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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探寻育英精神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始创于1897年

（清光绪二十二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在

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孕育了无数聪

颖学子，走出了万千人中翘楚。

追根溯源，学校的育英精神源于南宋时

期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思想，

清代末期，温州有识之士在各地“废科举、兴

学堂”，叶景辉、叶星桥等先贤在叶氏祠堂兴

师办学，建立了“基圣学堂”；后来几经更名

和人事更迭，一直到1995年，何朝育、黄美

英伉俪捐建了新的校舍，结束了学校和祠堂

合一的困境，更名为“蒲州育英学校”，寓意

着“培育天下英才”的美好愿景，翻开了学校

新的历史篇章。

创新理念，孕育特色项目

百年老校实现蝶变、走向未来，离不

开思想和行动的创新实践。学校立足于

“以设计改变教育、用教育设计未来”的

初衷，提炼出“三生交融、一生从容”的核

心办学理念，旨在通过“生命、生存、生

活”的融合教育，给孩子“一生受益、能够

带走”的核心素养，让“三生教育”点亮孩

子的未来。

一、大生命教育：润泽童真，滋养大爱情怀

生命教育是永恒的教育命题，引导孩子

养成爱自己、爱他人、爱祖国的生命自觉，是

当下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

一是爱自己。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通过在校园内设立“会说话的安全标

识”等环境教育资源，建设虚拟和现实结合

的生命体验馆，研发应急、健康等特色课程，

让每个孩子体验生命和健康的重要，种下规

则的种子，筑起安全防线。

二是爱他人。坚持以爱育爱，爱满人

间。通过活用社会资源，开设“聆听爱的声

音”“走在爱的路上”“见证爱的奇迹”三部曲

课程；成立育英爱心微积金，弘扬温州人“善

行天下”的美德，让每个孩子“一生一世做好

人，一心一意做慈善”。

三是爱祖国。文化无国界，多元文化，

多彩世界。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实践国

医启蒙教育：开辟中草药实践基地，开发

“悠悠百草香”课程，举办国医文化节……

让优秀传统文化以多元形式润泽孩子，塑

造未来。

二、大生存教育：启智童心，打好人生底色

劳动素养是每个公民必备的生存能

力。为此，学校开创新劳动教育模式，首

开温州市财商启蒙教育的先河，将其作为

践行“五育”并举的新探索、价值观教育的

新路径、深化课改的新抓手，让教育回归

本真，为创造物质富有、精神富足的生活

而教育。

新劳动教育创生出崭新的育人样态。

在蒲州育英，每个孩子都是“微型社会”的

一分子：学校开“银行”，孩子当“行长”；“开

心超市”买心愿；“拍卖行”里拍爱心；成长

服务站里找工作……孩子们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观念，炼成好品质，为未来成为自食

