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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中国有不少以名

人名字命名的学校（以下简

称名人学校）。名人作为文

化符号和象征，在以其命名

的学校里传承其精神与理

念，对学校文化建设有着深

刻的影响，并引领师生成

长。为探讨名人学校的符

号象征意义及其在学校育

人体系构建和高质量发展

中的实践价值，本报约请省

内知名学者、名人学校校长

共话如何办好名人学校。

本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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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王慧琴 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绍兴市

鲁迅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何夏寿 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绍兴市

上虞区崧厦街道金近小学原校长

欧自黎 杭州竺可桢学校校长

楼叶通 杭州市行知小学校长

陈 滔 杭州市蒋筑英学校校长

龚钧煜 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校长

高叶萍 杭州市夏衍初级中学副校长

夏晓菲 杭州市余杭区太炎小学校长

单筱奕 杭州市萧山区贺知章学校校长

沈志飞 桐乡市濮院茅盾实验小学校长

主持人：言 宏

●主持人：学校为何以名人名字命名，有什么特别的渊源？

●主持人：学校如何提炼和传承名人思想或者精神，以此培养教育学生，

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王慧琴：作为一所以鲁迅先

生名字命名的学校，学校一直实

践和弘扬鲁迅的“立人”教育思

想，积极践行“立人为本、全人

教育”的办学理念。在鲁迅“立

人”教育文化引领下，学校以鲁

迅的儿童教育观为学校的核心

价值观，积极探索让教育归依

童心的最佳途径，让追寻童真、

尊重童心作为从事教育教学活

动的逻辑出发点，构建起了“独

立、独特、独创、独秀”的完整

的“立人”教育实施体系。“独

立”，即独立的人格；“独特”，

即独特的个性；“独创”，即独创

的精神；“独秀”，即独秀的人

才。学校培育“尊个性、张精

神”的校风，形成“指导协商、适

如其分”的教风，倡导“自己思

索、自己观察”的学风。学校通

过文化立境、文化立矩、文化立

课、文化立师、文化立生、文化

立校等实施途径，提升学校办

学品质。

何夏寿：学校改名后，确立

了“真善美新”的育人目标，树

立了“童心、童真、童趣”的儿

童教育思想，用童话滋养童心，

积极实施“童话育人”教育实

践。以课程为依托，借助童话

具有的认知、审美、教化、想象

等多种功能，在环境建设、学

科建设、师资建设、师生评价、

家校合一、村校共建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的实践与探索。从

童话教学到童话教育，从童话

课程到童化文化，学校走出了

属于自己的办学路子，创立了

“童话育人”教育品牌。2011

年起，学校还积极助推绍兴市

上虞区人民政府和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中心合作设立面向全国的

儿童文学金近奖，并在金近小

学成功举办了6届颁奖典礼。

楼叶通：学校名为“杭州市

行知小学”，就要遵循陶行知先

生的精神办学。为了解决行知

合一的问题，学校不断进行校

本化的实践，将“儿童生活力教

育”贯穿学校的德育、课程、学

习、评价、环境、治理6个改革

要素当中，通过这些要素不断

地进行育人价值的目标实践。

经过30多年的办学实践，学校

已经形成“儿童生活力教育”的

育人模型。

高叶萍：“厚土植根，坚韧

生长”是夏衍先生坚韧不拔品

质的写照。我们以传承弘扬夏

衍精神为办学追求，汲取价值

内核，实现对夏衍精神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其化

为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育

人、强师、学校发展上发力。构

建“根文化”课程体系，致力于

培养具有“文化理解力、社会参

与力、自主行动力和创意生活

力”的好少年；以夏衍精神为教

师塑魂提神，培育教师的学生

立场与扎根教育的情怀。深挖

夏衍精神的时代要义，明确育

人方式创新的价值定位，科学

推进教育变革与创新。

陈滔：蒋筑英是光学家，我

们因此提出培养有科学家创新

潜质的“追光少年”。创新潜

质，即是像科学家那样的创新

人才应该有的潜在素质，其培

育内核主要为责任心、好奇心

和创造力。我们还设计了“校

园科学家”这一创新潜质培育

模型。“校园科学家”的主体是

学生，通过三阶课程的培育、三

步流程的评聘、三类问题的解

决，提升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

最终学以致用，创造美好生活

并造福社会。

欧自黎：学校用竺可桢的

教育思想来确立学校价值体

系，用竺可桢的办学思想来建

设学校的育人场域，用竺可桢

的精神资源来建构学校的课程

体系。学校校训是“惟求其是、

公忠坚毅”。学校精神是“求是

精神”，包括爱国精神、科学精

神、开放精神、奋斗精神等。学

校围绕“惟求其是、公忠坚毅”

