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活动到课程
银杏文化的深化之方

活动为开端，课程为过程，银杏文化
建设将活动与课程作为推进的两翼，进
行了活动系列化、课程组合化的再造。

课程建设体现银杏特色

学校以银杏文化为引领，制订了《干
巷学校“真善美”课程实施方案》，构建了

“真善美”交融的、与创建银杏文化特色

学校相匹配的学校课程体系。 “真善美”
课程由“求真”“乐善”“尚美”三大课程群

组成，“求真”育智慧，“乐善”育精神，“尚
美”育气质，实现培养“真的追求者”“善

的传播者”和“美的创造者”的育人目标。
这个实施方案， 回答了 “培养什么样的

人”和“用什么样的课程去培养”这两大

困扰学校发展和特色建设的问题。同时，
加大了校本课程开放和建设的力度，制

订了《干巷学校“一校一品”〈银杏〉校本

课程实施方案》，采用招投标、任务分配

和自主开发等形式， 建立了中小版 《银
杏》《银杏美食》《银杏叶创意画》《银杏诗

词欣赏》等银杏文化系列课程，推进了银

杏文化特色学校建设。

德育教育展现银杏特色

学校积极落实“杏品育人”理念，努

力培养具有“自强、务实、和合、奉献、热

情、豁达、坚韧、向上”特征的阳光少年。
以银杏精神育德育人。坚持德育为先，将
“两纲 ”教育和 “银杏精神 ”教育有机融

合，以“教育学生学会做人”为目的，积极

开展“弘扬银杏精神，争做阳光少年”主

题教育活动，深化了“两纲”，营造了学校

德育工作的新亮点。 以银杏精神增智健

体。开设《银杏》课程以后，学生通过对教

材的学习，通过对银杏知识的查阅，通过

对中外文人骚客歌颂银杏的千古佳句的

咀嚼、玩味，丰富了学生的银杏知识，丰

厚了学生的人文底蕴， 积累了学生的人

生经验。开展“护绿带认养护养”活动，组
织学生参与植树、护绿活动，使学生了解

了银杏等植物的种植技术， 锻炼了劳动

能力，也增强了学生在实践中学知识、用
知识的能力。弘扬银杏的自强精神，组织

阳光体育活动，提高了学生的体质。
以银杏精神怡情养性。 银杏集形象

美、气质美、艺术美于一身，是美的化身、
美的使者、美的体现。 银杏在师生眼里，
她是一个个相伴相随的知己， 一位位拥

有人之生命的朋友。苍老的银杏树，大家

能看出其坚毅；高大的银杏树，大家能看

出其伟岸、豪爽；一棵棵幼小的银杏树，
大家能看出其天真、无瑕。银杏树随时告

诉大家什么是自豪 、耻辱 、善良 、真诚 。
“真、善、美”交融的银杏精神，无时无刻

不净化着师生的灵魂， 启迪着师生的情

操，这无疑是一剂养性的极好“良方”。
以银杏精神营造温馨。 开展“温馨教

室”创建活动，使每个教室成为学生“勤奋

学习，快乐成长，全面发展”的温馨港湾。
建立班级“图书角”，组织学生进行交换阅

读，促进书香校园建设。 重视教室“墙文

化”建设，要求各班以银杏精神为内容，布
置了 “中队角”、“争章园地”、“知识角”、
“评比栏”、“光荣榜”、“成长足迹栏” 等栏

目，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明耻、励志、交流的

平台。 加强班级规章制度建设，充分发扬

民主，组织学生参与班规、班级座右铭、班
级文明公约的制订，使班级管理成为师生

双方的共同活动。
以银杏精神培育爱心。 开展“传爱

心旗帜，做四好少年”爱心义卖活动，举

行 “省 下 压 岁 钱 ，献 上 一 份 爱 ”捐 款 活

动 ，成立了银杏爱心基金会 ，让爱传递

每一个角落。 开展敬老爱老助老活动，
组织学生去敬老院慰问老人。 引导学生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教师的培育之恩

和同学的帮助之恩，增强了学生社会责

任感和感恩意识 。

从局部到系统
银杏文化的培育之策

从银杏树到银杏文化，必须走局部
向系统的整体建设之路。 整体培育，是
实现物质之载体向精神之灵魂的必由
之路。 学校贯彻“文化立校、特色兴校”
的办学理念 ，遵循 “整体设计 、分步实
施、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的原则，制定
《干巷学校“银杏文化特色学校”创建规
划》，突出规划的整体性和创新性，凸显
银杏元素。

