戏剧德育课程特色探索
与实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南科大实验
一小于2024年4月成功举办了全国第三
届青少年德育创新研讨会。

三是国际理解课程。学校根据“天
下大同，和而不同”的中外人文交流理
念，设计和开发了“中外人文交流示范
校”的三个特色项目——“英语编纂中
国经典成语故事”“荔小智带你游南
山”和“非正式会谈”，全面助力学校
课程核心素养走实。人文素养提升项目
之“英语编纂中国经典成语故事”扎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将中国成语故
事进行英语绘本的课程编译和动画制
作，通过“3+3”的输入与输出模式激
活课堂，传播中国美学、中国智慧，体
现“小故事，大道理；小窗口，大世
界”。“荔小智带你游南山”借助学校原
创的AI形象“荔小智”，在数字信息渲
染的场景中，与真实的小学生同处一个

空间，游历南山，介绍南山，在弘扬
“深圳精神”“南山气质”的同时，增强
学生的荣誉感、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

“非正式会谈”是学生以线上、线下
“非正式”方式与世界各地的师生、家
长及其他领域的人士就当下普遍关心的
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沉浸式脑力激荡，
在文化互鉴与多元融合的价值思考中寻
求多元的解答，在碰撞中求同存异。该
项目自启动以来，南科大实验一小的师
生们已经先后与大湾区、加拿大、苏格
兰等地的姊妹学校开展共读绘本、深度
教研等对话活动，促进彼此共同发展。

创新研究课程统整
落地项目学习

在教育教学中，南科大实验一小立
足已有经验，升级课程内容、形式与评
价，创新优化研究性课程，促进学生深
度参与探究式学习。一方面，学校探索
PBL项目式学习，把课程、师生、学习
时空、学习技术等核心元素有效地统合
起来，努力打破学科内容之间、学科与
学科之间的边界。例如在职业日设计、
职业调查、职业规划等职业类活动中，
以多元智能理论、生涯彩虹图理论等为
基础，学生带着问题走出校园，走进南
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中国科学院深
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大学总医院等
单位开展探究学习，将职业愿景、理论
学习、实践探索、观摩体验等有机结
合，促进学生对自己、对社会、对未来
的探索与思考。另一方面，在未来社会
智能化发展背景下，学校传承南科大基
因，以丰富多样、特色鲜明的数智化方
式探索开展科技创新类课程。通过人工
智能课、大学资源课程、校企合作、科
学嘉年华、共读《超新星纪元》、开设

“阅剧场”等形式开展科创教育，聚焦
思维训练和科学人文素养的培养。

升级多彩评价机制
指向核心素养

教学要以尊重学生个性、正视学生
差异为基点，寻找学生的闪光点，多方
面激励学生，达到树立学生学习自信
心、激发他们学习内在积极性的目的。
秉承这一理念，学校结合“让每个孩子
都出彩”的教育愿景，将评价内容划分
为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
价侧重于学生日常学习态度、学习习
惯、活动积极性等激励性评价。终结性
评价分为学业测试和综合展示两个部
分。学业测试和综合展示主要根据各学
科课程标准的要求，对学科中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进行师生、家长与学生的
分项多元测试，高年级以纸笔测试为
主，低年级则以游戏性、活动性为主，
具体设置为一至三年级“摘星，我
行！”和四至六年级“73+星级”的多
彩评价形式。学校有针对性地就学生学
科素养制定具体化的评价量规。通过学
生实践、操作、写作、思辨等活动形式
来评价学生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创
造能力、实践能力。

聚焦未来发展，南科大实验一小将
继续以“厚德、启智、弘毅、日新”的
校训为旗帜，继续优化课程结构，统筹
构建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和研究性
课程互补融合的课程结构，推动学校高
质量发展，力争把学校打造成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的摇篮！

（肖毅 王菲菲 康莉）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实验一小（以下简称“南科大实验一小”）是深圳市南山区与南方科技大
学合作办学的全日制公办小学，隶属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地处西丽湖科教城中心位置，周边丰富优质的高
校资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近年来，学校结合高校附属学校的特色、南山区大学城地域资源和学生的成长需求，把知识技能学习与跨
学科学习、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原有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的多元成
长，取得了积极成效。

◆◆

取材于南科大真实故事的大学剧场课取材于南科大真实故事的大学剧场课
““冷冻电镜中心的故事冷冻电镜中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