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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绿色发展 实施“生态教育”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全力打造特色教育品牌

近日，全市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培训会（第
二组）在彭水举行，与会
人员走进重庆市彭水第
一中学校（以下简称彭
水一中）现场考察了屋
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和合同节水管理项目。
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
该校的高光时刻，更看
到了该校实施节能的成
效，感受到了该校践行
绿色发展、实施生态教
育的信念和决心。

如何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实现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目标？如何回应为谁培养
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
问题？学校必须深入思考并给出答案。

近年来，彭水一中深入推进教育
改革，以“致公致能 惟新惟美”为校训，
秉承“为学生美好人生导航”的办学理
念，坚持“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管理强
校，品牌名校”的发展思路，大力实施

“生态教育”，打造生态管理、生态教
学、生态德育、生态校园，努力实现内
涵发展，促进“双减”落实落地。在特
色课程教育的推进中，彭水一中将全
力实施。

建设“生态课程”让绿色生辉

教学是学校工作的中心，课程和
课堂则是教学工作的中心。

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适应新高考要
求，彭水一中切实结合县情、校情，积极
发掘本土人力、物力、自然、文化等教育
资源，深化素质教育，全力打造生态教
育，着力促进课堂课程建设新发展。

据彭水一中相关领导介绍，为立
足践行生态教育，学校特别制定了生
态课程实施方案，切实以“公、能、新、
美”为教育主题，开设“致公、致能、惟
新、惟美”四类课程，分别从人的思想
道德、能力素养、创新思维、美好生活
四个方面促成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
展，形成一个学生培养的完美闭环。

“致公”课程。公——品德好，属
于道德层面。作为现代公民，要学会
修养身心，希望每个学生通过学习与
锻炼，都能做一个品德高尚，有社会公
德心的人，能够通情达理，自觉遵守社
会公德，有天下为公之精神。为此，该
校通过开设“致公”课程，提高学生的
道德修养、公民意识。

“致能”课程。能——能力强，属

于学习层面。主要是指具备课堂学习
和积累学科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是
培养自己的艺术和体育能力，能够多
元发展，做到“公能为本，体艺双飞”，
最终使学生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而
后长远目标是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
献，成为贤能之辈。为此，该校学科组
以自身学科为依托，开设学科拓展课
程，提升学生能力。

“惟新”课程。新——敢创新，属于
意识层面。希望学生能够拥有创新思
想和精神，以及独特眼光和见解，通过
实践和体悟，逐渐培养自己的创新能
力，并在实践中不断挖掘自身特色，做
到日新月异。为此，该校通过开设“惟
新”课程，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

“惟美”课程。美——求至美，属于
目标层面。这是学校的终极追求，希望
学生拥有美的素养，能够发现美，欣赏
美，处处体现美的真正含义。启迪每个
人要拥有高尚灵魂和美丽心灵，从而拥
有自己的美好人生。为此，该校通过开
设“惟美”课程，提升学生欣赏美、创造
美、追求美的意识和能力。

在开设“生态课程”的同时，彭水一
中还积极打造“生态课堂”，切实以问题
导航为主要路径，开发生态学习导航
单，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做好课前课
中课后的衔接。课前以导学、激趣、启
思、拓知为核心科学开发学科生态学习
单，同时利用问题搜集单，搜集学生课
前问题。课中以问题导航为突破，以学
习共同体为载体，构建自主、合作、共生
交互的课堂生态。课后开发拓展训练
单，以学习共同体为载体，通过小组互
讲、巩固学习成果，不断训练学生合作
探究、自主学习等核心素养。

打造“生态校园”让绿色添彩

良好的校园环境是学生的“无言”

之师，具有引导、塑造和熏陶的功能。
彭水一中致力建设绿色生态校园，经过
十余年的持续发展现在学校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使学校真正成为读书求学的
好地方，成为让人追捧的育人圣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上万师
生用水问题，彭水一中全面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按照“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治水方针，率先采取“效益分享型+节能
量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节水）模式，
通过与专业第三方节能公司签订合
同，大力开展节水工作。

据介绍，彭水一中成立于2009年，
是按照市级示范高中标准设计的一所普
通高级中学，全校师生员工上万人，用
水量十分庞大。学校2018年全年用水量
700007吨，2019年全年用水量863217
吨，根据《GB/T32716-2016用水定额编制
技术导则》计算用水定额，再使用计算结
果与中小学标准用水人数公式得出。该
校人均用水量远高于《重庆市第二三产
业用水定额（2020年版）》中等教育人均
用水量26吨/年的用水定额，而且用水量
逐年上涨趋势明显。

对于用水量逐年上涨趋势明显的
问题，应该怎么办？

2020年12月，在彭水县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的积极推动下，彭水一中与重庆
世博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能
源管理（节水）改造合同。该校专门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责任、完善制
度、建立机制，确保“效益分享型+节能量
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节水）模式在学
校顺利实施。同时，通过增加节水设备，
安装能源资源监测系统，控制跑、冒、滴、
漏，加强巡查管理，开展节水宣传等措
施，节水效果十分明显。

通过实际用水发票对比，2021年4
月至2022年8月该校连续17个月用水
量比改造前节约73.699万吨，实现综合

节水率为59.8%。改造后
人均用水量远低于2019
年水利部发布的《服务业
用水定额：学校》。该校
合同节水管理项目也入
围《重庆市“十三五”公共
机构能源资源节约示范
案例汇编》，并在人民日
报、央广网、重庆日报、学
习强国等多个新闻平台
广泛宣传。

为了进一步将节约
用水和课堂教学紧密融
合，彭水一中还由校长何
标亲自牵头策划，成立由
分管副校长张杰任科任
老师的“节水选修课”。

首先为了让学生对大数据物联网的应
用场景有初步的认知，组织学生现场
参考学校能源资源管理平台、超声波
智能水表、无线传输模块的工作原理，
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眼界，在同学们
的脑海里种上一颗未来智能化应用的
种子。同时组织学生前往自来水厂游
学，深入到制水车间，了解自来水的生
产工艺流程、江心取水要求等知识，寓
教于乐。

“通过实施‘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
证型’合同能源管理（节水）模式，以零
投入方式提高了全校师生用水的舒适
度，节约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丰富
节水教育活动的课堂课程资源，培养
了师生良好节水意识、用水习惯。”彭
水一中相关领导欣慰地说。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面对上万师
生用电问题，彭水一中切实在利用绿
色电能上下功夫。今年暑假，为落实
中央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决策，该校
再次出发，积极与重庆辉腾能源公司
合作，利用屋顶闲置空间，由腾世纪智
能技术（重庆）有限公司投资建立装机
容量940.125千瓦、年发电量约75.2万
千瓦时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务实
高效打造绿色低碳校园，助力生态文
明，有效推进“重庆市绿色校园”顶层
设计。为学校在科技生态、绿色环保
的用电上降低了成本。

据彭水一中相关领导介绍，该校
开展绿色生态课堂，如今已有3年多
了，这门课是学校特色教育品牌立校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中班级重点推
进。学习生态课程的学生5000多人，
占全校学生8000多人的75%。

特色教育兴校，塑造品牌立校。
彭水一中将全力以赴搞好教育教学，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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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郁郁葱葱的彭水一中校园。

已投入使用的彭水一中光伏发电项目。远眺美丽的彭水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