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核心理念 建设自信教育

2010年浦江一中提出 “自信自主，成
人成才”的办学理念，结合学校提出的“让
每个孩子抬头微笑”、“做最好的自己”的自
信培育口号，确立了“自信教育”教育哲学，

进而确定了课程理念———“让每一个孩子
自信满满地走向未来”。 近两年，学校在办
学理念的指引下，秉承“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自信精神，进一步锤炼“自信”内涵，确定
了“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的新校训，引导师
生踏实学习与进取。 校方坚信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颗自信的种子； 学校是自信生长的
乐园；学校的教育是滋养学生自信的活动；

每一位教师都是是自信的引路人。 并根据
学校学生的学情和教学实际情况提出了
“自信课堂”的构想，包括三个维度：教师自
信、学生自信、师生互信。

此外， 学校致力于打造 “自信校园”文
化，形成一整套与自信教育契合度、识别度
高的视觉系统。实现“绿色、多元、自主”理想
教室、书香校园的打造，营造积极向上的浓
厚氛围。引导和支持班级提炼本班级的自信
成长信条、设计班级活动、打造班级教育品
牌，形成“一班一品”的自信教育特色。 从生
物、科技、编程、国学等多方位丰富学生学习
体验，设有“绿创空间”、“智造工坊”、“ST创
艺工坊”三个区创新实验室丰富学生成长内
涵。 其中 “绿创空间”获评区优秀等第。

注重管理品质 优化管理模式

浦江一中坚持依法办学和以人为本

的管理理念，把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依法
育人工作做为头等大事，列入学校重要工
作日程， 不断完善修订学校各项规章制
度， 成功创建为 “上海市依法治校标准
校”。 在多渠道、多形式的多向沟通中，加
强全校师的归属感、认同感、使命感和自
豪感。 仅 2019年度，学生在全国、市等各
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560人次，涵盖写作、

科技、书法、建模等类别，包括全国奖项
22项、市级 79项、区级 178项。其中《翰墨
薪传》 校本课程获评 2019年度区优秀校
本课程。学生“政协模拟会”项目成员走进
区政协会参与协商讨论。 学生提案“关于
校园周边上下学时段控烟的建议”被区政
协采纳推行。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心理教育工作。 在
面向学生全员问卷调研结果的基础上，积
极了解学生在线学习及返校复课后的心理
困扰，有针对性地、系统完成了 6期心理微
课， 包括在线学习指导系列、 情绪调节系
列、返校复课心理调试系列。通过普及性指

导， 学生有效掌握
了基本的心理调试
方法， 完成从线上
学习到线下学习的
平稳过渡。 确保让
学生学习知识、训
练技能的同时，培
育健全的人格和健
康的体魄和心理。

此次工作经验及做
法得到上级部门普
教一科的肯定，在
区级层面推广。

健全课程体系 丰富课程内容

课程即个性成长，它是绚烂缤纷的。课
程满足每个孩子的个性需求， 滋养每个孩
子的个性生长。 不同的课程内容为孩子们
提供不同的营养， 满足不同生命的成长需
求。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为孩子们提供符
合个性需求的成长土壤， 使每一位孩子再
多样化课程学习中获得自我的成长。

因此， 校方先后邀请课程专家为学校
课程作“加强课程规划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引领性”讲座，构建“FLAME”课程体系，形
成全学科课程群，以课程机制保证“自信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 “FLAME”课程严格按
照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方案，由基础型课程、

拓展型课程和探究型课程构成 ， 涵盖
Fitness、Logic、Art、Mind、Exploration五大领
域。 除了开展以扩大知识面为主要功能的
文学鉴赏与品读的课程； 还增设以增强体
魄、提升审美情趣为目标的课程等。这类艺

体综合的课程群以相应的学科基础知识为
中心， 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体育能
力。在拓展课设置方面，校方着力培养学生
艺术鉴赏能力， 培养学生的体育道德和健
全人格，此外，学校基于“引进来、走出去”

原则，潜心打造五大精品课程：“翰墨薪传”

书法课程，“走进政协”民生体验课程，智能
编程课程、无人机驾驶课程和排球课程。从
而指导学生通过关注身边事物， 形成善于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学校周边丰富的文化资源， 也是学生
认识自我、 了解社会、 关注生活的重要载
体。据了解，浦江一中与周边有着各种有利
于开发课程的公司企业文化单位联动，学
校的部分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学校课程的开
发中， 学校有重组的普通教室和专业化教
室。学校希望充分挖掘整合这些资源，充实
学校课程。

