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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教育局
贺军辉

近年来，“校园欺凌”“孝道缺失”

“教育惩戒权”等成为社会各界热议

的话题。这背后，其实是中小学生在

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

不尊重父母和教师、欺负弱势同龄人

等。如何让学生学会尊重父母和教

师，并提高自身的文明修养，这对我

们的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

来，宁波市镇海区在区域推进“孝德

礼仪”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努力提高中小学生的文明素养。

一、“孝德礼仪”教育是时代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节团

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家尽

孝、为国尽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此前，他在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也曾强调，要

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对于中小学而言，

在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

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

孝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在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中，专门提到要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要求。目前已发布的《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中，“社会责任”是属于

社会参与方面的第1个基本要点：自

尊自律，文明礼貌，诚信友善，宽和待

人；孝亲敬长，有感恩之心……从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角度来讲，孝德

教育也不能缺位。

可见，无论从国家主要领导人

倡导的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还

是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来讲，孝

德教育并没有过时，而需要得到进

一步加强。这也说明，镇海区近几

年开展的区域推进“孝德礼仪”教育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是顺应教育形势

的，需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

步落到实处。

二、开展“孝德礼仪”教育的镇海
实践

1.从小事做起，让“孝德礼仪”教

育可操作。镇海区明确要求开展相

关活动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

规律，以“孝德礼仪”等中华传统文化

为主要内容和载体，围绕“习行孝德，

明知礼仪，感恩社会”主题，从最基本

的道德规范和最基础的礼仪要求，全

面培养学生孝亲敬长的道德品质、明

礼知仪的行为习惯和感恩社会的人

文精神，全面提高广大少年儿童的道

德素质和文明程度。

此后，镇海区教育局又出台关于

深入开展“弘扬传统文化，践行孝德

礼仪”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提出以大力推进“5—2—3”（我

爱善）实践行动，深入开展“孝德礼

仪”教育。“我爱善”实践行动分小学

低段、小学高段、初中段、高中段四个

学段对学生提出不同的“五个一”，引

导中小学生从身边做起，从最小的事

做起，用实际行动践行孝德礼仪，传

递正能量，营造“人人学会打招呼”

“天天都是孝心日”的良好氛围。

2.配备讲师团，让“孝德礼仪”教

育入讲堂。为弘扬和普及优秀传统

文化，引导青少年践行孝德礼仪，镇

海区教育局成立了“知礼行孝”传统

文化讲师团。讲师团成员根据各自

的特长，选取国学著作中关于个人道

德塑造、孝德礼仪教育、品行养成的

经典篇目或段落，结合现代生活实

例，用讲故事的形式宣讲德行修身的

价值理念。

讲师团为全区的学校提供菜单

式服务。学校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

要，选择讲师团的某位教师前去学校

宣讲。讲师团的宣讲内容包括家风

家训、地方特色传统文化、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孝德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孝顺子弟必贤明、儿童礼

