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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领航 教师助力 智慧赋能

重庆复旦中学 走出“双新”建设示范路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2年，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全面实施。

重庆复旦中学作为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市级示范校，主动担当时代重任，找准发力点、抓好牛鼻子、注入新活力，以复旦大学及复旦

基础联盟校资源优势完善特色课程体系，以“三三”师资振兴工程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以新技术赋能智慧教育，在“双新”建设中积累了自己的经

验和智慧，形成了值得借鉴的“复旦样本”。

找准发力点
“巧”用资源打造特色课程

“‘大学微课’让我们不断感
悟、不断提升、不断成长，不仅仅是
知识层面，还有意识层面。在今后
的学习中，我们将以复旦附中学长
为榜样，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志向，
努力拼搏，成功成人……”这是重
庆复旦中学学生参加上海复旦附
中“大学微课”共享课程后的真切
感受。

借助“大学微课”，复旦大学、
复旦附中、重庆复旦中学的血脉亲
情更浓了。2021年11月，在落实

“双新”背景下，学校高一年级学生
与复旦大学附中共享“大学微课”，
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深入浅出地讲
解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同学
们传递了知识、开拓了眼界，也为
同学们的人生规划上了重要一课，
播下了科学、人文的种子。

巧借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
是重庆复旦中学“双新”建设的发
力点。

“新时代背景下普通高中‘双
新’实施，不仅影响普通高中育人
方式的变革，也将带动整个基础教
育的育人方式发生变革。”校长王
兵认为，这需要教育者对“双新”有
着理性思考和持续作为。

学校围绕“一二三四五”行动
路径推动“双新”建设，即明确以特
色课程育博雅复旦学子“一个中
心”，借助依托复旦优势资源、完善
特色课程体系“两条途径”，围绕队
伍建设、课程架构、课程改革“三大
内容”，实施普通高中“双新”建设
品质提升、教育集团“三三”师资振

兴、教学教研一体化、大数据助推
精准教学等“四大工程”，聚焦课程
体系建设、课堂教学改革等5个方
面，走出复旦中学“双新”建设特色
路。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紧紧依托
“复旦”优质资源，遵循“共建、共
享”的原则，努力完善学校“五育并
举”的特色课程体系，引领学校发
展。学校在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课
程基础之上，融合学校原有的多元
化、特色化、精品化的课程体系，突
出劳动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
等课程优势，开发开设满足学生个
性发展的选修课、社团课和研学
课，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校充分依托复旦基础教育
联盟这一优势资源，每学年都会选
派学生前往上海、贵州等联盟学校
进行为期一周或两周的研学旅
行。学生走进课堂、重点实验室、

高等院校等，拓展视野，引发对生
涯规划的思考。学校开设“复旦讲
坛”，定期邀请复旦大学院士、教授
及复旦联盟学校名优教师到校授
课，促进课程优质化、高端化发展。

近年来，学生在朗诵、演讲等
比赛中多次斩获全国一等奖和市
级特等奖，校辩论队在区高中生辩
论赛中过关斩将荣获冠军，学校充
分利用恒温游泳馆场地，精心培养
出获区团体第一、市内领先的笃志
游泳校队。学校高考成绩逐年提
升，办学实力稳步提升，学校影响
力不断扩大。

抓好牛鼻子
“精”准搭台培养优秀队伍

“双新”示范校建设，教师是关
键。

这是一堂普通的化学课堂，叶
红艳老师在讲解稀有气体部分知
识的时候，为学生补充了关于稀有
气体的发现史，孩子们自然而然联
想到《道德经》中“天下难事必作于
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等哲学道
理。

很多喜欢叶老师课堂的学生
表示，叶老师不仅仅聚焦学科知识
本身，更注重学生学习方法和思维
品质的训练，有评价道“这种启发
式教学已经超越学科本身，上升到
了人生哲学。”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
叶红艳老师是重庆复旦中学应对

“双新”工作、推动育人方式改革的
一个典型案例。学校始终认为，

“双新”改革背景下，育人的主阵地
仍然在课堂，只有改变了教师的观
念和课堂的形态，才是成功的。

为了打造一支能够在“双新”

改革中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教师
团队，学校深化“三三”师资振兴工
程，通过阅读研修、专家引领、教学
示范等多种方式赋能教师专业提
升。

学校主张以深度教研引领学
生深度学习。2020年 9月，学校
构建了新的教研理念系统，提出了
以落实“双新”为主要内容的主题
式和大单元教学校本教研模式，细
化了校本教研的内容清单和基本
流程。学校推出了“行政大听课、
教研大参与”的具体措施，力求让
全体行政干部将工作重心下沉到
教学和教研一线。