其力、经济独立、财务自由的世界公民打好

人生底色。

三、大生活教育：激发童趣，逐梦美好未来

生活即教育，为了让每个孩子找到生活

的乐趣、感受成长的喜悦，成为知真善、能独

立、会合作的志趣少年，学校用生活来教育，

给生活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教育，

将项目式学习作为大生活教育的主要形式，

驱动孩子们开展小组合作、问题解决、社会

实践，在真体验中实现真成长；同时，创新

“O·T·D成长账户”电子评价系统，通过自

我成长、团队发展、梦想点燃三大成长账户，

让评价真实有趣，让成长有迹可循，追求美

好幸福的生活。

复盘成效，明确前行之路

历尽沧桑的蒲州育英，如今风华正

茂。近几年，学校蓬勃发展，荣获市级以

上综合荣誉近50项，被评为世界温微联

盟全国首个爱的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

球特色学校、全国人工智能特色单位、浙

江省课改先行校、浙江省协同育人机制特

色校、浙江省劳动教育基地校、温州市课

程改革样板校等；学校品牌辐射面更宽，

江西、青海、贵州、四川等地的学校纷纷来

校取经，美国、芬兰等国的同行也慕名前

来考察学校教育，育英师生的故事多次被

温州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宣传；教师积极成

长，形成了一支有热情、有活力、有思想的

骨干教师团队，近半数教师获区级以上综

合荣誉，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均成绩斐然；

学生快乐成长，参与省市区各项赛事纷纷

获奖，参与温州市城市规划会议，大量优秀

毕业生被重点中学录取。

教育是面向未

来的事业。未来无

法预测，也无法抵

达，对未来最大的

慷慨是把所有的一

切都献给现在。育

英精神长青，百年

老校的变革一直在

路上……

（张小青 王 远）

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1897—2021）

育英精神，照亮百年老校变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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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玲

2017 年，在集团化办学的背景下，江山市城南小

学校长助理岗位应需而生。2018 年校长助理又在笔

者现任职单位江山市峡口小学被孵化为六一校长体

验团。多年来，校长体验团的实践调动起了青年教

师的管理主体性，实现了领航教师成长、改变学校生

态的梦想。

学校要发展，青年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升是重点。近

5年来，我们发现青年教师的工作存在两方面问题。一

是思想上认识不到位，缺乏全局意识和关心学校发展的

主动性。二是态度上不够重视。同时，学校校本师训的

落实过程也缺乏精细化管理。

学校通过建立校长助理工作机制，选出带头人，整

顿涣散的团队，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在管理中的主体作

用，让他们肩负起对学校的担当。校长助理这支队伍在

学校生存得怎么样，顶层设计是最关键的。

校长体验团队的工作主要从提前谋划、责任担当、

凭实立身、以实为尺、全局视野五个方面着手。

提前谋划学校工作。早在2017年暑假，城南小学校

长室就面向全校招聘校长助理，通过民主推荐等方式遴

选出 13 名青年骨干教师，请他们参与学校日常事务

管理。校长助理开班仪式启动后，学校就以周为单位对

13名助理一学期的工作进行了公示。9月开始，所有工

作按计划展开，每个助理提前一周参加学校的行政会

议，了解整体工作铺排。

培养对学校的担当。校长助理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助理们每学期都要完成“五个一”：面向全校作一次