仪教育、人生的成功以礼为表以孝为

里、百善孝为先、解读古诗词中的爱

国爱乡情怀等。

近年来，“知礼行孝”传统文化讲

师团走进校园，为师生宣讲优秀传统

文化，在学生心中播下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种子，让学生对“孝德礼仪”的价

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少学生家

长反映，孩子比以前懂事多了。

3.抓各类活动，让“孝德礼仪”教

育有载体。区教育局精心开展各类

活动，为“孝德礼仪”活动的深入开展

搭建了有效载体。

近年来，镇海区教育局和区文

明办多次联合开展全区中小学生中

华经典诵读大赛。参赛内容以中华

传统经典和“孝德礼仪”经典诗文

为主。

区教育局充分利用和挖掘传统

节日中的育人因素。比如开展“敬

老爱亲，孝伴重阳”主题教育活动，

广泛开展敬老爱亲家庭建设活动、

以“敬老爱亲”为主题的班会课，及

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志愿服务

活动。

此外，区教育局还利用官方微博

开展“孝德礼仪”大讨论，每月确定一

个主题，组织中小学生及幼儿，利用

晨会、班会、团队活动开展大讨论，并

由各校、各园择优推荐讨论成果，选

出若干条优秀成果并发布在官方微

博上还对优秀成果给予一定的奖

励。此外，学生也可以直接在官方微

博上进行专题的讨论互动。如在对

《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的大讨论中，学生们对现

实生活中的“孝德礼仪”有了更清楚

的认识。

评选“孝德明星”，评选结果在

当地主流媒体公布，并在爱心感动

人物的颁奖现场进行颁奖。区教育

局的微信公众号，也及时推送相关

候选人的介绍，进一步扩大评选活

动的影响力。

三、对进一步开展“孝德礼仪”教
育的思考

镇海区教育局在开展“弘扬传统

文化，践行孝德礼仪”主题活动中，明

确要求各校在原有的德育体系基础

上，有机地融合相关内容，不另起炉

灶，不搞形式主义，不增加学校和师

生的负担。

近年来，镇海区教育局要求各校

均开展“厚德校园”“健康校园”“艺术

校园”“书香校园”和“科技校园”这五

大校园建设，以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孝德礼

仪”教育是开展“厚德校园”的应有之

义，也是“厚德校园”建设的重要载

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孝德礼

仪”的内涵，在全区营造了浓郁的“孝

德礼仪”教育氛围，有效地推动了各

校的文明校园建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家

尽孝，为国尽忠”。从广义的“孝德”

而言，爱国也是一种大孝。因此，未

来将进一步扩大“孝德礼仪”教育的

内涵，并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把让

学生增强爱国情感与切实提高自身

文明素养、更好孝顺父母和尊重教师

结合起来。

我们会用一直“在路上”的心态

去对待“孝德礼仪”教育，以更好地促

进学生的终身成长。

□东阳中学 徐楚月

如何实施以学科素养为核心的

课堂教学，如何使课程内容少而精，

如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科学

探究能力等都是需要生物教师们在

教学中去解决的问题，回答了这些问

题才能更好地适应培养高素质人才

的要求。笔者作为一名高一生物教

师，和同事们一起带着极大的热情，

积极探索，努力实践，从教学思维模

式的更新，到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的

重塑，为高一生物的课堂教学带来了

全新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

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通过共同努力，

也获得了一些心得体会。

关于高一生物课堂如何实现高

效教学，更好地实施新课改，笔者认

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创设教学情境，提高学生求
知欲

教师要创设多种教学情境、激发

学生求知欲，变抽象为具体，化微观

为直观，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高中生物

教学内容。例如在学习糖类时，笔者

准备了葡萄糖、果糖、麦芽糖、蔗糖、

淀粉和木糖醇等，同时也请学生带来

他们认知中的糖类。课堂上，教师提

问：所有的糖都是甜的么？甜味的物

质都是糖么？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

动了起来，对所带的物质看、闻、尝

后，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教师再适时引导，让学生

通过讨论总结出关于糖类的知识

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学

习“无机盐对维持生物体的生命活动

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个知识点时，笔

者在网上找了一些因缺少无机盐而

生病的植株图片，并去花鸟市场寻找

实例。在课堂上，让学生们面对不同

的病症，猜测缺少哪些无机盐。像叶

片变黄失去绿色，很可能是缺镁或缺

氮。同时也请学生去家里找找看有

没有生病的植株，通过所学知识的诊

断，给出治疗方案，当一名植物小医

生。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的学习

更积极主动，而且也更好地掌握了知

识点，教学效果相当突出。

二、引导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
学能力

高中生物教学内容大多比较微

观和抽象，含有很多对学生来说非常

陌生的概念和理论；它有一个结论丰

富的知识体系，知识点相对来说较

多、碎片化，需要记忆的内容较多；实

验内容很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实

验设计和操作能力。针对这些学科

特点，教师应该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及

内容，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在设

计课堂活动时，要注重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实践探究能力、创新思维能

力等多方面的培养。

在课堂上，笔者有“三不讲”：学

生自学能弄懂的不讲；学生通过讨论

能懂的不讲；学生互相讲解能懂的不

讲。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把精力放

在学法指导上面。新课程标准下，生

物教师需要去研究的不是“我该怎么

教”，而是要去研究“我该如何引导学

生学”。运用一切能想到的教学方

法，如小组活动、小组讨论、分工合

作、实验探究、知识整合、相互评价

等，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同

时，教师还需要教授学生学习的方法

包括预习的方法、听课的方法、讨论

的方法、自学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和

组织的方法等。此外，教师应该兼顾

高中学生的心理特点，适时引导，寻

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三、巧妙设计实验，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

