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教发力： 创新实验智慧之光
金山是 “文化之乡”， 培养了徐光

启、 姚光、 高平子、 钟天纬、 高锟等大

师名家 ,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在金山大地

播下了创新的种子 。 2009 年 ， 华裔物

理学家高锟 （祖籍金山张堰） 由于在光

导纤维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 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 学校借势发力， 通过创立

物理创新基地， 深化学校科技教育。

创建市级 “智慧之光 ”
物理创新基地

学校以 “传承南社精神 ,启迪智慧

之光” 为宗旨 ,结合区域文化优势由物

理组老师牵头成功创建了市级 “智慧之

光” 物理创新基地， 为学生在南社精神

的传承和创新素养精神的培育上寻找到

了根植的土壤， 开启了学生实践创新学

习的天地。
创 新 实 践 基 地 现 有 面 积 240 平 方

米， 由两大两小四个专用教室组成， 在

功能及内容上由四部分构成： 光纤及光

纤演示 、 物理基础演示 、 物理 高 阶 研

究、 机器人和无人机。 每个功能分区都

有专用教室 ,配备相应硬件设备和教师

办公区域， 基本形成了彼此相对独立又

相辅相成的格局 ,为学生创新实践活动

的开展提供了完善的硬件设施 ,也为进

一步拓宽创新领域打开了局面。

形 成 了 基 地 班 学 生 的
“4321” 培养方案

“4”， 是依托现有的四个试验室并

初步开发相关相应的课程: “光导纤维初

步知识” “物理创新实验研究” “实验

应用课题研究 ” “机器人和无 线 电 应

用”； “3”， 是指为每个学生制定了三个

学期的培养方案， 基地班学生在三个学

期的学习过程中分别必须参加基础课程、
实践课程、 研究课程；“2”，是实行校内学

业指导教师和校外指导教师齐抓共管的

双导师制。 “1”， 是指每个领域都与高

校或企业进行对接建立联合培养机制。

机器人实验室收获丰饶

2014 年 11 月， 体育教师奚小冬筹

建 机 器 人 实 验 室 ,依 托 物 理 创 新 基 地 ，
拟把机器人实验室建成能够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让学生独立开发和