系统之造

郁校长认为，学校文化建设的周期

可长一点，但最初的规划最好是一个系

统构造。 于是，学校用三年多的时间不

断地完成“银杏文化特色学校”创建的

系统构造，形成一个有主有次、有详有

略的整体设计。
《干巷学校“银杏文化特色学校”创

建规划》，包括四方面的内容：环境文化

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行
为文化建设。 强调环境文化建设是载

体，精神文化建设是核心，制度文化建

设是基础，行为文化建设是根本。

创新之作

文化只有不断地创新才会成为活水

之源，才能永葆它的魅力和精彩。 在创建

银杏文化特色学校的过程中， 始终把创

新突破放在第一位。 “传承文化，虚实相

接”是学校传承银杏文化中的突出亮点。

实体的，学校请何鄂、何顾继德大

师一起完成了银杏文化景观工程的设

计和施工。银杏文化景观一共设计了杏

园逐梦、宗师风采、诗魂琴韵等十二组

作品。 像“宗师风采”青铜浮雕群，塑造

的是郭沫若、李清照、歌德等十位写过

银杏诗文的中外文人骚客的形象，活灵

活现，惟妙惟肖。徜徉其间，恍若穿越古

今，链接中外，美不胜收，成为学校普及

银杏文化的新空间。
除了实体之外，学校还利用现代网

络虚拟技术设计了一个寓读、学、练、玩
为一体的“干巷学校银杏文化教育在线

体验馆”， 丰富了银杏校本课程的实施

手段。 “干巷学校银杏文化教育在线体

验馆”，包含《我们的银杏梦》数字故事、
资源库、“种下一棵银杏树”游戏和体验

题目等四个模块，力争能够适应新的教

育形势，成为干巷学校银杏文化教育的

新载体， 成为学生德育教育的新渠道，
成为学生综合评价的新平台。

从植物到精神
“银杏文化”的提炼之术

银杏树为高大落叶乔木，躯干挺拔，
树形优美，抗病害力强、耐污染力高，寿
龄绵长， 几达数千年。 它以其苍劲的体
魄，独特的性格，清奇的风骨，较高的观
赏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受到世人的钟爱和
青睐。

而要把银杏树上升为学校的 “银杏
文化”，必须进行思想的梳理和精神的提
炼，借树寓义。 对此，学校进行了从植物
到精神的冶炼， 以银杏树的风范界定文
化的风骨。

挖掘银杏文化

学校认为， 银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一脉相承。银杏被誉为植物界的“活
化石”“熊猫”，郭沫若等许多名人把它尊

崇为中国的国树。 银杏蕴含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 展现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

的自强精神、质朴无华的务实精神、友邦

善邻的和合精神、多予少取的奉献精神，
在国人心目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崇高的

地位。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

要素，都可在银杏文化中找到对应点。因
此， 银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一脉相承、互相融合的。

深化银杏文化

干巷学校具有独特的银杏文化教育

资源。 两棵树龄分别超过 700 和 400 多

年古银杏树，是文化的具象。干巷学校具

有独特的民族精神教育资源。“九·一八”
事变后， 师生自发赴集市、 乡里义愤声

讨；“八·一三” 日寇把战火烧到上海之

后，师生以文代戟，笔伐日寇；日贼爬上

金山卫海滩、干巷沦陷之后，俞心臧校长

带领师生 23 人内迁办学， 沿途边募捐，
边教学，高唱抗日战歌，宣传抗日救亡，
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创建银杏文化特色学校是干巷学校

的历史选择。文化立校，特色强校，是学校

管理的永恒追求。银杏精神是当今干巷学

校亟需要树立和弘扬的一种精神，并且要

把这种精神融入到学校的办学目标和课

程建设之中，建设植根于自己土壤的“银
杏文化特色教育”， 走上一条特色办学之

路，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挖掘银杏教育资

源，弘扬中华银杏精神，创办银杏文化特

色学校，成为了干巷师生的历史选择。
创建银杏文化特色学校是一项浩大

的工程。 在确立办学思想、 制定创建规

划、建设银杏课程、营造银杏氛围的过程

中，学校广开言路，发动师生献计献策，
发出了《关于修订办学目标、培养目标、
“一训三风”和征集校徽、校歌的通知》，
开展了提炼“学校精神”的大讨论。如，确
定了“创银杏乐园，育杏品少年”的办学

目标后， 大家认为要给办学目标进行规

范释义， 于是就产生了办学目标的规范

释义： 创建具有浓郁银杏文化特色的精

神家园， 培养具有鲜明银杏品质特征的

合格人才。 再如，在修订“校训”的时候，
大家普遍认为要根据郭沫若的散文 《银
杏》中的“你美，你真，你善”的意蕴，结合

学校实际， 赋予新的含义， 于是确立了

“求真、乐善、尚美”的校训。 最有意思的

是，新校徽图案的创意来自一名学生，经
过众人修改， 最终由著名高级工艺美术

师何顾继德大师修改定稿， 这里面凝聚

了学生、老师、艺术家的智慧，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学校精神是一所学校的灵魂， 是推