实验能够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

能力、实践探究技能、科学严谨的求

知态度和合作团结的交流意识，让学

生充分认识到团结协作在学习和发

展中的重要性。

笔者以《检测生物组织中的糖

类、油脂和蛋白质》一课为例：这节实

验课非常简单，即对还原糖、淀粉、蛋

白质和油脂的鉴定。通过课前的预

习，学生们大致掌握了实验操作的流

程及方法。但就是这种简单的验证

型实验，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却往往直

接按实验手册进行操作，很少有自己

的思考，认为只要得到预期结果就完

成了本堂课的任务。笔者尝试在这

个简单的验证型实验中加入一些探

究的内容。

课前准备：笔者为每组学生准备

了葡萄糖溶液、淀粉溶液、花生子叶和

豆浆，并发动学生自己准备实验材

料。实际上，让学生准备实验材料的

过程就是学生开始思考和分析的过

程。学生带来了：番茄、胡萝卜、马铃

薯、青菜、娃娃菜、甘蔗汁、苹果、菜籽、

面粉等材料。各个小组之间分工合

作，相互观察，检查各组带来的实验材

料是否有误。此时，学生们提出，西红

柿、胡萝卜等带有颜色的材料不能作

为此次实验的实验材料，原因是本身

具备的颜色会干扰颜色反应。还有

的提出，甘蔗汁也不能作为鉴定还原

糖的实验材料，因为甘蔗富含蔗糖，蔗

糖不是还原糖。经过全班鉴定通过

的实验材料，全班资源共享，供学生进

行自主探究活动。通过这样的学习，

学生可以直观形象地掌握知识点，比

教师讲学生听的效果要好得多。

实验中：教师引导学生参照实验

手册用标准溶液做实验，并记录实验

结果。此时需注意正确使用各种实

验仪器，并引导学生思考，展开讨论：

书本中选择了哪几样作为实验材

料？它们都有什么特点？大家带来

的替代品具有这样的特点么？白萝

卜中是否含有蛋白质和油脂，能否作

为检测蛋白质与油脂的实验材料？

花生和豆浆能不能作为检测还原糖

的材料？根据这些问题的探讨结果，

学生继续通过实验来探究，很快证明

了生物的组织是多种成分共同存在

的。这样一来，学生对实验过程、原

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培养

了学生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证明结果

的科学态度。

课后分析：本案例在验证性实验

的基础上，通过学生自主寻找实验材

料，为本次实验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原本的验证性实验基础上加上了

一些探索。这样的一堂实验课，不再

仅限于追求实验结果，更加注重实验

的过程，让学生从准备阶段开始就学

会思考，学会分工合作，学会分析总

结，这样也达到了在实验课中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高一是学生刚刚接触生物的时

候。高中生物教师，特别是高一的生

物教师，一定要从学生的实际发展情

况和实际学习情况出发，切实以教学

内容为基础，对教学活动进行精心地

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

学生学习生物的热情；课堂上以学生

为主体，实现高中生物课堂的高效性

构建。课程改革为学生们提供了一

个发挥创造性的广阔空间，也给教师

们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教学领域。

探寻发展教师的
“金钥匙”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中学 黄明敏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发展教师则是校长的第一要