革新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
平、提高综合素养，“双新”实施一
年来，重庆复旦中学教师们用心诠
释着对“双新”理念的理解，展现了
富于创新、深度拓展的教学风采，
学校已有语文、数学、化学等多个
备课组承接了“双新”背景下的市
区级展示和交流活动，获得好评。

注入新活力
“勇”于突破赋能智慧课堂

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是
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主阵地，也是
培养时代新人的主阵地。

“‘双新’改革，更多的是学习
方式的转变，因为学习方式的转
变，相比教材内容的更新而言，更
具深层意义。”重庆复旦中学相关
负责人强调，学校作为市级“双新”
建设示范校，将智慧校园建设与课
堂教学深度融合作为重点突破口，
投入了诸多精力。

作为市级智慧校园建设试点

校，重庆复旦中学于2016年就开
始探索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
之路，6年来，学校基于“智慧课
堂·精准教学”的创新探索，走出了
一条独具复旦特色的教育变革之
路。

“双新”背景下，学校进一步创
新智慧课堂、深化精准教学。

学校持续推进、初步形成“2+
1”智慧课堂模式，即初中阶段，着
力打造具有学科特色的智慧课堂，
高中阶段，推进大数据下的精准教
学；课外，开设具有复旦特色的“星
课堂”（远程同步教学）。在这种新
型课堂模式下，教师在备、教、测、
评、辅等多个环节形成了向数据要
质量的新气象。

如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
度融合在重庆复旦中学成为常
态。数学课上，对于复杂函数的图
象、几何曲线等问题，老师们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直观的演示。化学
课上，对于有毒、易爆等实验问题，
教师借助视频资源平台进行展演，
大大提升了课堂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切实发
挥大数据作用，对学生测评均采取
网络阅卷，备课组运用大数据进行
精准的质量分析，找出学生的“痛
点”“难点”和“易错点”，提出针对
性的解决措施，彻底打通“教”与

“学”的“最后一百米”。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开

拓。重庆复旦中学将学科特色与
智慧课堂融合、大数据与精准教学
融合、个性化学习与差异化教学融
合，在全市先行并处于领先水平，
成为落实“双新”的典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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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重庆复旦中学提供

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中学

立足“汉润”文化特色 争做同类乡村中学领跑者
德馨文昌，汉润陶中。1957年，九龙坡区陶家镇建成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中学（下称“陶家中学”）。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寺庙承载着当地人民对文化和人才的美好祈愿，学校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自创办以来，陶家中

学立足陶家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不断探索发展，凝练出“德馨文昌·汉润陶中”的办学核心理念，遵循“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

学做真人”的办学思想，培育“艺韵体魂·品位人生”的校园主题文化，走出了一条“汉润”特色发展之路。

坚守数十载
照亮漫漫求学路

简陋的操场、斑驳的桌椅、老
旧的教学楼……这是29年前，刚
到岗的廖顺荣对陶家中学的第一
印象。

面对艰苦的教学环境和高强
度的教学压力，廖顺荣这个从城里
来的年轻教师没有被吓到，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和骨子里不服输韧劲
让她坚守了下来。

“既然选择了，就不能轻易放
弃，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好，
这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我也这样
教育孩子们。”廖顺荣说。

从教以来，廖顺荣多次担任班
主任工作，她以校为家，爱生如子，
29年里，她有几次机会可以离开
陶家中学，但是她都选择了放弃，
坚定地扎根在这所乡村校园里。

在陶家中学，廖顺荣老师的故
事并非个例。据了解，目前，陶家
中学大部分老师教龄都在25年以
上，整体平均年龄超50岁。如廖
顺荣一样，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
上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是这所乡
村学校发展与变迁的见证者和推
动者。

踏实肯干、默默付出是陶家中
学老教师的标签，敢想敢做、不怕
困难则是年轻教师的座右铭。36
岁的卢玲巧是年轻教师的代表。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
断深入，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作为
年轻教师的卢玲巧从来不乏学习
和创新的勇气。教学上，她不断提
升个人素质，增强教学能力，积极
参加教学大赛，钻研科研，演讲、朗
诵、写作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卢玲

巧的办公桌上，一沓厚厚的荣誉证
书是对她工作能力的肯定和认
可。据悉，她曾获重庆市2021初
中物理优质课大赛荣获一等奖、九
龙坡区首届“行知杯”优质课竞赛
初中物理一等奖、重庆市2020中
学物理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教学
设计类特等奖、重庆市2020中学
物理教学技能大赛中荣获教学课
件类特等奖等大大小小奖项数十
项，这对于一个乡村教师来说十分
不易。

“这些教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
“老黄牛”精神扎根学校，扎根乡村
教育事业，为学校和学生奉献了自
己的青春，他们值得尊重。”陶家中
学校长张洪介绍。