核心理念，从“求是魂、坚毅

心、公忠志、诚勤行”四个方

面，建设学校的课程体系。以

竺可桢“求是”精神为指引，以

“高起点、小而精、发展型”的

定位，通过开设打通班级和年

级的主题学院、分层走班选课、

主题课程开发、双师学分评价

等方式，学校致力于培养“宽视

野、强素养、会成长”的竺可桢

学子。

龚钧煜：学校以“承茅老之

德、育创新人才”为办学宗旨，

建成茅以升事迹展览馆，引导

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立

下科教兴国的远大理想。通

过让科技亲近儿童、科技融入

生活、科技走向实践，形成学

校科技特色。学校以桥为媒，

开发实施了省精品校本课程

“桥梁与工程体验课程”，依托

茅以升事迹展览馆建设了工

程启蒙学习中心，开展特色的

校园桥梁设计制作大赛，进行

STEAM教育与项目化学习的

研究和探索，培养学生像科学

家那样思考探究、像工程师那

样设计制作。

夏晓菲：学校依托章太炎

先生的核心精神，建设独具一

格的育人模式，从办学理念、环

境创设、课程建设三方面做好

“融合”这篇大文章。学校承太

炎先生“立人”的精神内核，进

一步确立了校训“崇德、尚志、

博学、砺行”，以及校风“成己成

人”、教风“修己达人”和学风

“自立立人”。为了让太炎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我

们在学校正门入口处树立太炎

先生雕像，将楼宇命名为“太炎

楼”，同时建设太炎书院、太炎

中草药园、太炎美术馆等，致力

于让校园的每一处布局都有太

炎意蕴。同时，推进“太炎文

化+”的项目化主题学习，开展

“太炎先生纪念日”等活动，与

章太炎故居、章太炎纪念馆等

结成校馆共建单位。

单筱奕：学校以贺知章人

物特质为逻辑起点，提出了知

章故里、诗意校园的办学理念，

以及知书知章、做文做人的育

人目标，持续探究古诗词教学

以及德育特色新路径。组织师

生学习校本教材、参观绍兴贺

秘监祠、参加贺知章文化研讨

会等，邀请古诗词专家指导学

校诗教工作。

沈志飞：学校以茅盾名字

命名，就是要弘扬先生的精神，

践行先生的思想，让学生在茅

盾精神引领下“自强不息，心

怀天下”。学校打造了基于

茅盾文化的校园环境，如茅

盾文化长廊展示先生光辉的

生平业绩、伟大的文学成就

和崇高的思想风范，茅盾书

屋陈列一系列茅盾文学作品

及近年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让校园时时处处可以

看到茅盾的影子。学校还依

托茅盾作品，开发《走进茅

盾》校本教材，组织茅盾生平

的专题访学，同时举办校园

茅盾艺术节等活动。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学校选择以名人名字命名，大多是因为这位名人与学校所在地有一定渊源。名人学校或弘扬名人的精神培厚学校文化，或借用名人的影响力提升学校品质，

或根据名人思想形成学校特色，或研究名人的成长经历以改革育人模式等。

提炼和传承名人思想或精神助力学校发展，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提炼其精神奠定学校文化，制定学校的“一训三风”；二是开设课程传承并拓展名人思想和内

涵；三是组织有关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成长。

然而，一些名人学校在办学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挂了名人的名字，但没有充分挖掘名人资源；停留在名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思想，没有有机结合新

时代对教育的要求和教育现实发展的诉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孤岛化问题，研究和实践停留在校本层面，缺乏对外辐射和区域推广。所以，要想办好名人学校，学

校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即校名和名人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单体和群体的关系。

名人学校有其自身的特色优势，如何破解难题、发挥长处、创新机制，需要社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相关方共同努力。