制作机器人的创新实验室。 机器人涉及

控制论、 机械电子、 计算机、 材料和仿

生学等高级知识 ,对学生掌握的知识量

和灵活运用的要求比较高 ,但第一次接

触教育机器人领域没有任何的经验和技

术， 在建立机器人实验室时， 对于摸着

石头过河的奚小冬老师团队来说举步维

艰， 尤其是在学生培训方面， 机器人涉

及的知识面广， 是高级整合了控制论、
机械电子、 计算机、 材料和仿生学的产

物， 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量非常大， 而

且还要灵活运用， 因此奚小冬老师团队

首先从机械结构开始着手。
2015 年 2 月 ， 根据学校机器人活

动开展实际情况 ， 在青少年活 动 中 心

的帮助和建议下 ， 奚小冬老师 团 队 先

从 WER 教育机器人入手， 组织学生在

青少年活动中心进行编程培训 ， 了 解

WER 比赛的规则。 新增了 《机械电子

应用 》 拓展课 ， 并且编写了教 学 大 纲

和教案 ， 主要是让学生学习机 器 人 的

设计 、 制作 、 编程并组织优秀 的 学 生

参 加 比 赛 。 3 月 ， 学 校 参 加 了

2015WER 世界教育机器人大赛中国赛

区华东地区公开赛 ， 顾舟玥和 沈 超 同

学获得了一等奖 ， 为团队发展 奠 定 了

坚实的基础。 2016 年 3 月， 在 2016 世

界教育机器人大赛中国华东地 区 公 开

赛上， 沈亦敏、 顾舟玥同学获得 WER

(RI) 高中组一等奖， 在 WER 未来之翼

中获得二等奖。
随后， 在奚小冬老师带领下， 机器

人创新实验室团队乘风破浪 ， 获 奖 无

数 。 2017 年 ， 奚小冬老师团队参加第

12 届全国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林匹克

竞赛暨第 32 届 ROBO-ONE 国际机器人

竞赛和第 6 届国际青少年教育机器人奥

林匹克竞赛， 获得了机器人 F1 竞速赛、
机器人轨迹赛、 飞行机器人基本技能赛

5 个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在 2017 年全

国青少年无线电通信锦标赛上， 获得团

体第六名， 打开了无线电通信比赛获奖

的新格局。
2017 年 9 月， 奚小冬老师团队远赴

美 国 ， 参 加 在 美 国 洛 杉 矶 举 行 的

WER2017 美国公开赛， 通过张熙宸、 谭

俊伟、 顾若理、 沈亦敏四位同学的努力，
获得了高中组冠军和亚军， 站上了国际

领奖台， 为学校赢得荣誉， 为金山科技

教育再添辉煌， 为国家争光添彩。
经过 3 年努力， 奚小冬老师团队已

经能够独立制作机器人参加比赛， 能够

参 加 2017RoboCup 青 少 年 世 界 杯 中 国

上海地区选拔赛并且获奖就是最好的证

明， 因为它要求学生必须提供 20 页的

技术笔记， 并且要独立编程， 熟悉各个

传感器的作用， 是代表全国青少年机器

人顶尖水平的比赛。
基于张堰中学在机器人方面取得的

优异成绩， 学校正式成为金山区机器人

联盟学校、 金山区青少年无线电活动基

地 ， 同时被命名为金山区科技 特 色 学

校， 奚小冬老师被授予金山区青少年科

技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

体育出色： 健身运动英姿勃勃
体育教育，是学校的传统和强项。 学

校曾多次获得上海市国家体锻标准达标

先进学校、上海市体育先进集体等荣誉。

体育专项特色明显

高考体育是学校体育特色和为高校

培养输送体育人才的重要载体， 学校在

高一年级开设体育专项课和体 育 拓 展

课；高二年级让学生按兴趣、职业志向选

择体育专业课，为高考专项考试做准备；
高三年级采取文化课与高考体育集训课

同步的方式， 强化进入高一级体育学院

深造的专业能力和应试能力。 每一届参

与体育类考试录取的高三学生 基 本 在

5~10 人,本科录取率为 100%。 同时，学

校女子曲棍球和篮球运动均有 出 色 表

现，并连年屡次获奖。
2008 年 12 月, 在金山区体育局、张

堰中学顾宏伟校长的关心支持下， 学校

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成立了， 学校领导

亲自组织安排购买运动器材以完善运动

设施，同时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提高教练的训练水平。 2008 学年，学校

决定邀请闵行三中曲棍球教练来学校指

导， 组织学生运动员与其他学校进行交

流活动。 该球队至今已获得上海市青少

年女子曲棍球锦标赛第二名、 第十四届

运动会曲棍球比赛第三名、 上海市中小

学女子曲棍球锦标赛季军等好成绩。
学校篮球队在田径、排球、篮球国家

一级裁判员马力尚老师指导下， 始终坚

持“习惯良好、学德敦厚、学力充沛、健康

阳光、主动发展”的培养目标，获得了优

异成绩。 2015 年被上海市教委、上海市

体 育 局 授 予 篮 球 项 目 体 育 传 统 学 校 ，
2016 年被上海市教委认定为上海市校

园篮球联盟学校，同年,担任金山区校园

篮球盟主，在金山区起带头作用，并代表

金山区参加市级各类比赛， 先后获得上

海市“新闻晨报杯”中学生暑期篮球联赛

高中男子组季军、 上海市学生运动会篮

球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第二届上海

市校园篮球联盟联赛高中

B 组亚军，创造了张堰中学

以及金山区学生参加市级

比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围棋发展佳话连篇

在张堰中学的前身浦

南 中 学 的 办 学 前 辈 中 ，著

名书画家白蕉就是当时浦南地 区 的 围

棋高手。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始,张堰地

区围棋风气日盛。 张堰中学的一些老师

在业余时间以弈棋为乐 ， 语文 组 王 联

耕、史明杰,数学组李宝山、咸铎 ,物理组

孙勇、化学组高平中等老师都有不俗的

实力。
近 20 年来, 历任张堰中学校长，以

“心连心”联谊活动等形式，积极推动张

堰地区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资源共享，
互动发展。张堰地区由此形成从幼儿园、
小学到初中、高中，乃至成人学校的围棋