据悉，目前陶家中学在校师生
428人，教职工37人。其中在职在
编教师28人，区级骨干教师1名，
中高级以上职称教师22名，支教
老师1名。

耐得住寂寞和清贫，守得住艰

苦和困难。在陶家中学，无论是老
教师，还是青年教师，都是乡村孩
子们的学习“引路人”和身心“护航
者”，他们滋润着乡村教育的沃土，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汉润”续文脉
润育桃李结硕果

不深入了解陶家中学，很难把
这所学校与传统乡村学校联系起
来。与其说这是一座普通中学，不
如说这是坐落在陶家镇上的“文化
符号”。

陶家镇陶家街上，敦重厚实的
校门立柱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大气庄严的门体古朴又不失时
尚，栅栏上雕刻的古文经典为整座
校园镌刻上了一层古色古香的书
卷气。

“汉润”文化特色文化墙、走

廊、舞台……校内布局典雅，风格
独特，文化气息浓郁。一墙一檐，
叙说着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一步
一景，展现出东方特有的意境之
美。课间，学生逢人便问好，自信
大方，知礼守节。

这一切主要得益于学校打造
的“汉润”特色校园文化。

据悉，近年来，陶家镇提出“田
园都市·汉韵陶家”发展目标，积极
打造汉韵文化以助力乡村振兴，陶
家中学作为当地的重要文化场所，
肩负着传承传统文明与乡土文化
的历史责任。加之陶家中学本就
由文昌寺改扩建而来，因此，学校
将“汉润”定为校园文化，围绕明
礼、善思、习雅的育人目标，培养有
传统文化底蕴的学生，搭建“汉润”
特色课程体系，于2016年开始展
开实践探索。

在区教委和陶家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学校着手建设特色校容
校貌，建成“汉润”文化特色文化墙

等系列硬件设施，营造浓厚的“汉
润”校园特色。

同时，学校将“汉润”课程体系
和国家课程体系有机整合，把学科
核心素养和汉润文化紧密联系起
来，构建人文素养课程、科学素养
课程、体育素养课程、艺术类课程，
实现国家课程校本化。

每年，学校还定期举办汉服展
示活动、汉润礼仪宣传活动、汉润
主题歌手赛、书法作品赛等活动，
展示“汉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成
果，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基地为载体
劳动教育正当时

在陶家中学教学楼外侧，有一
块约五亩的菜地，早春时节，地里
绿意盎然，包菜、香菜等当季作物
长势喜人。

“这不，昨天孩子们刚来收了
菜。有的学生把菜带回家了，有的
学生把菜送到学校食堂了。”学校
德育处负责人介绍。

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
一环，乡村学校发展劳动教育具备
得天独厚的条件。结合紧挨农村
的校情实际，去年，在九龙坡区教
委和陶家镇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
陶家中学创建劳动教育特色基地，
以基地为载体，提高学生劳动技能
和实践水平，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
品质。

据介绍，陶家中学劳动实践基
地分蔬菜区和花卉区，按季节开展
种植活动，各班划片经营，3个年
级10个班级划分9个种植园，学
生定期播种、除草，施肥、浇水，每
期学生劳动实践的内容和时间均

有规划。
劳动教育的目的并非仅限于

劳动，而是实现实践育人。在开展
劳动活动的基础上，陶家中学大力
开发劳动课校本教材，满足学生劳
动教育实践需要。如语文课让学
生到基地观察、了解大自然，写日
记记录感想；数学课让学生去丈
量，去体验，鼓励学生自主地将部
分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售，体验从采
集、叫卖、出售、结账等一系列过
程；综合实践课让学生去识别植
物，丰富学生的课堂生活……以劳
动基地为依托，陶家中学让劳动教
学“活”起来。

接下来，学校将努力将其建设
成九龙坡区教育系统优秀劳动实
践基地。

苍苍古树见证了陶中的岁月
变迁和陶中人的奋力拼搏和锐意
进取。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陶家
中学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育质量
整体提升，学校先后荣获国家级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重庆市安全
文明校园，区办学综合目标考核一
等奖、区文明单位、区绿色学校、区
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区教育教学先
进集体、区安全综合治理先进学校
等多项荣誉称号。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陶家
中学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核
心，坚持实施九龙坡区教育“五五
行动”，结合陶家的区域优势和发
展特点，立足自身特色，砥砺奋进，
加快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助
推乡村振兴，为实现做同类乡村中
学领跑者目标不懈奋斗。

杜林燕 王玲美
图片由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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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劳动教育基地体验收获的喜悦

复旦中学“智慧课堂”示范课展示

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笃行不怠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