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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盲人饮水机、 居家燃气安防智

能窗、 感应呼吸灯……这些创意小发明

全都出自育才初级中学的学生之手， 他

们在丰富的自主拓展课上不仅学会了观

察生活， 还设计出了很多改善生活的实

用装置， 并在各类创新大赛评选中斩获

佳绩。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学校

从 “语言与文学” “数学与逻辑” “科

学与技术” “人文与社会” “体艺与健

康” “综合与实践” 等六方面， 从顶层

设计入手完善课程图谱， 打造了一系列

精品特色课程。 这些校本课程不局限于

考试的要求， 而是着眼于学生所学知识

的融汇贯通， 重在关键能力的培养。

在打通语文与艺术的跨学科学习

中，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 选择语文课本

中要求背诵的一首古诗词， 并为其创作

旋律。 23 届 3 班的小陈同学和小伙伴

们决定一起为诗作 《咏梅》 谱曲， 并演

绎了一曲中国风的艺术歌曲。 因为这首

诗塑造了不畏严寒、 ?韧不拔的梅花形

象 ， 特别适合在抗疫中鼓舞大家的士

气， 于是， 小陈选用了民乐和大调音阶

创作了一首艺术歌曲来凸显其中的乐观

主义精神。 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 十余

名同学组成了一支包括领唱、 伴唱、 钢

琴、 古筝、 琵琶、 电子鼓等在内的小型

乐团， 并最终在语文课上展示了这首大

家共同再创作的诗篇， 给师生们都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在 “三小创意发明” 系列课程中，

很多孩子天马行空的设想在真正投入制

作的过程中， 都要用到一定的自动化装

置， 这和传感器、 单片机、 程序设计等

息息相关。 于是， 物理组教师们自学了

arduino 编程和各种传感器的使用 ， 然

后编制了适合初中学生学习的内容。 在

“单片机与创意小发明” 课上， 不少对

科技发明感兴趣的学生， 能够亲自体验

从程序的设计到各个部件的组装， 自己

动手完成诸如感应呼吸灯、 自动垃圾桶

等等有趣小装置的制作。 在 “3D 打印”

课程中， 学生通过软件 3D 建模和打印

设备将他们设计的装置模型打印成实

物。 此外， 还有无人机、 机器人等新兴

科技应用等拓探课， 为学生不断探索创

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那些胆怯、 笨拙、 身材肥胖的孩

子原本可能是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却被

冷落在一旁的露天看台上。” 这是 《运

动改造大脑》 中的一段描述， 也是育才

初级中学体育老师的切身体会。 他们关

注每一个孩子的体质健康 ， 指导因为

胖、 虚、 弱、 不耐苦及被动等造成体质

差的学生进行有效的自觉体锻。 体育组

确立了三大干预原则， 不同的指导教师

再据此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处方指导。

比如给学生设计挑战性任务以保证每次

训练有效果有突破； 训练任务要有趣且

有针对性； 以平均心率作为评价依据更

为科学地判断体能状况。

全新的课程图谱不仅影响着学生，

在教师身上也体现了育才的 “三自 ”

精神 。 “中国传统文化探秘之 ‘茶文

化 ’ ” “小科学 ， 大智慧———神奇的

水 ” “民俗体育运动———抖空竹 ” 等

跨学科课程均由全校老师自主整合 ，

项目化不仅激发了教师的研修积极性，

也让老师们借助团队力量实现个人的

成长 。 物理组教师合力研发的 “按压

式接线柱 ” 曾荣获国家专利 ， 在电学

实验中大大提高了学生电学实验操作

的效率 ， 获得了业界和学生的一致好

评 。 还有 “重力浮力方向演示仪 ” 曾

获得上海市装配部自制教具评选二等

奖 。 更多的实验器材装置的改进 ， 不

但使得每一节物理实验课都更加生动

形象 ， 教师们更在言传身教中向学生

展示了创新的魅力。

近年来 ， 学校先后有 6 位同学获

得了 “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 称号，

3 位同学获得了 “中国少年科学院小院

士” 称号， 4 位同学获得 “上海市青少

年科学研究院十佳小院士” 称号、 5 位

同学获 “上海市科技希望之星” 称号、

3 位同学获得 “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 ”