动学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学校挖掘

特有的银杏教育资源， 把银杏精神与学

校精神巧妙结合起来，提炼学校精神，即
坚韧不拔的自强精神、 质朴无华的务实

精神、友邦善邻的和谐精神、多予少取的

奉献精神，确定了“创银杏乐园，育杏品

少年”的办学目标，修订了“求真、乐善、
尚美”的校训、“自强、务实、和合、奉献”
的校风、“崇德爱生，博学善教”的教风和

“求知明理，乐学笃行”的学风。

■郁利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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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干巷学校创建“银杏文化特色学校”硕果累累

立校之躯： 银杏文化茂盛挺拔 强校之魅： 银杏精神蔚然成风

“银杏乐园”满园春 “杏品少年”展新貌

树，就是文化的象征。
走进坐落永寿道院和小普陀寺

的干巷学校， 最引人瞩目的是两棵

树龄分别超过 700 和 400 多年的古

银杏树。 北株、南株遥相呼应，双雄

华盖入云，风姿伟岸。
银杏树，成为学校的外在形象，

成为学校文化的丰富内涵。 这是一

片被银杏树浸染的校园 ：———银杏

元素为校舍命名“出彩”，把小学部

两 幢 教 学 大 楼 分 别 命 名 为 “求 真

楼”、“竹新楼”； 把中学部的行政大

楼命名为“德馨楼”，把食堂和体育

馆命名为“康馨楼”，把北幢教学大

楼称为“乐善楼”，把南幢教学大楼

称为“尚美楼”，把实验大楼命名为

“创新楼”，把后勤大楼命名为“耕耘

楼”，把报告厅命名为“明理厅”，把

“退休职工之家”命名为“康乐厅”。
学生社团命名融入银杏元素， 成立

了银杏文学社、银杏艺术社、银杏广

播站、 银杏小记者站、 银杏小导游

队、银杏鼓号队、银杏礼仪队。 文化

载体命名体现银杏元素，设立了“银
杏飘香艺术节”、“银杏书香读书节”
等五大校本节日，设立了“银杏杯育

人奖”、“银杏杯金爱心教师奖”、“银
杏杯魅力教师奖”等奖项。

———银杏元素为校园景观 “出
色”。在校园内，建造了银杏大道、诗
涌甘泉、杏园逐梦、文亭诵书、诗魂

琴韵、宗师风采、金湖飞瀑、长廊读

史、应奎举贤、普陀水天、国树华辉、
永寿胜境等 “干巷学校银杏文化十

二景观”；再如围绕“传承银杏文化，
弘扬银杏精神”这个主题，布置了室

内外 “银杏特色文化系列长廊”；又
如结合食堂文化布置， 制作了银杏

食疗价值和银杏美食菜谱的宣传版

面， 帮助学生深刻了解银杏的食疗

价值，弘扬银杏美食文化。
———银杏元素为校园布局 “出

彩”。 中学部南北主干道建成为“银
杏大道”， 营造了银杏文化氛围；设
计了四个“梦园”，即“杏子寻梦圆”
“杏子画梦园”“杏子逐梦园”和“杏

子圆梦园”。 目前， 一个集想象、体
验、探究、创新于一体的“杏子逐梦

园”即“学生探究实验区”已经建成。
可以说， 干巷学校就是银杏文

化的家园。

珍贵画面

以一种树来代表一种学校文化的内
涵，以一种树表达文化立校、特色强校的
外延， 在创意中有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和
把握，有一种对教育的认知和追求。

上海市干巷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与
银杏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树之壮、 意之
切、情之浓，没有正反面之分；上海市干
巷学校的特色强校建设与银杏文化产生
了嫁接之连，根之牢、韵之芳、成之果，没
有你我之别。

干巷，是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古镇，至
今流传着“干将曾居干巷 ” “僧人栽银
杏不忘靖康之耻 ” “曹铉率众抗倭 ”等
故事 。

干巷是金山区古银杏最多的地区，
400 年以上的古银杏有 7 棵， 占了金山
区 400 年以上古银杏的半壁江山，“靖康

银杏树”已有 850 多年的历史，是金山区
最古老的银杏树。 银杏古树、寺庙遗址、
墨客骚人、诗词书画、干将故里、应奎文
会等， 造就了干巷得天独厚的银杏文化
资源。

