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是什么？学校是
个生命场。著名教育家叶
澜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深
刻影响着新村致远人的教
育理念。

自2019年初，学校被江
北区教委正式确定为“未来
学校”建设试点校以来，新
村致远实验小学坚持追求
“生命·致远”教育哲学，在
“生命点亮生命”办学理念
指导下，全力打造具有生命
质感的新样态学校。学校
用科技赋能教育，通过“书
香滋养生命、艺韵润泽成
长、实践助推发展”三条路
径，将知识、生活、生命高度
融合，助力师生成长为“最
好的自己”，助推学校发展
行稳致远。

书香滋养生命
创建“书香校园”促内涵发展

阅读是人生永恒的主题，也是
孩童心灵成长、精神发育的重要途
径。“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兴
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学校教
育，责无旁贷。”校长肖猷莉介绍，
在新村致远这个生命场里，在积极
创建“书香校园”的过程中，学校一
直坚持开展“阅美生命，书香致远”
阅读活动，从教师、学生、家长三方
面，多措并举齐发力，构建出一个
书香满园的“悦读场域”，致力于学
生的阅读习惯养成和能力提升。

开展阅读活动，教师是关键。
学校汇聚专家引领、教研员指导、
教师实操、校长支持的力量，以“研
究中实践、实践中研究”的务实态
度，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组织教师定期开展整本书阅读

教学研讨会，形成群体共振“研修
场”，有效提升了教师整书阅读指
导能力。目前，学校已有20多名
教师通过阅读指导师的专业等级
考核。

阅读路上，学生是学习和发展
的主体。学校采取“线上和线下结
合”+“学校与家庭融合”模式，为学
生量身打造最适合的教育，构建整
书“悦读场”、阅读“活动场”和家校

“共育场”，助推学生良好阅读习惯
的养成和能力的提升。

课堂内，教师与学生组成整书
阅读学习共同体，激发阅读兴趣，
掌握阅读方法，提升阅读能力；课
堂外，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分年级开
展“共读一本书”活动，并在线上完
成打卡。

大型节庆活动中，故事新编、
童话剧展演等阅读元素被充分融
入；利用课间、午休、阅读课时间开

展的“聊书吧”“好书推荐”等活动，
营造悦读氛围，形成书香文化；“漂
书”“阅读集赞”“书香少年”评选活
动，让800多名致远“阅读之星”脱
颖而出。

为了让家长成为整书阅读的
“同盟军”，学校定期开展家长培
训，增强家长亲子阅读意识，提升
家长阅读能力，构建温暖的亲子阅
读场。

如今，在新村致远这个教师、
学生、家长齐参与的“悦读场域”
中，琅琅书声是校园中最美妙的声
音，全员共读也成为致远校园中亮
丽的风景。

艺韵润泽成长
民乐+艺体社团为艺能搭台

为了让学生受到艺术熏陶，学
校在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的同
时，坚持开展以民乐演奏为特色的

艺术教育。
鼓乐阵阵、余音绕梁，时而舒

缓、时而激昂……每逢重大节庆、
活动，亦或是每周一、周三邀请专
业老师为孩子们指导的民乐课上，
整个校园里都会回荡着孩子们用
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出的优美旋
律。据统计，目前学校共有近500
名孩子参与到民乐学习中，并多次
获得市区级大奖。

“民乐+艺体社团”的艺韵课程
是新村致远走好“艺韵润泽成长”
路径的重要载体。学校重抓“民乐
飘香”校本课程，整合专业教师力
量，通过科学确立课程理念，拟定
课程内容，进行课程实施，将民乐
团多年来的训练经验物化成为多
元的、综合的，致力于学生艺术素
养形成和发展的特色校本课程，促
进学校民乐团建设提档升级。做
好艺体社团课程开发，提倡艺体整
合体验式学习，助推孩子灵动、灵
性生长。

同时，学校将“书香”与“艺韵”
相结合，开展“书香满校园，艺韵伴
成长”六一庆祝会、“悦读·跃动，生
命致远”体育节、“阅美生命，书香
致远”阅读展演等主题活动，展示
班级团队及个人的体艺风采。

丰富的活动为学生发展个性、
舒展灵性提供了平台，也让学校的

“艺韵”教育收获了丰硕成果。在
重庆市学校艺术团展演比赛中，新
村致远民乐团演奏获得重庆市一
等奖；参加江北区艺术节展演比
赛，学校民乐团更是多次获得一等
奖。目前，学校民乐小合奏节目被
江北区教委选送到市里，正在参
评。