务。校长日常教育生活中发展教师的关键在于激励、成全

和唤醒，只有让每位教师始终保持对教育的良知与责任，不

断创造属于自己的职业幸福与专业自觉，才能实现教师成

长与学校发展双赢。

小细节最能打动人心
细节决定成败，学校管理中许多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

事情，只要留意用心去改进、去提升，就会把学校从一个冷

冰冰的组织，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温情、承载一个个鲜活生

命的学习共同体。几年前，笔者到钟公庙中学报到时发现，

学校教学设施老化，各功能教室、实验室配备落后，图书馆

仅仅是一间教室，办公室、走廊、厕所的墙面因为渗水都脱

皮了，塑胶跑道积水严重。于是在教育局和街道的大力支

持下，笔者带领全体教职员工开启了育人环境改造之旅。

在广泛征求师生、家长意见后，校园确立了橘红、米色

和绿色3种主色。橘红色，热情与积极；米色，安静与文雅；

绿色，希望与生长。在文化设计方面，努力让每一堵墙说

话。如一面“we are family”墙，集聚了学校29个班级的

合照，集聚了所有教师最美丽的照片，集聚了教师在各个瞬

间为学生抓拍的笑脸。这面墙串联了健康、仁爱、梦想、成

长、责任、希望、温暖等7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功能布局方

面，在教学楼大厅里设置了快乐书吧和三角琴；在教学楼二

楼设置了美术角，学生作品随处可见；把阅览室打造成师生

阅读、研究、授课、休闲的多功能场所，四处可见随意组合的

台子、凳子。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校园文化，更是师生们“写校园的

书”，写的一本教育的大书。

好教师都是“夸”出来的
好教师也是“夸”出来的。校长不但要为教师的专业发

展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要激发他们专业成长的内生

动力。

回顾笔者“夸”教师的5年历程，主要形成了三大路径：

一是榜样示范，分层次邀请区内名优教师来校上示范课、做

学术讲座，树立身边的榜样；二是专业引领，邀请宁波市、鄞

州区的教研员成为学校的学科顾问，以课题与项目的形式

走近每一个教师，手把手指导，用心鼓励；三是“走出去”战

略，让教师们去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等国及上海、北京等先

进地区学习，开拓视野、增强信心。

我们还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八字方针：抱团发展、拔

节而长。温暖的氛围激励着教师们的斗志，学校的支持收

获了满满的回报。5年来，学校培养了23名区级教坛新秀，

教师区级以上获奖230人次，其中包括全国互动课堂比赛

一等奖、浙江省“春蚕奖”、浙江省优质课一等奖等。

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在促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

学校管理绝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而是要创设一个和谐、融

洽式的管理团队，真正实现民主管理、民主治校，从而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笔者积极探索了职能岗位见习干事制度。学校每个职

能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推出需要的见习干事岗位，有需求的

教师自行报名，经过双向选择后，确定见习干事。在见习的

一年里，见习干事的工作量将会额外增加，但薪水并没有变

化；而一年后，通过学校考核的见习干事，可参加空缺岗位

的公开竞聘，未被选上的人轮岗见习，下一次机会再竞聘。

记得有一年德育处为了在每个教室门口挂上班级文化

班牌，先让文化公司在教室门口钉了一根很长的钉子，并裸

露在外面。笔者一大早巡视校园时发现了这个安全隐患,

便找到德育处负责人。负责人却说：“这是总务处让人来钉

的钉子，不关我的事。”这件事让笔者反思：部门之间应该以

怎样的方式合作？怎样让团队合作成为常态？

于是，学校开始探索项目化管理改革。

坚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学校所有的管理事务

都以项目化的形式进行优化重组。项目主管相当于执行校

长，可以整合管理学校所有部门，并就自己的负责项目自主

确定成员并组阁,凡事有准则、有程序、有监督、有负责。例

如，学校舞蹈团建设项目的主管，可以带领团队决定编写怎

样的校本教材，安排总务主任采购怎样的舞蹈服装，安排德

育副校长什么时候给学生作动员讲话，甚至安排校长什么

时候出现在排练现场。项目化的运行模式使学校舞蹈团从

无到有，连续4年获得宁波市舞蹈比赛一等奖，并两次荣获

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舞蹈比赛一等奖。

项目化管理在组织机构不变的情况下，润物细无声地

让学校从层级制管理走向扁平化管理。当一个个普通教

师成为项目主管时，不但他们自身的智慧与力量得到充分

发挥，而且“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团队精神也日益

成为每位教师的文化自觉。笔者坚信，一所学校办学质量

与水平的高与低，取决于教师个体的素养，更取决于教师

团队的素养，因为“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

更远”。

总之，从校长办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要坚持学生第

一，还要坚持教师第一。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就像雕刻大

师的一凿一铲，塑造出学生的未来形象。实践证明，当一位

教师真正在内心深处有了归属感和被需要感，一定会爆发

出对教育的无限热情，创造出极大的人生价值。校长应该

是这种热情爆发和价值创造的导火线、推进器和加油站。

高一生物课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策略探究

“孝德礼仪”教育助力学生终身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