活动联盟“一条龙”，张堰中学被誉为“龙

头”。 近几年来,学校围棋队聘请学校生

化实验室管理员胡弟权老师为教练，兼

任高一年级围棋课程和高一、 高二围棋

拓展课的指导老师。 他带领学校围棋队

参加市、 区级围棋比赛都获得了出色的

成绩。 如，2013 年由赵诣新、陈佳松、朱

烁晟组成的学校围棋队在上海市中小学

生围棋锦标赛中, 获高中男子组团体第

六名,陈佳松获高中男子个人第五名。 同

年，参加上海市“雏鹰杯”青少年围棋文

化交流赛,获中学男子组第二名。2014 年

12 月 ,学校 (围棋项目 )被评为金山区第

十轮青少年民族文化特色项目。

感言

学子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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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特色立校 多元发展育人
张堰中学:留溪花香书写教育奇迹， 薪火相传谱写八秩华章

母校：让我幸福成长的地方
学子对母校的印象和感受永远

是具体而又独特， 那些时光随着岁

月的推移而愈发清晰， 珍藏的画面

是幸福成长的点滴。
理解、 传承是莘莘学子对母校

最好的纪念。 张堰中学在编写出版

的 《 留 溪 花 香 八 十 年 ( 1937—
2017) 》 中 ， 一 批 学 子 用 真 挚 的 情

感， 细腻地描写了在母校度过的不

凡岁月， 留下了珍贵记忆。
2016 届高中生俞彤写下这段文

字： 张堰中学， 是一个对我而言具

有重大意义的名字， 我 17 岁以后的

人生， 都与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是张堰中学的老师教会了我如何上

演 “绝地反击” ,是张堰中学的同学

让我感受到了友情的力量。 在张堰

中学的三年学习生活， 让我得以实

现自我， 步入理想的大学。 忘不了,
中考出成绩那一天,因为没有考上当

年理想的高中而悲痛欲绝； 更忘不

了， 高考出成绩那一天， 因为考上

了理想的大学而欣喜若狂。 是母校

造就了我， 是母校让我明白了你所

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之一。
正如 2017 届高中生李璐伊所说

的 ：“造就一个人才的因 素 有 很 多 ，
从客观上讲， 环境是极其重要的元

素。 在母校， 新学期国旗下的演讲

中， 樊汉彬校长就已经表明,张堰中

学的非凡气度来自于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历史积淀。”

在金山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张堰的核心区域， 毗邻著名的南社
纪念馆、 上海中侨学院、 上海华侨书画院， 在留侯张良曾经驻足流
连的千年留溪侧畔， 有一所建于 1937 年的 “浦南名校” ———上海
市张堰中学。

这个学校并不特别起眼 ， 占地面积 36253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25816 平方米， 学生千人， 虽然是一所普通的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骄人的成绩， 造福了一方百姓， 在上海金山教
育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底蕴深厚： 办学传统薪火相传
在学校八十年发展历程中， 出现了

许多值得记忆和回味的史迹， 形成了优

良传统。

张堰中学的前身
创办初中补习班兴教

1937 年 8 月，上海“八一三”事变爆

发，张堰镇受到侵华日军侵略。 1937 年,
在沪教师任道远、 方冲之等人在张堰发

起创办初中补习班。 1942 年,学校定名为

张堰书院， 招收金山县南片失学青少年

100 余人，开课纳贤兴学。 汪伪金山县政

府强迫书院增设日语课。 绝大多数教师

坚持识字教学， 用各种形式加以抵制 。
1945 年,方冲之、曹中孚、白蕉等，续办学

校并更名为私立浦南中学，组织校董会，
募集基金扩大校舍规模，选举校长，招收

新生，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办学业绩优异,
初步成为享誉浦南的名校。

被誉为“张中七贤”的张堰书院及私

立浦南中学创始人任道远、方冲之、曹中

孚、白蕉、蒋志义 ,校董会主席陈陶遗、高

平子，另有校董叶雪安、南社后期主任姚

光等也为学校发展尽心尽力， 先后为浦

南名校的创建做出卓越的贡献， 开启了

学校现代治理及发展新的篇章。

张堰中学的今世
打造人文特色、多元发展的

优质高中

1989 年,金山县教育局提出创办“办

学有特色,教学有特点,学生有特长”的特

色学校。 1995 年,学校开始尝试培育围棋

特色项目。 2009 年 12 月，学校被评定为

金山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2011 年，学校

《“十二五”规划》提出成立围棋社团，形

成围棋教育特色。 2015 年 11 月，学校被

命名为上海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2016
年，学校在《“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在“十