实践助推发展
项目式课程建构为成长赋能

学生成长需要“多元发展”，这

是新村致远实验小学坚守的教育
信念。如何发展？需要让知识、生
活、生命高度融合，需要为学生创
造出更为有效的学习方式，需要最
为直接地将学习与“真实世界”相
联系……新村致远人的选择是，通
过跨学科STEAM项目式学习的
开展，以实践助推发展。

作为江北区未来学校建设试
点校，新村致远实验小学以科技赋
能教育，用综合实践让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得以开发，学以致用。
学校积极组建团队，聚焦“课堂变
革”这一核心，开展教师跨学科
STEAM项目式学习课例研发培
训，并在三、四年级利用综合学科
课堂尝试进行”创意微影园”这一
STEAM项目式学习探索实践，力
求有突破性进展。同时搭配主题
式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
开放的项目式课程学习中，将知
识、生活、生命高度融合，用设计、
建构、发现、合作等方式解决问题，
在自主参与、相互激励、唤醒的过
程中，挖掘生命潜力，促进学生发
展。

在新村致远这个生命场里，孩
子们通过多元发展点亮生命、规划
成长，逐步成为“志向高远，书香久
远，艺韵悠远，知行永远”的致远学
子。致远教师也在不断地学习、实
践、探索的过程中充盈自身，形成
了一支敬业、专业的教师队伍。

新村致远走实走稳“书香滋养
生命、艺韵润泽成长、实践助推发
展”三条路径，促使师生成长为更
好的自己，同时也让“生命”的种子
在致远校园里生根、生长、枝繁叶
茂，以蓬勃之态，创造精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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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古诗词儿歌联奏，让“书香”与“艺韵”相融合

彭水三中原是彭水中学的
初中部，应教育发展的要求与规
划，于2020年独立成校。作为
一所刚独立办学的学校，如何在
区域学校激烈的竞争之间寻得
发展的生机？

彭水三中本着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的目标，不断努力前行，
在实践中引进新的教育理念，不
断学习优良的教育方法，探索出
了一条自主管理、早进晚出的特
色办学之路。

自主管理
文明之风吹遍校园

每天从清晨开始，彭水三中
的校园里就会出现这样一群人：
他们耐心细致地检查每个学生
的校牌是否佩戴，着装是否得
体；上早自习期间，他们穿梭在
各班之间，检查每个学生是否大
声朗读……他们就是彭水三中
的学生志愿者。

这是彭水三中实施学生自
主管理后的景象。

为了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彭水三中实施学生“自
主管理”制度，让学生在学习、生
活中主动养成良好道德品质，自
主参与学校常规管理，成为学校
的“小主人”。

彭水三中构建了由学校德
育处领衔，各年级学生会、班主
任、值日教师协助，学习部、文体
部、纪检部、卫生部、广播站、青
年志愿者等部门各司其职的“自
主管理”体系。

学生自主管理团队负责对
各年级各班进行量化考评：学习
部负责检查晨读情况，评比学月
黑板报；文体部负责检查课间操
和眼保健操质量及升旗仪式出
勤情况；纪检部负责检查午休情
况、课间纪律及寝室纪律；卫生
部负责检查班级卫生情况；志愿
者负责检查校牌、食堂就餐卫生
和纪律、乱丢乱扔、带食品进入

校园等不文明现象。每天在广
播站通报检查情况，提出整改建
议，每周评出明星班级、优秀学
生干部和最美志愿者。

如今，彭水三中推行的学生
自主管理模式已经初见成效，在
校园内自主兴起文明之风。就
餐排队时，学生们静静地来、静
静地走；上下楼梯时，他们依次
列队，靠右而行；见到老师时，他
们主动问好，真诚有礼。

彭水三中以民主、开放、透
明的学生自主管理制度，引导学
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以实现自我发展。

早进晚出
构筑学生安全防线

彭水三中位于彭水县城的
交通主干道旁，来往车辆较多，
车速较快，每到放学时间，校门
口便会出现交通拥堵、人车同行
的混乱现象，存在着极大的交通
隐患。

为此，彭水三中领导班子几
经探讨、研究，最终制定出可行
性方案，决定推行“早进晚出”的
管理模式，即学生早上7：10到

校，直到晚上8：40放学后方可
离校或归寝，就餐和午休也不可
离校。

“早进晚出”制度一经实行，
学生中午不再出校逗留，大大降
低了学生外出的交通安全风险。

“早进晚出”制度实行之后，
学生中午不再到校外就餐，食品
安全的隐患也一并消除了。学
校负责人表示，学校食堂从菜品
的供应链到最终食用，每个环节
都有严格把控和相应负责人。

