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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在乡村中学任教 8 年的赵云
霞 被 调 到 了 山 西 省 长 子 县 东 方 红 学
校———这所县里每一个小学教师都渴望
加入的学校。 对赵云霞来说，这是一份莫
大的福气，但是她很快发现，若想消受这
份福气，并非易事。

“刚来东方红学校的那段时间很难熬，
本以为有 8 年教龄的自己也算经验丰富，
但在东方红学校的课堂上， 好像以前的经
验全都突然失灵， 我讲的课学生根本不爱
听。 ”那个时候的赵云霞初来县城、无所适
从，这让人很难与眼前这个谈笑风生、浑身
散发活力与自信的女教师联系起来。

是什么让她变了？
“也许是学校多年来倡导的阳光文化

加速了赵云霞的‘阳光化’吧。 ”校长宋亚
丽打趣道。

站在学校最醒目的 “阳光文化墙”旁
边，宋亚丽打开了话匣子 ，句句不离 “阳
光”二字。

东方红学校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充沛
的黄土高原阳光孕育出深厚的农耕文明
和历史积淀，让这里的人们一直对教育抱
有崇仰的态度和深切的期望。

学校始建于明天启六年 （公元 1626
年），历经岁月的颠簸和砥砺，上世纪 70
年代，学校更名为“东方红”，“阳光”一词
便从此伴随她一起成长。

阳光是光明与温暖的象征，是能量与
力量的源泉，是博大也是包容，是参与也
是奉献。而这些特质也日渐被崇尚阳光的
“东方红人”内化成自我的精神素养。

学校以阳光教育为核心， 以打造阳
光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
文化为切入点，确立了“以文化的力量提
升学校软实力， 以文化的魅力拓展学校
发展”的新思路，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八个一”办学理念 。 即确立 “文化立
校、课改强校、特色办学、内涵发展”的办
学思路；确立“让每一个教师身心愉快地
工作，让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让
学校成为师生的学习乐园、精神家园、成
长摇篮”的办学目标；确立“诚实做人、踏
实做事”的校训；确立“公开、民主、博大、
包容”的校风；确立“爱生、博学、善研、健
体 ”的教风 ；确立 “会学 、会思 、会玩 、会
动”的学风；谱写“梦逐阳光”的校歌 ；把
“迎着朝阳振翅起飞的雏鹰”确定为校徽
图案。 这 8 个小项各成体系， 又相融为
一， 形成了学校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如
今，这“八个一”被刻在校园中那面醒目
的文化墙上，让每一个 “东方红人 ”都能
从中找到自己工作和学习的目标。

但是理念绝不仅仅只是文件中的
口号和墙壁上的标语 ，更应该内化成师
生做人做事的精神动力 ，外化为师生的
行为举止。

为此， 东方红学校采取各种措施，将
阳光文化贯彻到学校的每一个层面和师
生的每一个行为习惯中。

凡是新教师报到、新生入校，都由校
长、 班主任分别为他们详细解读所有理
念，让师生一入校便有章可循；学校各种
评优选模都要把贯彻执行相关理念的情
况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教师工作出现失
误，学生日常出现违纪，都会首先对照相
关理念进行反省，从而深化自我认识。

这种类似于心理暗示的方法，让阳光
文化行之有效地融进师生的血液，也为学
校阳光文化的建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教师吴国丽刚一毕业就来到东方红
学校，初生牛犊的她意气风发，甚至有些
骄傲自满，几次碰壁之后，她开始变得寡
言少语。

“是同事们阳光般的温暖帮助我渡过
难关，他们教我如何上课，如何处理师生
关系和家校关系。”如今，已经成为教学能
手的她，也开始积极传承这股互帮互带的
文化风气。

走在东方红学校的校园里，每一个教
师脸上都洋溢着亲切的笑容，每一个学生
身上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整个学校都仿
佛散发着阳光的气息。

阳光环境促生高雅气质

阳光文化是东方红学校的根，从根到
干，从枝到叶，整个校园都浸染在这样的

文化之中。
学校中伫立的“百年老校”和“阳光雨

露”两座雕塑，造型优美，隽永深邃。 文化
长廊中，寓意深刻的绘画、观点独特的随
笔、辞美意丰的谚语……一幅幅、一句句、
一字字都透射出传统文化的光芒，又不乏
浓郁的时代气息。 站在这里观赏，仿佛每
一面墙都会说话， 每一幅图都富有灵性。
漫步其中，犹如走进时光隧道，既可以跨
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也可以畅聊今天，启
迪智慧，净化心灵。