立足学科要求 提升课程规范

浦江一中鼓励教师立足学科基本要
求，对课程内容“三段式”设计，充分挖掘课
程资源，对课程环境持续优化，对课程评价
反思跟进。以“教学五环节”为抓手，夯实教
学专业基本功。经了解，校方对于教师的课
程规范提出了相关要求： 关注不同层次的
学生，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学习能力
的指导和训练；定期开展教研主题活动，针
对性强，有过程性记录和积累；积极参加各
项教研活动等。

学校基于全员校本培训推进以“聚焦核
心素养，实践单元教学”专题课堂教学改进，

开展专家讲座、“教学比武”、“单元教学目标

设计现场比赛”等系列活动。其中，青教赛历
时 28天，30位青年教师进行赛课评比，约
500人次听课。 学校骨干教师先后开设闵行
区公开课 5节、浦东片公开课 6节，涵盖语
文、数学、英语、美术、地理等多学科，化学学
科作区级交流。 以备课组为单位，已完成全
学科一整套单元的教学设计。学校提出需要
适应基于信息技术和学习科学的教学变革，

以试点学科向全部学科展开，以
实验老师带动全体老师，共开常
态课 356节，有序开展数字教材
的推进工作。并开展了一系列班
主任校本培训活动：其中鲁俊老
师荣获区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学
校荣获闵行区基本功大赛优秀
组织奖；线上青年班主任主题教
育课设计评比活动中，六节精品
课“微班会”在云端开设，通过学
校公众号平台上将育人智慧进
行分享，得到广泛好评，点击率过千。

重视整合资源 深化育人内涵

浦江一中坚持 “让每一个学生健康快
乐自信成长”的价值追求，以政治认同、国
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等立德树人教
育为重点。立志要培养“强体魄、乐生活，有
情趣、重行动，会思辨、能创造，有自信、敢
担当”的自信满满的人。

在整合资源方面，“行规教育”和“生涯
教育” 两平台建设规范且丰富了学生成长
体验。 学校规范和落实“自信教育”分年级
的行规目标与训练内容， 夯实学生的日常
行为规范，对学生的仪容仪表、生活习惯、

学习习惯、劳动习惯、集体与社会交往礼仪
与规范等个人与公共规范养成标准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 通过“一日一反馈、一周一评
比、一期一表彰”的自信少年养成平台，引
导学生重视优良品性的积累。 并基于学生
成长规律和需求， 拟定分年段学生生涯规
划学习目标，涵盖自我认识、劳动体验、社
会理解和生涯探索四板块，制定《生涯教育
活动评价机制》 依托智慧教育项目之 “问
向”平台的志趣测评，分析学生特质，了解
学生职业个性倾向， 为学生建立生涯规划
成长档案。

在教育合力方面，校方形成了学校、家
庭、社会三方德育合力。进一步深化与社区
共建单位的联动，建立校园、社会资源共享
的机制，让课堂从校园走向社会，丰富学生
学习经历和社会体验。 建立学校与家庭密
切联系与沟通机制， 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
导与研究，优化“家长学校”，定期开展“家
长督学”、“家长读书沙龙”以及各类亲子活
动，尤其引导家长重视孩子心理健康教育。

评选家庭教育模范家长， 推广先进的家庭
教育经验。 更好发挥家庭教育志愿者队伍
作用，助力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实现家
校合作特色化。

浦江一中列入“强校工程”项目，得到
市、区多方专家指导和资源支持。 在“强自
信、明方向、求发展”的过程中，学校各方面
的收获明显。 浦江一中有效整合多种资源，

为满足孩子们的个性成长需求，培养学生关
键能力和必备品格作出多方面努力，以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培养“自信美少年”，

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地基础。校方希
望学生从六年级参加入学教育以来便走入
了“自信的一中”。 “自信校园”课程化，能够
让学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都能感受到的学
校自信文化与内涵，使学生在校期间从“感
知自信”到“理解自信”，最后“内化自信”。浦
江一中将借“强校工程”东风，努力乘风扬
帆，自信航行；路虽远，但行必至。 （柏帅）

自信教育扬帆起航 自信育人但行必至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第一中学“自信教育”课程建设

2018年 7?，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一中列入上海市强校工程行列。 学校占地面积 51.2

亩，各类教学场馆设施完备齐全，校园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校内师资力量较为雄厚，任课教师
学历全部达标，其中研究生 40名。中?教师 53人，占 45.2 %，高?职称教师 14人，占专任
教师总数的 12%。 目前，学校为“闵行区艺术特色学校”、“闵行区十一五家庭教育优秀学校”、

闵行区“文明单位”、督导评估为“闵行区 A?二等学校”，并多次被评为区办学绩效二、三等奖
等。近日，学校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实施百所公办初中强校工程的意见》（沪
教委基〔2018〕45号）、《闵行区“公办初中强校工程”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立足办学基础、