难能可贵的是， 干巷学校具有独特
的银杏文化教育资源。 校园内，至今两棵
树龄分别超过 700 和 400 多年古银杏
树高耸入云， 在它们身上凝聚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给人以视觉上的
冲击和精神上的震撼。

2010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郁利锋校
长正为寻找学校文化建设的突破口绞尽
脑汁，随口诵起了唐朝诗人刘禹锡《陋室
铭》中的诗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 ”随即，走出了办公
室，走到古银杏树下，仰望着这两棵宋、

明朝的参天古银杏， 顿时灵感频现：“两
棵古老的银杏树与干巷学校的历史、 今
后的发展有什么关联呢？ 银杏文化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她身上
凝聚了中国人 ‘真善美 ’ 的情结 ， 而
‘真善美’ 恰是一所学校最好的育人目
标， 无论是以前的干巷中心小学、 干巷
中学， 还是合并起来的干巷学校， 绝不
会产生理念上的冲突。 两棵古银杏是干
巷学校独特的文化资源， 以此作为学校
的精神化身， 就一定会让师生产生心灵
的巨大共鸣……”

于是，“挖掘银杏教育资源， 弘扬中
华银杏精神，创办银杏文化特色学校！ ”
的文化立校、特色强校的“谱”开始变得
清晰起来。

挖掘、整合、利用学校特有的银杏文

化教育资源， 成为干巷学校发展的 “躯
干”。 他们确定了“创银杏乐园，育杏品少
年”的办学目标，开展了“银杏文化特色
学校”的创建工作，营造了浓郁的银杏文
化氛围，传承了银杏文化，弘扬了银杏精
神，初步形成了植根于自己土壤的“银杏
文化特色教育”，促进了学生、教师、学校
的发展。

根深叶茂。 7 年过去了， 银杏文化
极大地促进了学校文化建设， 丰富了校
园文化生活， 推进了素质教育， 提升了
办学的整体水平。 学校被评为全国中小
学图书馆先进集体、 上海市花园单位、
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家乡蟠桃伴我
成长》 被评为上海市中小学 “我们与梦
想同行” 主题教育活动优秀项目， 被评
为金山区德育先进集体、 金山区教育科

研三十年先进集体、 金山区中小学行为
规范示范校、 金山区 “农村中小学教育
信息化应用推进项目” 先进集体， 学校
荣获了金山区中小学首届网络教研集体
评比一等奖。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
考察了银杏文化景观后 ， 兴奋地说 ：
“一所乡镇学校， 建设了这么多的银杏
文化景观， 太不容易了。” 中国著名雕
塑家何鄂大师动情称赞： “干巷学校银
杏文化十二景观 ， 纵贯古今 ， 涵盖中
外， 穿越时空， 堪称典范。”

如今， 银杏文化已成为学校文化的
标志，成为特色强校的品牌。 银杏文化景
观园，被评为 2016 年上海普教系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佳校园新
景观， 并以第一名的优势获得了上海市
十佳校园景观最佳“网络人气奖”。

银杏
校树招展 景观迷人

绽放银杏的风范 展现教育的风骨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是世界上十

分珍贵的树种之一，是古代银杏类植物

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因此植物学

家们把它看作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并
与雪松、南洋杉、金钱松一起，被称为世

界四大园林树木。我国园艺学家们也常

常把银杏与牡丹、兰花相提并论，誉为

“园林三宝”，并把它尊崇为国树。
可喜的是，这样的国树在干巷学校

有着挺拔的英姿， 并成为学校的瑰宝。
将植物的银杏，上升为银杏文化，提炼

出银杏精神， 既有着我们对自然的敬

畏，也有着我们对文化的仰慕，更有着

对教育的追求。
文化是一种历史传承， 是有根的，

根深才能枝繁叶茂，才能茁壮成长。 我

们把学校文化建设的寻根定在干巷千

年的变迁中，定在享有国树之誉的古银

杏树上并非牵强之举， 完全是顺势而

为，借势而上。 因为，你在或不在，银杏

树就在校园里；你在或不在，历史的遗

迹就在校园里。
干巷学校银杏树演绎成银杏文化，

并把“坚忍不拔的自强精神、质朴无华

的务实精神、 友邦善邻的和合精神、多
予少取的奉献精神”作为“学校精神”，
统一了全体教职工的价值取向，形成了

学校强大的 “文化效应场”， 凝聚了人

心，激发了热情。这是借物寓义，借势蕴

品，借文升华。
绽放银杏的风范，是为了弘扬中华

文化；展现教育的风骨，是为了提升办

学品质。 在文化立校、特色强校的征程

中，我们任重道远。
（作者为特级校长、上海市干巷学

校校长）

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