三五” 期间着力打造一所以人文教育为

特色、 适合学生多元优质发展的具有影

响力的高中。 2016 年 10 月,学校被确定

为上海市人文教育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项

目学校, 初步形成以人文育德立校,特色

内容多元, 具有丰富师资、 多样课程、有
区域性影响的特色学校。

张中人经过八十年薪火相传， 不忘

初心，砥砺求索，以德育人、以文化人，成

就了张中教育的不凡和特殊气质。 八十

年办学，留溪园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践

行着“人文立校、自主自强、多元发展”的

办学理念，秉承着“团结、求真、务实、创

新”的治教风格 ,培育了一大批优秀教师

和优秀学生。 学校连续被评为上海市文

明单位。

人文立校: 特色项目流光溢彩
近年来 ,学校始终坚持 “人文教育”

的新教育形式， 丰富校园文化的内涵 ，
以人文育德立校， 做强人文教育特色 ，
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率先为实现金

山教育的现代化做贡献。

“任道远铜像” 立意高远

任 道 远 先 生 是 张 堰 中 学 创 始 人 ，
生于 1910 年， 金山张堰人 ,复旦大学法

学院毕业 。 1937 年 8 月 回 乡 ， 借 卢 家

祠 堂 创 办 张 堰 初 中 补 习 班 。 1942 年 2
月 ， 借张堰图书馆及姚氏宗祠做校舍 ,
创 办 张 堰 书 院 ， 任 院 长 兼 英 语 教 师 。
他兴办教育， 组织校董会， 招贤纳士 ，
宣 传 科 学 、 民 主 、 自 由 ， 普 及 文 化 知

识和启迪民智， 作出了巨大贡献。
学 校 建 立 、 建 设 承 载 学 校 记 忆 和

历 史 意 义 的 有 形 文 化 建 筑———先 贤 青

铜 像 ， 旨 在 纪 念 为 教 书 育 人 做 出 杰 出

贡 献 的 乡 贤 楷 模 ； 激 活 省 思 以 铜 像 人

物 为 中 心 的 历 史 及 记 忆 ； 对 教 师 和 学

生 进 行 爱 国 、 爱 家 乡 、 爱 校 的 校 史 传

统人文教育。

“白蕉书画院”人文养育

白蕉原名何旭如， 是私立浦南中学

创办人之一,曾任校书法教师。 生于 1907
年，金山张堰人，曾经就读于上海海澜英

专和法政大学。 在沪师从名家邓散木，学
习金石书画， 擅金石书画， 书法闻名上

海，被誉为“于二王功力最深,当代一人”,
尤以画兰独领风骚。

学校以建设白蕉书画院为契机 ，将

学校“人文教育”的内容有效、创新的立

体呈现， 通过艺术实践活动结合学校德

育、美育工作，为学校人文教育构建新的

平台。 如通过白蕉书画院平台，学校积极

创设条件,借助各种资源,如华侨书画院、
中侨学院艺术系、上海戏剧学院、金山卫

镇文体中心等,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研究

实践功能 , 通过拓展课、 社团课、 研究

课 ,促进学生对艺术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
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文化

体系,发展民族民间艺术、 继续开展民间

民族文化建设,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学校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使学

生在书画、 戏曲、 戏剧等学习过程中 ，
切实提升艺术修养和综合素养。

“张堰书院” 经典熏陶

“张 堰 书 院 ” 校 史 馆 ， 源 于 1942
年 8 月创建的校名， 坐落于学校行政楼

三楼， 面积 200 多平方米， 定位是打造

上海基础教育领域最好的博物馆式校史

教育场馆,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汲取营养

和智慧的阅历和标配， 主题是 “百年张

中,八秩风华”。
校史馆设计特点为博物馆式建筑风

格, 规划展示三个单元:峥嵘岁月、 盛世

华章、 开启未来。 以人和物为中心,通过

文博专家主导、 专业的故事化的叙事讲

解方式 ,以史系人、 系事 ,展现创造校史

的人、 事、 物,通过校史影响改变更多的

在校学生,闪耀人文主义教育的光辉。
校史馆， 也是学校创建上海市人文

教育示范高中和特色学校的重要内容和

载体， 通过加强人文资源的校本课程的

开发和研究， 给予师生以美的享受和正

面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感染和熏陶。

“戏剧签约” 人文共建

2016 年 3 月， 张堰中学成为上海市

首批被命名的戏剧特色学校之一。 2016
年 12 月,上海戏剧学院、张堰中学、金山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金山区教育学院在学校