称号 ， 2019 年臧一芃同学获第八届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提名

奖 。 多位学生凭借出色的综合学力与

科创素养昂首迈入顶级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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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识为魂，全面育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三自”新人

双甲子薪火相传， 百廿载立德树人。 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
的一个缩影， 今年迎来建校 120 周年的上海育才初级中学不仅培育
了大批社会英才， 其卓越的办学成效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也为中
国基础教育树立了不朽丰碑。 著名教育家段力佩先生出任校长后 ，

曾三次掀起教育改革高潮， 总结出诸如 “十六字教改经验” “有领
导的茶馆式教学法” “三自” 育人等经验， 屡屡在教育界引起强烈
反响。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传承百年名校的深厚底蕴， 提出 “器识为
魂 ， 全面育人 ” 的办学理念 。 “器识 ” 源自中国传统文化 ， 意为
“器量与见识”， 其实质是张扬一种理想、 信念、 器局与卓尔不群的
思想个性。 “器识” 主张反对 “育分为首” 的功利主义， 崇尚 “育
人为本” 的高远境界， 致力于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确立正确成才观
念， 促进学生终身发展。 如今， 学校秉承 “敢为天下先” 的教改精
神和脚踏实地的求是作风， 以 “自律自强、 合作包容、 慧学善思 ”

为魂魄， 培养全面发展的 “三自” 新人。 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起点新征程上， 学校将以立德树人、 为国育
才为根本任务， 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变革， 深
入推动全人教育， 矢志谱写育才教改的新篇章。

本报今起刊发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系列专
题， 展示其在教学创新、 学生成长、 教师发展
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 为中学教育改
革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身处一个前所未有 、 剧烈

变革的时代 ， 学校应该 “推倒

围墙”、 开门办学， 主动以更先

进的理念 、 更灵活的姿态 、 更

个性的文化 ， 为每一位学生的

全面发展提供更到位的支持 、

更贴心的服务 。 面向未来的教

育要在智慧层面见出高下 ， 这

是由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 也是

由世界的发展大势决定的。

一是 “理论智慧”。 我们必

须站在时代前沿 ， 及时了解最

新的理论动态 ， 这样才能不泥

于古 ， 不拘于时 ， 眼界宽广 ，

思维聪敏 。 当然最关键的是有

“我”， 有我的立场， 我的坚持，

吐故纳新 ， 但不随风摇摆 ； 有

我的思考 ， 我的追问 ， 融汇贯

通 ， 绝不生搬硬套 ； 有我的创

新 ， 我的风格 ， 以我为主 ， 自

成一家 ， 但绝不自以为是 ， 画

地为牢。

二是 “实践智慧”。 从根本

上讲 ， 教育是 “知 ” 的科学 ，

“行” 的艺术。 理论的推演解决

不了教育难题 ， 技术的更新无

法替代主体实践 。 教育者永远

要做技术的主导、 理论的主导、

实践的主导 ， 不要做技术的奴

隶、 理论的奴隶、 实践的奴隶！

育才的每一位师生 ， 只有在思

潮涌动 、 理论蜂起的时代 ， 坚

守自己的判断 ， 历练自己的本

领 ， 让课堂充满智慧 ， 使自己

不可替代 ， 才称得上是当之无

愧的育才人。

三是 “技术智慧”。 技术是

一种工具 ， 无所谓好坏 ， 不关

乎智慧 ， 从这个意义上讲 “技

术制胜论 ” 与 “技术无用论 ”