何夏寿：绍兴市上虞区崧厦

街道金近小学的前身是庐江小

学，创办于1927年，后几易其

名。2000年，为给学校注入新的

办学活力，并纪念当地乡贤——

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金近先生，

启用现名。

欧自黎：为进一步弘扬求是

精神，学习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奋

斗终生的伟大品质，经竺可桢先

生后人授权，将滨江区新建的振

浦中学（建设名）命名为“杭州竺

可桢学校”，并组建杭州竺可桢

学校教育集团。用“竺可桢”来

命名，是希望学校在建立伊始，

就有品牌依托、精神引领、文化

传承，为学校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精神价值和文化基因，以求“建

一所新校成一所名校”。

高叶萍：杭州市夏衍初级中

学地处杭州市上城区彭埠街道，

这是夏衍先生的出生地。学校

认为夏衍先生身上蕴含的精神

可以作为学校的文化引领。

陈滔：著名光学家蒋筑英是

学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他是知

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最美奋斗

者。在征得蒋筑英夫人同意后，

2021年学校正式更名为“杭州

市蒋筑英学校”。

龚钧煜：为纪念中国桥梁之

父，茅以升先生的小女儿茅玉麟

受原杭州市江干区政府之托对

区内各小学进行了专项考察，以

科技活动见长的景芳二小被选

中。1997年，景芳二小正式更

名为“杭州市茅以升实验学校”。

夏晓菲：学校创建于1905

年。1936年，章太炎先生去世，

为纪念他，学校改名为“杭州市

余杭区太炎小学”。太炎先生在

16岁时到余杭县城孔庙参加童

子试，考试地点启圣祠的旧址就

在现在的校园里。太炎先生学

术造诣深厚，身上蕴含的文化精

神值得学生学习。

单筱奕：贺知章的故里知章

村距学校仅2公里，是学校学区

范围。学校以知章命名意在传

承地方文化，亦契合学校育人

目标。

要把名人学校办得名副其实

□杭州师范大学中小学校长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项红专

所谓“名人学校”是指利用与学校相关联的名人名字来命名

的学校，以期学生和学校有更好的发展。浙江文化厚重，名人资

源丰富，中小学中以名人来命名的学校不少，也涌现出以绍兴市

上虞区崧厦街道金近小学为代表的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名人学

校。近年来，杭州新建学校中也出现了一批以名人命名的学校，

如钱学森学校、竺可桢学校等。

用名人来命名学校简单，但要办好名人学校不易。要把名人

学校办得名实相符，关键是要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即把名人文化

转化为适宜的学校文化，进而对学生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研究。加强对名人文化的研究是办好名人学校的前

提。如果不对名人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进行深度发掘并有机运

用，名人学校只能是虚有其表。例如，绍兴市鲁迅小学深入挖掘

鲁迅的教育思想，提出“立人为本、全人教育”的办学理念和“独

立、独特、独创、独秀”的校训等，并使它们落地生根。除此，名人

的受教育经历也值得关注。上世纪20年代，钱学森在北京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上学，著名教育家林砺儒校长提出并践行全人格教

育思想。可以说，钱学森是全人格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如果能把

这些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融入钱学森学校的办学是有裨益的。

二、因人制宜。把名人文化融入学校文化不是想象的那么简

单，要进行不断的转化。易言之，先把名人文化转化为教育文化，

然后把教育文化转化为学校文化，再把学校文化转化为教师文

化、学生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活动文化等。同时，由于名人

文化的内涵特征各不相同，把它融入学校教育要考虑不同情形，

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例如，蒋筑英是著名光学家，杭州市蒋筑

英学校巧妙地以光（即科学之光、精神之光）为切入点，构建了“追

光”文化，意在培养追寻光、成为光的追光少年。学校开展了一系

列“追光”的科学探究活动，通过参与、体验和内化，蒋筑英精神

（科学家精神）就自然而然地植入学生的心灵。

三、学生立场。名人学校不在于高大上，而在于要接地气。

因此，名人文化能够亲近吸引学生、滋养学生的心灵，是衡量名

人学校办学的重要尺度。我们走进金近小学，就会徜徉在“金近

童话园”“世界童话园”等之中，宛如走进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

界。学校还请童话伙伴代言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变得生动形象。学校组建了小鲤鱼文学社，学生在多家报刊

上发表了上千篇童话作品，名震省内外。不仅是童话创作，学校

还将童话教育引入各学科教学，变革学习方式，让学生学得轻松

快乐。

四、与时俱进。名人是时代的产物，名人文化也有一定的局

限性。因此，名人学校在传承好名人文化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结合时代发展和要求，赋予名人文化以新的内涵。例如，全国有

不少以雷锋命名的学校，而助人为乐是雷锋精神的重要内涵。新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提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

人。如果能把助人为乐纳入到学生的责任担当或社会责任感范

畴，雷锋学校办学也就体现出一种时代的气息。同样，以科学家

名字命名的学校，当下要关注科学家潜质的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