为了丰富学生在校的学习
和生活，每天中午学校都会要求
学生集体午休，养精蓄锐以提高
下午的学习效率。“通过午读的
方式，可以让学生回到学习状
态，还能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一举两得。”学校老师说。

从2300余名学生的文明用
餐，到午餐后宁静的午休与午
读，都是“早进晚出”制度带来的
崭新变化。

彭水三中在不断探索中建
立起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教
育之路。

谭茭 陈锐
图片由彭水三中提供

彭水中学
砥砺奋进 闯出特色办学之路

规范，从拿书的姿势开始
赏心悦目的校园景色生机

勃勃，宽敞整洁的教学大楼窗明
几净，快乐自信的笑脸洋溢着青
春活力，兢兢业业的老师有着献
身教育的坚定信念。一走进彭
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中学校，就
能感受到学校日新月异的变化。

彭水中学以“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打造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培养让人民满意的学生”为宗
旨，多举措出击，使教育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学校特色创建工作
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强师筑基
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彭水中学始建于 1925 年，
并于2004年被确立为“重庆市
重点中学”。彭水中学在95年的
历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蝶变？

近年来，学校呈出“一校二
区”的教育教学管理格局。A校
区（彭水中学本部），入住高二、
高三年级；B校区（原教师进修
校），入住高一年级。学校现有
8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5200余
人，教职工360多人。

干净卫生的学校食堂，典雅
精致的文化广场，设施完备的风
雨球场，标准化的塑胶运动场，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新建的
理化生实验室、艺术楼，成为莘
莘学子理想的求学圣地。

除了硬件上的提升，彭水中
学还强化科研兴校。坚持培养
研究型教师，以课改激活教研，
以教研促进课改，强力推动教师
有效研修。学校先后承担了国
家、市（省）、县三级科研及校本
教研课题实验，共计50余项。开
设20余门选修课，从文学领域的
《初识红楼梦》到处世领域的《社
交礼仪》，从民族的《竹竿舞》到
现代的《健美操》，为莘莘学子提
供了丰富的课程营养。

彭水中学坚信，一方教育热
土是需要历史文化积淀的，这样
的“精神支柱”足以支撑一所学
校走得更远、发展得更好。“黔中
文化”走进课堂，激发学生对家
乡的热爱；苗族土家族文化进入
校园，让师生了解体验民族精
神，陶冶民族情操。

特色兴校
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彭水中学以“厚土嘉禾”为
办学理念，坚持质量立校、特色
发展。彭水中学以开展主题活
动、特色活动为切入点，在形式

多样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提升学校办学品质。

彭水中学大力发展高中女
足，培养了一批批国家一级、二
级运动员，让更多学生通过体育
单招、高水平运动员考试实现了
大学梦。11月8日至14日，重庆
市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高中女
子甲组（精英组）在沙坪坝进行，
彭中女足以二队参赛并取得了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刷新了彭水
足球代表队在市级比赛中的历
史新高。

陶艺已成为彭水中学的一
张名片。为了让学生有机会尽
情把玩泥巴、释放天性，2018年，
学校成立了陶艺工作室，让学生
们在做陶艺的过程中感受美、认
识美、创造美、鉴赏美，激发想象
力、培养创新意识。学校陶艺工
作室成立至今，有4件学生作品
入选2019年重庆市少儿美术作
品展，25件作品成功入围2019
年“陶都杯”重庆市首届青少年
陶艺大赛，12件作品分别荣获
一、二、三等奖，学校荣获“优秀
组织奖”。

彭水中学组建科技社团、建
设科技实验室，将“彭水中学科
技模型比赛”作为常态赛事举
办，鼓励学生参加上级教育部门
组织的相关科技赛事活动。近5
年，多名学生在国家市县级科技
大赛中多次获得一等奖。

学校成立专门的心理辅导
机构——心灵驿站，守护全校师
生的心理健康，制定了《彭水中
学心理咨询工作准则》，通过心
理健康监测、心理健康讲座、个
体辅导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
心理教育，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如今，彭水中学的师生正活
跃在各大赛事、活动中，以出色
的表现书写着彭中学子全面发
展、个性成长的优秀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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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三中
探索管理新路 创设最优环境

学生们在陶艺工作室进行作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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