一样形迹可疑 。 我从不迷信一

种技术形态的出现 ， 会导致以

往的教育难题瞬间瓦解 。 我从

不拒绝拥抱技术 ， 但我坚信人

是关键性的因素 。 关键在于谁

在使用， 如何使用， 为何使用，

这就是智慧的来源。

当前， 育才初级中学正在加快脑科

学赋能教育转型， 不断深化教育理念，

优化学校治理方式 ， 开启教育教学变

革。 学校联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儿童

发展与学习科学”， 有效运用脑科学的

研究成果， 开发更多教育应用场景。 早

在 2007 年， 学校就决定依据不断勃兴

的脑科学研究、 信息技术发展以及个性

化学习理论探索教学新路径 。 2018 年

起， 育才初级中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联合开

展 “未来脑科学家计划”， 同时在区教

育局的帮助下开展了基于脑科学的学生

个性化教育指导的研究。

目前， 学校实行的 “基于脑科学的

精准学习”， 让学生成长更自主、 学习

更个性、 教学更精准。 在学生和家长自

愿的情况下， 学校依托 “静安区个性化

教育指导中心”， 通过科学、 准确、 安

全的心理和认知测评等对学生的起点进

行评估， 了解学生的认知能力、 心理活

动以及情绪情感， 从而快速准确掌握学

生各方面能力的优势和短板， 明确学生

个性化成长的基础。 同时， 通过观测家

长与学生脑活动的相似性来反映家长对

学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使家长更精确

地了解自己哪些方面对学生的脑活动影

响更大， 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 在

此基础上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 精

准化的训练方案， 如设置顶级优+课程、

学法指导 、 生涯规划 、 积极心理指导

等。 此外， 每个学期， 学校还根据学生

的阶段性资料汇总、 分析、 测评以及对

学生 、 教师 、 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访

谈， 为下一学期个性化成长的指导提供

实证依据。

现在， 育才初级中学全体教师都积

极投身于一项改革———运用脑科学来优

化课堂教学。 教学处组织各教研组重新

研制课堂教学设计表， 进一步优化教学

流程； 推出 “八项教学策略”， 开展最佳

教学实践等， 持续进行了 “全学科、 全

过程、 全员” 的整体性探索。 基于脑科

学的课堂教学的核心， 是以 “自组织”