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认真制定和执行“浦江一中强校工程三年发展规划”，努力提升办学活
力和变革能力，加强“自信教育”课程建设，以课程建设带办学发展，促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为
浦江一中学生的终身发展夯实基础。

报告会上， 观众在聆听报告人的精彩分享。 （主办方供图）

■本报记者 吴金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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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在以平凡之躯，行伟大之事”

一本特殊的文集记录了上海师大湖北师生疫情期间的亲历感受

“疫情中，我身边人人都在以平凡之

躯，行伟大之事。 ”这是来自上海师范大

学湖北学生在疫情期间所写的文字。 昨

天， 上海师范大学疫情期间身在湖北的

师生写下的 100 篇亲历文字结集成 《我

在湖北》，正式面世。

疫情期间， 上海师范大学 576 名学

生身在湖北，其中 95 人在武汉。 每一位

身居疫情“震中”的湖北学生都有一段不

同寻常的记忆：家里餐桌上食物的变化、

隔壁邻居的一声关心、 对支援前线亲人

的担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他们

用文字记录了眼中的战“疫”英雄、抗疫

前线的动态以及在重要历史时刻面前个

人的成长与蜕变。

“我的父亲在学校里为学
生建了一座‘雷神山’”

疫情发生之初， 身在武汉的上海师

范大学本科生张鑫钰和父亲有过争执。

起因在于，封城期间，家家户户几乎闭门

不出，而她的父亲却经常出门。 “你只是

一名老师，又不是医护人员，你出去能干

什么？ ”当张鑫钰在电梯口拦住父亲时，

作为党员的父亲义正词严地表示：“有些

事，必须有人去做！ ”

一次，张鑫钰从新闻上看到，某所学

校的老师们将新学期教材送到每一位家

长手中。 从搬运、 分装到打包、 消毒、

配送……全部由老师自发完成，不少人更

是加班到晚上十点。这才让她想起自己的

父亲，想起父亲每天晚上回到家，总是累

得瘫坐在沙发上，每天的微信步数都有三

?多步。 为了弄清真相，张鑫钰和父亲进

行了一场心平气和的对话。 她这才知道，

由于担心恶劣天气造成学校安全隐患，父

亲每天都要回学校检查。

小小的一方校园， 又何以能够让父

亲每日走上三?多步？原来，作为高三教

师的父亲心系学生， 想到疫情之下高三

学生返校必然要加强手部清洁， 但学校

却没有足够的洗手池。 怎么办？ 于是，从

买材料、布置水管到正式施工，仅用 6 天

时间，张鑫钰的父亲在学校建了 30 个洗

手池。 “人们总是感慨雷神山、火神山的

建设速度，但我想说，我的父亲也在学校

里为学生建了一座‘雷神山’！ ”

父亲的行为深深感染了张鑫钰。 她

在文章中说：“英雄之所以是英雄， 不是

因为他们轻而易举地拯救了世界， 而是

明明很难、明明很辛苦，但他们依然用血

肉之躯撑起了一片天。 ”

“距离重症病房只有 20

米，我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

疫情期间，在上海师范大学这群 90

后、00 后身上，不乏一夜长大的故事。 他

们积极投入战“疫”大军，书写着自己的

战“疫”故事。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生周齐

是《我在湖北》的作者之一。疫情期间，为

了照顾摔伤住院的母亲，他一直在医院，

亲眼见证了医护人员和死神赛跑。

“母亲住院的那栋楼距离新冠肺炎

患者重症病房大楼大约只有 20 ?。 ”回

忆起陪护母亲的点滴， 周齐的声音逐渐

哽咽，“包括骨科在内的几乎所有科室医

生都投入到了新冠肺炎救治中去了。 ”

他曾遇到一直照料他母亲的护士向

大家告别， 因为要去重症病房参与照护

新冠肺炎病人。尽管当时这位护士白班、

夜班从未休息， 却依然坚定地申请去隔

离区帮忙。 他还了解到一位医生长期在

医院抢救患者， 多日没有回家……看到

这些， 周齐不禁问自己：“我可以为大家

做些什么？ ”

他报名成了服务医生的志愿者———

病区的采购员，母亲也非常支持他。 “虽然

不能像医生和护士那样亲临战场，但是护

士长说，我这算是帮忙稳定了大部队的后

方。 ”周齐告诉记者时，自豪地笑了。

不止周齐，在上海师范大学，多位学子

加入社区、家乡防疫队伍：有“饭圈女孩”

利用网络捐赠物资；也有学生加入分菜志

愿者小分队，冒雪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他

们用年轻的身躯，担起了时代的重任。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

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

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

的光。 ”鲁迅的这句话成为化学与材料

科学学院本科生谢誉的座右铭 ， 他在

《我在湖北 》里写道 ：“2020 给我们这么

多磨难 ，是因为我们都是主角 ，或者我

们终将成为主角 。 我们仍在战‘疫’，我

们还在努力。 ”