公开教学；主持一次教师大会；进行一场国旗下演讲；组

织一次阅读社活动；形成一份反思总结及相关活动资

料。峡口小学的六一校长体验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

主持一次周一30分钟的行政早会。学期结束时，学校

将表彰“最美校长助理”。

凭实立身，以实为尺。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校长

体验团成员需要不断查阅资料，研读名师教学设计，反

复打磨练习，以呈现出完美的课堂。同时，成员们还会

向彼此分享先进的教育理念。不同学科、不同维度的分

享让全校教师的教育理念有了跨学科的融合。

每学期校长体验团成员的亮相都会经过学校的讨

论与审核。如 520 点赞演讲，助理们需走进班级进行

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写好点赞稿。上台演讲时，

学校会拍下助理们最美的镜头，并做成微信推送给家

长和教师。

以往，每周国旗下的520点赞都“料儿”十足，让人

感觉找寻典型很容易。但校长体验团成员们亲身经历

后发现并非如此。他们深入校园进行寻访、筛选，直至

敲定点赞对象。调研使他们关注到身边的人和事，也更

体谅到学校管理的不容易。

训练全局视野。城南小学教科室主任、教师陈春琴说：“只有亲身

体验过，我们才明白学校的每一份美好背后都需要大家全心全意地付

出。”渐渐地，校长体验团成员的思想活起来了。大部分成员的主体责

任感被唤醒，也明显有了“心怀学校”的全局视野。

在学校管理中，如果校长大包大揽，教师的自治体系却没有建立

起来，那么学校就没有造血功能。激活教师主体，教师和学校才能由

内而外真正开始改变。

长久下来，成员们的个人气质发生了改变。学校还会根据体验

团成员的专业特长，让他们承担大型活动的统筹工作。他们在校也

会主动担任师训项目化管理的负责人等。

2018年笔者到峡口小学担任校长。当时的峡口小学面临质量、

声誉等方面的危机：老教师等着退休，青年教师也不专注于专业提

升。学校一至四年级的教学成绩在区域内全部垫底，甚至有家长反

馈在上课时间会看到教师结伴逛街。 通过深化校长体验团机制的

运行，我们用教研领航教师成长。以“底线+榜样”的管理方式，让优

秀的师生个体成为学校叙事中的主角。

如今的峡口小学以贴近乡村的活动声名远播，教师和学生的精

神状态得到广泛认可，“峡风福娃”校园文化建设成为江山教育的金

名片。

（本文作者系江山市峡口小学校长，兼
任江山市城南小学副校长）

□本报实习记者 谭晓洋

年底将至，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第28届艺术节即将拉开序幕。上

届艺术节闭幕式中，有名男生绕着

舞台转了好几圈最后捧着奖状从舞

台上跑回观众席。学生们一边欢呼

叫好，一边起身朝他簇拥过去，想看

一眼奖状的模样。

获奖人叫陈许家宝，是李中

2305班的文娱委员。这是他第四

次从领奖台上跑下来。每次回来，

他手中都会多一份奖状，既有本人

的，也有2305班这个集体的。作为

文化班中的一名普通学生，没有接

受过专业声乐训练的他成为校园歌

手争霸赛的十佳歌手，他导演的微

电影作品获得了校园微电影大赛银

奖，而他指挥下的班级集体合唱也

在比赛中拿到优异名次。

学校党委书记戴文军说：“我们

重视对普通学生艺术素养的培育，不

只是对艺术生。”依托学校浓郁的艺

术氛围与优渥的艺术教育资源，许多

像陈许家宝一样的非艺术生在李惠

利中学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舞台。

“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试试！”
——在课程选修中走近艺术
“这所学校，连风都是艺术气

息。”高三学生沈思琪说。

在这里，新的一天伴随着格里

格的《晨曲》开始；放学时，萨克斯名

曲《回家》为师生卸去一天的倦意。

课间，学校还会定期播放施特劳斯、

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在这所并

不算大的校园里，艺术楼中排练声、

演奏声、歌声时常飘荡在校园，偶尔

还能从窗户里看见舞蹈练习生们优

雅的身姿。

浓厚的艺术氛围让李中许多文

化生也对艺术心生向往。

黄琪政就是其中之一。一直

怀揣着表演梦的他，之前一直苦于

缺少接触表演的机会。入学李中

不到一年，这个小梦想在艺术选修

课中开花结果。选择艺术选修课

时，黄琪政阴差阳错选到了学校的

播音主持课，又加入了话剧社，这

便认识了当时教授戏剧影视表演

的教师黄伟。没有任何演出经验

的他被黄老师“怂恿”着参演一部

话剧，排练紧接着就开始了。抢

拍、漏词、紧张怯场，黄琪政的表演

初体验并不轻松愉快。但在话剧

演出结束后，回顾这场经历，黄琪

政却觉得弥足珍贵。

除了戏剧表演与播音主持，学

校还开齐了音乐鉴赏、歌唱、演奏、

舞蹈、音乐创作等

多个模块的选修

课，普通班的学生

跟着专业教师一

起沉浸式学习艺

术。既是学校党

委书记，同时也是

乐理教师的戴文

军介绍：“学校的

艺术选修课会开

整整一年，这是为

了让非专业学生

对某一类艺术有

相对完整和深入

的学习。”