置身于这样宁静优美的校园环境中，
师生们的心灵得到滋养， 精神得到浸润。
阳光文化在帮助他们培养阳光心态的同
时，也促使其生发出现代人应该具备的高
雅气质。

阳光制度让工作学习溢满爱

制度文化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序
推进的根本保证，是开展文化活动必须遵

循的行为准则。学校建设阳光制度主要从
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着手。

在教师层面，学校实施了“网络化管
理+捆绑式评价”的管理模式。

“网络化管理 ”是指校级领导 、中层
领导 、年级组长 、班主任 、任课教师 、教
辅人员的网络化管理格局 ， 分工明确 、
责任到人。

“捆绑式评价 ”是指个人评价与集
体评价相结合 。 比如 ，在评价校委成员
时，把包年级组工作和个人分管工作结
合起来 ；评价年级组长时 ，把本人考核
积分和组内全体教师考核积分结合起
来 ；评价教师时 ，把教师成绩和其他工
作结合起来。

其中，针对年级组的“捆绑式评价”最
引人瞩目。 通过年级组长竞争上岗、周汇
报、月培训、期末述职、年终测评等管理办
法， 不仅增强了教师自身的集体荣誉感，
还实现了优质人力资源的共享。

赵云霞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 当

初 ， 为了帮助她尽快走出困境 ， 适应
学校独特的教学模式 ， 年级组长为她
安排了一个年轻的 “师傅 ”———李丹老
师 。 李丹先带着赵云霞走进自己的课
堂 ，让赵云霞感受体悟 ，然后在课下 ，
针对每一个教学环节同她进行细致入
微的探讨 、琢磨 。 经过一个学期的 “重
塑 ”， 赵云霞开始在课堂上找到了游
刃 有 余 的 感 觉 ， “如 果 用 4 个 字 概 括
我那时的状态 ，便是拨云见日 。 ”赵云
霞说道 。

而谈及为何要如此费心地去帮助别
的教师，李丹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一个集
体，理应一起往前走。 ”

在学生层面，学校实施了“合学小组
考评制度”， 改变了过去单纯评价优秀学
生或学生干部的方式，转而变为评价合学
小组全体成员。 合学小组一般由 4 个或 6
个学生组成，在期末或年终考核时，学校
对合学小组进行集体综合考核，然后表彰
三分之一以上的优秀合学小组， 这样，每
次表彰的人数都能达到千人以上，从而为
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学困生）提供了上台
领奖的机会，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集体荣誉感。

为了搞好合学小组建设，学校还推行
“小组日记”这项特色作业：一个小组共用
一个日记本，共同设计封面、确定小组目
标，每天记下心情故事，并与其他成员共
同分享，然后由教师批阅指导，并在每个
星期进行一次小组评比。

有学生在日记中写道 ： “每次我都
特别期待写小组日记 ， 轮到我写的那
天，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先去读一读其他
同学写的文章 ，然后在他们的日记后面
郑重地写上自己的评价和建议。 同时还
暗下决心，一定要比他写得更好。 ”

语文教学组长杨田静说，小组日记为
学生提供了个性展示的空间，是师生交流
分享的平台。小组日记交换的不仅仅是文
字，更是学生的情感、才华和经历。

阳光课堂让成长迸发光芒

制度的建设在于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习惯，学校从课程改革切入，着力打造阳
光的校园行为文化。

为了让课堂教学充满活力与激情，学
校探索总结了 “问题导学三课四环节”课
堂教学模式，即以导学案为载体，以问题
为主线，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
知识，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东方红学校的课堂可以用 “阳光”来
形容。 教师面带微笑走进课堂，抛出问题
点燃学生的探索激情。学生不再是传统教
学中的“听众”和“观众”，而转身变为积极
主动的学习者，他们不再是被动地完成任
务，而是主动地享受学习。

这种“问题导学”的课堂体现了民主、
快乐与高效， 既让学生们收获了知识，又
学会了表达、倾听与合作。在宋亚丽看来，
这是学生终身受益的财富，绝不是单纯用
考试成绩就能够衡量的。

常有一些慕名来参观的同行，当他们
第一次走进东方红学校的课堂时，总会以
为这只是一场“表演”甚至“作秀”，但当他
们深入了解学校的课堂文化后，便立刻被
它的魅力所折服。

不仅如此，为了深化课程改革，实现
课程结构多元化，学校又开发了多门符合
学生年龄特点和本校实际的特色课程，包
括器乐、围棋、健美操、书法绘画、国学诵
读等。笔锋游动，乐声悠扬，伴随着学生一
起阳光、蓬勃、快乐地成长。

此外，学校还根据季节特点，结合重
大节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初次来到这所学校 ，走进它的课
堂 ， 看到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的表
现 ，我油然生出一种震撼与感动 ，这里
的学生没有心理负担 ， 没有紧张和无
所适从的感觉 ，真的很难得 。 ”一个来
自 河 南 的 教 师 在 参 观 过 东 方 红 学 校
后 ，如是说 。