“疫情不退，我们的防线就不会退”

第三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八位报告人分享故事
“疫情期间，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观察

每一名入境人员，穷追不舍地发出‘灵魂

三问’：‘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是

干什么的？’”台上，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处

旅检一科四级主办王姝婷的话让台下听

众发出轻轻的笑声，静默片刻，听众席中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每一个人为守护市民健康全力

以赴的日常。

昨天， 第三场上海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

会堂举行，八位来自上海医疗卫生、海关

边检、地铁运营、社区、志愿者等领域的

先进模范代表讲述了上海各行各业抗击

疫情的感人故事， 以进一步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凝聚砥砺奋进的力量。

向风暴眼驰援的是最
精锐的救治力量

战“疫”警报拉响的那一刻，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

病例定点收治医院， 全体医护人员站到

了疫情最前线。 与此同时，根据“集中病

人、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原则

和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要求，

全市重症医学专家组成五个医疗组入驻

这一“战疫堡垒”，最精锐的救治力量向

风暴之眼驰援。

“4 月 15 日 ，对所有参与救治的医

护来说 ， 是一个应该永远被铭记的日

子。 ”那一天，住院 76 天、接受了 47 天

ECMO 治疗的童老伯和住院 73 天、接受

了 43 天 ECMO 治疗的陈老伯携手出

院。市公卫中心医务部主任、感染与免疫

科副主任沈银忠激动地说，“持续 47 天

最高级别的 ECMO 支持，早已超出许多

医生的医学认知， 但市公卫中心的团队

硬是将童老伯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两个阵地，一

个是医院救死扶伤的阵地， 另一个便是

社区防控的阵地。 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关键靠社区。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了 12 年主

任，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书记、院长朱杰

说，在社区疫情防控阵地上，社区卫生工

作者们牢守“三道门”：小区居民楼的门、

入沪道口的门、集中隔离点的门。 如今，

全市 24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工

作者依旧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守护社

区居民的健康大门。

当起 100 ?户隔离家
庭的临时家长

年初，疫情来袭时，“小巷总理”们心

中只有一个念头，当好群众的“守护者”。

在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图们路居民区有

一支“绿旋风”团队。 由于没有专业的防

护设备， 党总支书记李芳与同事们找出

几件绿色雨衣，一穿便是几个月。 “绿旋

风”们上门排摸重点地区来沪人员、探索

口罩登记“云预约”、破解“快递围城”……

饿了吃碗泡面，累了便靠着休息。

“都说居委书记是 ‘小巷总理 ’，我

倒觉得更像是小小联合国里的服务

员。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仁恒居民区

党支部书记唐佳所辖居民区内有近千

户居民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 唐佳的

手机中有 100 多个“家庭群”，她成了这

100 多户隔离家庭的临时家长， 每天工

作超过 12 小时。 工作虽然疲惫，但当她

和同事收到一对法国夫妻精心包装的

巧克力，看到他们一家四口阳光般灿烂

的笑容时，瞬间满血复活，“我们的日夜

付出和坚守都是值得的”。

机舱中响起了热烈掌声

“如果说医护工作者是守护城市的

白细胞， 那么我们地铁人就是输送氧气

的红血球。”来自上海的西门户———地铁

虹桥火车站站区车站副站长高煜是当之

无愧的守“沪”者。报告会上，她分享了这

样一个细节：夜深人静，上海地铁车辆基

地灯火通明，千余位清洁工穿上雨衣，佩

戴手套和护目镜，身背几十斤重的喷壶，

穿过一节节车厢， 喷洒消毒不放过每个

角落。 这就是疫情中地铁人的日常。

同为守“沪”者，上海市铁路上海站

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黄翔面对疫情防控和日均 4.2 ?

人次春运返程大客流叠加的双重考验，

携手铁路上海站各方 ，牢守 “上海陆上

北大门”。 “上海阿爸”、志愿者老兵张志

勇主动报名参与上海南站退役军人志

愿者疫情防控服务 ， 累计服务时长达

280 小时。

疫情来了，上海海关第一时间调集

上千人， 投入口岸防止境外疫情输入，

24 小时不间断严防死守。 “记得一次在

登临排查完重点旅客后，当我告知大家

可以下机时 ，一名旅客问 ‘我们可以鼓

掌么？ ’顷刻，机舱中掌声响起。 ”王姝婷

坚定地说：“疫情不退，我们的防线就不

会退，因为，我们的身后，是祖国！ ”

■本报记者 李晨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