报告厅联合举行“传承经典戏剧 ,感受艺

术魅力暨戏剧进校园”交流展示活动。 雷

佳慧、马斯安、彭佳乐等同学在张媛老师

的带领下排练了《老人与海 》，在上海戏

剧学院附属中学进行展演， 获得青少年

艺术节经典名著专场二等奖。 上海戏剧

学院的学生展示了《范进中举》改编版戏

剧表演；张生泉教授作了关于生活、艺术

和人生角色的 《中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角

色文化》讲座。 在校学生也在戏剧舞台上

充分展现了自己，有着极强的获得感。 如

孙丹等同学在张媛老师指导排练下，获得

金山区第十届青少年艺术节经典名著专

场一等奖；金笑晗同学参加全国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戏剧表演专场三等奖。
2016 年 12 月，张堰中学与上海越剧

院战略合作签约， 并成为上海越剧院的

越剧教学传承实践基地， 为学生感受越

剧、体验越剧、享受越剧、传承越剧，打造

了一个在越剧学唱传习的体验中感悟越

剧内在艺术魅力的高层次平台。 越剧院

不仅开出创作 (小品 )、导演、形体、诵读、
舞美、美学等课程菜单，也派出知名演员

送教上门，拓展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内涵，
实现了大学与中学艺术教育的资源和平

台的共享。 上海越剧院老师倾情呈现越

剧折子戏《红楼梦葬花 》，让在场观众领

略了越剧的魅力，得到了美的享受；上海

越剧院国家二级演员樊婷婷作越剧艺术

的讲座。2017 年 3 月，上海越剧院的沈倩

作了《关于爱的偶像剧》和《越剧中的时

尚芭莎》等越剧艺术讲座。 2017 年 9 月 8
日， 上海越剧院老师指导学校学生排练

的剧目《穆桂英挂帅》，参加金山区第 33
届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文艺演出， 受到

一致好评；2017 年 9 月 20 日， 参加金山

区 暑 期 工 作 汇 报 演 出 ；2017 年 9 月 24
日，参加上海市学生戏剧戏曲（小戏 ）专

场比赛，实现了零的突破。

■樊汉彬

回眸 80 年建校历史，可以看到：张
堰中学是一个充满善和爱、智慧与梦想

的大家庭。
张堰中学在历史上曾被誉为“浦南

名校”。 可以说，不了解它，就不能理解

认识今天城乡一体、优质均衡发展中的

金山教育的现在和未来。
张堰中学人才辈出， 抚今追昔，各

位教育先贤可谓功德无量。创始人任道

远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20 岁出头就

出版译著《现代美国政府》,后为上海外

国语学院教授。方冲之连任浦南中学校

长。 教师白蕉擅金石书画,书法闻名上

海 ，被 誉 为 “于 二 王 功 力 最 深 ,当 代 一

人”，尤以画兰独领风骚。校长曹中孚擅

长中医学,曾挂牌行医 ,有“儒医”之称。
校董会主席陈陶遗是著名书法家，1925
年任江苏省省长。校董会主席高平子是

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开拓者，1982 年 ,他
的名字被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用于月球

环形山的命名。校董叶雪安毕业于同济

大学土木科， 获得德国特许工程师学

位，后任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一级教

授，著名大地测量学家，被誉为我国测

量学界一代宗师。留溪飘香，桃李芬芳，
我们追寻先贤的脚步，学校培育了一大

批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有的教师已成

为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首席教师、导
师和上海市劳动模范；有的学生已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家精英和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获

得者。
张堰中学是有特色、 特点的学校。

金山区委、区政府、区教育局历任领导

都很重视张中教育，使张中教育跃上新

的发展平台。张堰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蔚然成风，张
堰镇历届党委、政府领导每年举行教师

节庆祝大会， 专项表彰奖励优秀教师，
文教小镇名至实归。

创办一流名校和特色学校是几代

张中人面向未来的志向、 情怀和追求。
学校努力创办一所以人文教育为特色、
适合学生多元优质发展的具有影响力

的高中，就是要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全面

发展， 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品质，扩
大学校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展示学校

美好未来愿景的感召力、发展力，抓住

新的发展机遇，铸就新的不平凡。
建校 80 年， 张堰中学已站到了更

高的新起点上。让学校成为教书育人的

圣地， 让学生感受幸福成长的获得感，
让教师获得教书育人的成就感，我们追

寻学校的文脉之根， 传承先贤的精神，
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立德励志，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任重道远，一路砥砺前行。
（作者为特级教师、上海市张堰中学校长）

沐浴在人文教育的朝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