“阳光让万物生长 ，我们的学校要
做到生产阳光 ，盛产阳光 ，让生活在校
园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发展的能量 ，
这便是东方红学校一直追逐的梦想 。 ”
宋亚丽说。

一线动态

麦博课程号准学生脉搏
在北京市大兴区第二小学二年级

（5）班的教室里，4 个学生组成的小组正
在兴致勃勃地做着 “宠物方块” 拼图游
戏，他们时而讨论，时而动手，力争快速
闯关。任课教师则站在黑板前，时刻提醒
学生遵守游戏规则：“想一下， 猫不能跟
什么动物相邻， 大狗不能跟什么动物相
邻，还要考虑小狗、老鼠和奶酪……”这
就是该校别具一格的校本课程———创新
思维麦博（Mind Lab）课程。

学校以学生喜欢的游戏为切入点，
将麦博课程与数学课高度融合， 让学生
通过自主建构、迁移应用等方式，提升思
维品质。

“海文化”溢满校园
走进山东省青岛市文登路小学，总

给人一种身处海洋公园的错觉。 学校正
门设计了扬帆起航的标志； 校园内则设
有“琴岛海韵”、“碧海扬帆”等 10 条文化
长廊，“海文化”时时可见，处处可感。

学校的海洋教育由来已久。美术课，
教师带领学生去海边写生绘画、做沙雕；
体育课， 教师带领学生到沙滩开展沙滩
足球、 沙滩排球等运动……学校还进行
“海纳远行”课程探索，形成“四海连航”
课程体系。 围绕 “海洋文学”、“海洋音
乐”、“海洋美术”等内容，在一至五年级
开设“海文化”课程。

除此之外，学校还设立了“海之博”
读书节、“海之翼”科技节、“海之风”体育
节等节日，定期组织“沙雕大赛”、“沿海
徒步行”等活动。

学生练起螳螂拳
“拜拳，礼毕，第一式踢腿……”在浙

江省绍兴市诸暨王家井镇中心小学一
个宽阔的室内活动场里，螳螂拳第八代
传人郦妍娣正带着孩子们练习打拳。

王家井镇中心小学的螳螂拳课程定
在每周二和周四， 每次教学时间为一个
半小时。

据介绍，学校开展螳螂拳教学，主要
是考虑当前许多孩子锻炼机会少， 身体
素质差， 练习螳螂拳可以强身健体。 此
外，螳螂拳一招一式速度很快，长期习练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阅读存折”储存读书感悟
钱可以存入银行积累财富， 但你听

说过阅读也能作为资本存入“银行”吗？
江苏省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就开办了这
样一家“阅读银行”，学校大部分学生都
设立了“阅读账户”，建立起自己的“阅读
存折”。 一到期末，“存折” 上积分突破
200 的“存储大户”还会被表彰为“阅读
之星”。这家“阅读银行”是学校为了培养
学生的阅读习惯打出的新招式。

根据学生年级的不同，学校共设计
了 6 款“阅读存折”，“存折”的形状和大
小与真正的存折相差不大。 翻开封面，
第一页是推荐书目。 此后，“存折”的每
一页都设计了一个表格， 包括书名、作
者、字数等 9 项内容，供学生填写。

为保证学生真正完成书籍阅读任
务，学校规定每本“存折”后都要有家长
的签名与打分。 但是，“阅读存折”不是
强制执行，全凭学生兴趣自愿参加。

学校里的“开心农场”
“从未种过田的我们，第一次扛起了

锄头，第一次在田里捡石块，第一次给农
作物浇水……”“在劳作中， 许多同学都
磨出了手茧， 还有的同学顶着臭味给我
们挑粪……”

这些都是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二
中的学生在 “金穗扬梦 ”开心农场综合
实践中的感悟。 西彭二中利用校园里的
3 亩荒地，开设了开心农场综合实践活
动基地。 学校把农场划分为自留地、果
园区 、志愿田 3 个板块 ，每个班都分到
了其中的一小块地。

各班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地里进行
劳动体验，给植物锄草 、浇水 、施肥 ；每
学期开展“锄草能手”、“金土地”、“黑土
地”等评比 ；开展水果蔬菜造型展及蔬
菜销售会 ，真正让学生动起来 ，让课堂
活起来。

（陈佳邑 辑）

□李 鹏 苏清林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36

充沛的阳光是黄土高原的象征，也成为山西省长子县东方红学校———这所始建于明天启
年间的老学校的代名词。阳光的办学理念、制度规范、课程改革，让学校如浴暖阳，光芒四射。

本期关注：山西省长子县东方红学校

为师生“生产”阳光
———山西省长子县东方红学校课改报道

综合实践活动的厨艺展示现场1

师生一起参加拔河比赛2

学校庆“六一”学生乐队展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