选修器乐演

奏，就要学会弹

奏出一首曲子；

选修舞蹈，就要

学会跳一支完整

的舞。李中的艺

术选修课将学生

们没机会尝试的

兴趣转化为真正

的作品。方帅是学校新来的表演

教师，也是戏剧表演选修课的教

师。他在课上有时会带着学生们

做“情绪方阵”游戏来训练情绪表

演技巧；有时会和学生们一起赏析

和排演优质剧目，如《汉密尔顿》

等。在他看来，艺术选修课一方面

是让学生进行表演实践，磨炼表演

技巧，另一方面也重在提高学生的

戏剧审美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全校师生都比想象中更配合。”
——在艺术活动中收获认同
除了艺术选修课，年底的艺术

节更是李中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艺

术盛会。

每年为期两周多的校园艺术

节中，绘画、书法、话剧（小品）、配

音等数十项活动为不同门类的艺

术爱好者们搭建出了竞技场。除

了个人赛，李中的艺术节也有诸如

校园微电影大赛、班级合唱比赛等

集体赛事。

《FORGIVE 宽恕》是2305班

的微电影获奖作品，由陈许家宝等

7人共同拍摄完成。由于大部分学

生没有拍摄经验，为了让他们充分

了解微电影的基础知识，每届艺术

节前李中都会举办一场微电影讲

座，还会给学生配备专业的微电影

指导教师。但除此外，陈许家宝和

他的队友们认为，影片的完成最离

不开班主任、教师周红映的帮助。

在剧本创作期间，他们会不厌其烦

地“骚扰”周红映；自习课时，周红映

也会特许他们进行拍摄。

为了让教师也能参与和感受学

校的艺术氛围，学校想了不少办法，

如组织专业音乐会、教师艺术比拼

等，但其中最受班主任们欢迎的是

每年颁发的“最佳伯乐奖”。戴文军

认为，给班主任颁发“最佳伯乐奖”

能增强学生、教师对集体的认同感

与归属感。

上届艺术节闭幕式上，周红映

成为拿到“最佳伯乐奖”的10名班

主任之一。她上台领奖台时，陈许

家宝和他的同学爆发出了全场最热

烈的欢呼声。

“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
——在前进道路上选择未来
每届李中学生中，都有一批从

文化班半路“转行”为艺考生的学

生。刚毕业不久的缪子聪就是一名

“半路出家”的艺术生。直到高二才

决定参加文化编导类艺考的他坦

言，当时做这个决定是仓促且倍感

压力的，但好在学校给了他这“迟

到”的选择提供了不少帮助。

缪子聪一直在摸索与练习视

频拍摄，了解到他的摄影爱好后，

校办副主任、教师杨志丹主动让

缪子聪负责校运会

纪录片的拍摄、剪

辑。对缪子聪而

言，校运会的临场

拍摄是专业上难得

的挑战。同时，由

学校影视编导专业

的教师来做评委的校园微电影大

赛也是他进步的好机会。为拍摄

参赛作品《海上烟火》，缪子聪前

后拍摄、制作视频共花了半年多

的时间。

专业上，学校为他提供锻炼机

会；学业上，文化课教师也支持并配

合他做艺考准备。艺考期间，专业

课的补习让缪子聪的文化课学习时

间一下子缩紧。历史原本是他的薄

弱科目，艺考后学起来便更为吃力

了。班主任、历史教师程慧在了解

这一情况后，总会单独抽出时间为

他补上落下的课程内容。“多一条

路，多一种选择，班主任这样鼓励

我。校长刘伟龙还曾鼓励我去试试

北电。”缪子聪说。尽管只参加了两

三周的艺考培训，但以往的拍摄经

历让他充满信心。如今他不仅顺利

考入浙江传媒学院，还成了视频网

站上一名专业的视频博主。

像缪子聪这样的学生在李中还

有许多，“一人一课表”“一人一琴

房”和“学科+专业”双导师制指导，

无论是原本就有的艺术特长，还是

来到李中后才挖掘出来的艺术天

赋，都能在李中教师的重视与培育

下结出最美的果实。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从“小众”到大众，校园也能成就“艺术家”

“浙”里的美育课堂

在校园歌手争霸赛上竞演的李中学生

育英学校百年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