为关键载体加强课堂内的联结互动， 促

进师生深入对话， 为课堂营造良好的情

绪气氛， 不断释放课堂教学的活力， 着

力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 同时， 教师的

专业发展也受益于脑科学理论指导下的

创新模式。 在 2019年一次独具匠心的暑

期教师培训活动中， 青年教师在多功能

教室玩、 画、 说、 练、 演中充分感受到

了科技对教育教学的有效支持。 他们以

学生的身份来感受课堂、 评析课堂， 以

领导、 家长、 学生等不同身份来看待教

育问题。 基于脑科学的学习活动设计对

学习效果的影响， 也激发了他们设计此

类学习活动的兴趣。 2020 年第一学期期

末， 8位青年教师代表分享了他们在脑科

学指导下的教学成果， 包括教学中生活

与课堂的联结、 内容与方法的联结、 作

业中文本与活动的联结等。

学校的教学管理也在脑科学的加持

下被赋予更多可能。 以 “基于脑、 适于

脑、 发展脑” 为原则， 运用脑科学的相

关成果及其所蕴涵的学习、 成长规律，

学校进一步细化了 《育才初级中学作息

时间安排》， 为更多的学习时空赋予了科

学成长的内涵； 向学生推出了 《育才初

中 “一日” 学习指导》， 重点在培养学生

持久的学习动机与强大的认识能力上下

功夫。 同时， 各学科也纷纷推出了学科

学习指导， 如 《语文学习有三个境界》

《数学学习要如金字塔》 《英语学习的

“APP”》 （A-active （主动）、 P-practice

（实践）、 P-persistence （?持））、 《运动

习惯养成四步曲》 等。 为了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课堂记笔记的习惯，

语文教研组专门设计了语文阅读笔记，

包括阅读储蓄卡、 书海拾贝、 阅读日记、

写给书中人物的信等。

这些开创性的教学实践， 蕴含着脑

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切实提高了学生

各方面的能力； 同时致力于解决部分学

生所面临的特殊需要， 对制约学生核心

学习能力的因素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检

测，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提高训练， 实现

教育质量从外延到内涵的发展。

面向未来的教育
要在智慧层面见出高下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校长 马玉文

脑科学全方位贯通教学， 开展创新育人实践

历史上 ， 老校长 、 著名教育家段

力佩曾提出闻名全国的 “紧扣教材 、

边讲边练 、 新旧联系 、 因材施教 ” 的

教学方法 ， “读读 、 议议 、 练练 、 讲

讲 ” 的教改经验及 “自治自理 、 自学

自创、 自觉体锻” 的育人新经。 现在，

教师们以科技为翼 ， 展开 “多样化的

读 、 高品质的议 、 个性化的练 、 对话

式的讲 ”， 赋予茶馆式教学新的内涵 。

升级版的学生 “读议小组”、 最新的信

息技术运用以及丰富的课外活动支持，

则是育才初级中学在探索实施大规模

因材施教过程中的最新实践。

全校学生参与率达 100%的 “自组

织”， 正是育才学子在共创、 共治、 共

享的过程中开展自我教育 、 实现共同

进步的全新成长方式 。 脑科学研究表

明 ，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 大脑

额叶发育极快 ， 可塑性较强 ； 冒险增

加 ， 情绪不稳定 ， 成长风险增大 ； 同

龄人之间的影响超过家长和老师 。 育

才初级中学基于学生的个性差异与学

力差距， 以 “自组织” 为

载体， 在促进学生自主成

长的同时， 努力为每个孩

子提供个性化的成长路

径， 帮助学生发掘、 形成

和发展个性 。 学校逐步推动各年级的

学生以 4 个人为一组结成 “自组织 ”

团队 ， 通过确立发展目标 、 深化组织

内涵 、 创新评价方式等手段 ， 充分发

挥每一位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 变个性

差异为成长资源 ， 化学力差距为互促

共赢 ， 让伙伴影响伙伴 ， 让智慧生发

智慧 ， 努力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到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他们在 “自组织”

中不仅成为最好的自己 ， 同时帮助伙

伴成为更好的自己 。 学科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运作 “自组织 ” 时 ， 有的直接

沿用班级管理中的 “自组织”， 有的根

据学科要求和学科特点 ， 重新创生新

的 “自组织”。 在运作过程中， 学生的

合作能力 、 认知能力 、 职业能力 、 创

新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2020 年， 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影

响 ， 所有中小学都全面开启了线上教

学 ， 而育才初级中学全体师生能够从

容应对 ， 这与他们平时经常利用信息

技术， 娴于因材施教等探索息息相关。

早在疫情前 ， 学校就打造了基于信息

技术的学习诊断系统 ， 对学生的学习

过程进行数据分析 ， 以便开展个性化

的教学实践与学习辅导 ； 自主开发了

融趣味性 、 知识性于一体的在线学习

平台 “天才 30 分 ”； 数学组的青年教

师利用余暇时间在公众号 “育才初中

数学园地 ” 上推送学习微视频 ， 每个

10 分钟的视频内容包括学生学习的难

点 、 复习和预习的重点 。 通过这些学

习经历 ， 学生养成了预复习的好习

惯 ， 学会做自己假期时间的管理者 、

学习的主导者 ， 每当他们回到课堂 ，

就有更多时间交流学习心得 、 解决学

习困惑。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孩子，

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 、 学习态度 、 情

感和生理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个性差

异 ， 为了满足他们的不同成长需求 ，

学校还提供了大量的课外支持活动 。

以生涯教育为例 ， 学校在各年级的专

题课程 、 学科渗透与拓展 、 校园专题

活动 、 社会实践活动 、 家庭教育指导

等中融入引导学生寻找人生追求的内

涵 。 在六到九年级 ， 学校与相关专业

机构合作 ， 开发了包括自我认知 、 人

文素养储备 、 社会化能力训练 、 升学

指导等内容的生涯教育课程 。 此外 ，

学校还开出 “运动处方班 ” 帮助体弱

的学生提高身体素质 ， 通过家校共育

解决学生成长中的烦恼 ， 打造丰富的

劳动、 科创、 艺术等实践平台。

探索大规模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
顶层设计六大课程图谱，

打造系列特色课程

▲1964?， 育才中学

教育改革带来新气象， 老

师教得活泼， 学生学得主

动。

▲ 1992 ?， 育才中学学生寒假

期间参与社会实践公益劳动。

▲ 1994 ? ， 育才中学学生正

在上化学选修课。

1982 ?， 育才中学

合唱队学生正在排练新

节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