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瞄准”创造教育 “创新”成就未来
———上海市朱行中学办学纪实

60年的风雨沧桑，60年的艰苦创业，60年的发展成就，凝聚着几代教育工作者的心血。上海市朱
行中学在奋斗中保持初心并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并开拓创新，在“创造教育”办学特色引领
下逐渐形成了一批富有创新特色的优质课程，同时也打造出了其独具内涵的创 E校园文化。 耕耘六
十载，朱行中学脚踏实地行走在探索优质教育发展的快车道上，用质朴的情怀开启一扇扇梦想之门。

学校在曲折中奋斗， 在奋斗中发展壮
大。 自 1958年始，朱行中学经历了学校初
创阶段（松江县朱行初级中学）、朱行农业
中学、朱行五七中学、金山县朱行中学、上
海市朱行中学、 蒙山教育集团所属朱行中
学 6个阶段， 至今 60年。 1958年 3月至
1968年 12月，学校从无到有，因陋就简，

几度分合，几度搬迁，跌宕起伏。 1969年 1

月至 1978年 4月，从五七培训班到五七中
学，以多种方式吸纳学生，既满足了不同层
次学生学习的需求， 也缓解了当时日益显
现的升学矛盾， 培养了一大批农村急需的

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初级技术人员。如今，

学校办学规模不断壮大，该校现有 22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共 624人，教职工 92人。

六十年，办学初心不变，一代代教职员
工在理想信仰激励下励精图治；六十年，创
新理念不变， 一代代教职员工在深化改革
鼓舞下与时俱进；六十年，立德树人不变，

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走出校门， 成为建设
国家的栋梁；六十年，学校创造教育渐成特
色， 德育教育首位主导， 教学质量稳步提
高；六十年，教师专业发展的道路上一路提
升，现有的 92名教职工之中，共有中高级

教师 54人（其中一名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
师），并且逐渐打造出层次化的骨干教师群
体（其中两名为区学科导师）。六十年来，伴
随着时代改革的步伐，学校始终与时俱进，

形成了“团结、勤勉、创造、求实 ”的校风，养
成了“好学、勤奋、创意、进取 ”的学风，铸就
了“严谨、勤业、创新、奉献”的教风。

现如今， 朱行中学正成为老百姓家门
口的一所优质学校， 今年学校被市教委列
为公办初中强校工程，又恰逢学校建校 60

周年， 这是学校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更是继往开来、再铸辉煌的新起点。

◆曲折中奋斗 奋斗中发展

◆多方位合力打造 成就特色创造教育

◆开拓创新思维 培养未来公民

◆耕耘六十载 喜得累累硕果

近年来，上海以学生质量评价标准改革为切入
口，构建以关注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价值追求的《上
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实施教学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试验， 从过度注重学科知识成绩转向全面
发展的评价，努力形成实施素质教育的导向机制。上
海市朱行中学在“绿色指标”背景下进行初中创造教
育实践研究，正符合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

创造教育，即根据创造学的基本原理，以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造个性、创新能力为目
标，有机结合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生理学、

未来学、行为科学等有关学科，全面深入地开发学生
潜在创造力，培养创造型人才的一种新型教育。切合
上海“绿色指标”评价体系，上海市朱行中学践行创
造教育，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为培养自爱、友爱、仁
爱，好奇、好问、好学的未来公民而砥砺奋进。

朱行中学的创新办学理念由来已久，创新精神
早已融于“血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上海一期
课程改革的推进，该校教师在教学中勤于创新、勇于
实践，由此形成“创造教育科技”特色。 受此启示，在
学校发展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 “创造教育” 特色。

1978年4月至1997年5月， 学校以创新思维推进教育
改革，创出了多个“第一”：在全县乡村中学率先举办
高复班，率先举办职业班，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和学生
学习情况进行科学分流。从1995年秋开始，该校确立
了“以创造教育为抓手，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的办学思路，“创造教育”成为学校的特
色品牌，创新理念融为学校追求卓越的强大推动力。

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市朱行中学将创造教育
作为长期的品牌方向。在学校创造教育统领下，每一
轮的研究成果为后续发展提供依据， 在继续深入的
探索中形成新课题再进行后续研究。

为进一步落实《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学校自2018年起开始以课题《LIST社会融合
实践课程开发的研究》的为依托，推进社会综合实践
活动。 着力于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表现能力、生涯
意识，帮助学生激发才能、树立理想，正好是《指导纲
要》明确的四个课程育人目标：问题解决、责任担当、

创意物化、价值体认的具体落实和显性呈现。

朱行中学持续推动创造教育品牌发展， 建设
具有创造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 倡导并最终形成
具有创造特点的生态化课堂， 同时在全校范围内
逐渐打造具有创造意识的教师队伍。

该校通过特色课程的构建， 实现拓展型课程、

探究型课程建设和学校创造教育三维一体。 特色课
程体系分为科学技术类、艺术人文类、体育健身类、

社会实践类等。《创意扎染》是一门拓展型课程，已成
为该校创造教育又一特色品牌项目，课程也被评为
金山区优秀校本课程。 朱行地区是著名的桑蚕之
乡，有着悠久的丝绸扎结技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这项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们的记忆。 然而一走进朱行
中学，便能感受到整个校园都充满了“扎染的味道”。

在教室、会议室、走道、图书馆等，校园的各个角落随
处都能看到师生的扎染作品。 “创意扎染”项目的开
展，让学生不但能传承扎染这项宝贵的民族技艺，更
是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并将她发扬光大。 如今，

扎染不仅是一门特色拓展课，并且已然成为该校校
园文化的核心部分。 作为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
习基地，朱行中学不仅把扎染带进社区，带动周边学
校一起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更是将扎染
的创新传承带到了大世界非遗课堂，让更多人学习
并了解这项民族技艺。 随着学校韵染坊工作室和展
示厅的建成，该校迎来了一批批市内外友好单位、兄
弟学校的来访、参观和体验 。 项目现上海市优秀非

遗传习基地、金山区民族技艺金牌项目，金山区第二
轮创新素养培育优秀项目。

生态课堂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倡导关注
学生学的活动， 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好奇、好
问、好学为学品行，进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是生态
课堂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从理念
落实到行动并且可持续发展， 学校必须给教师提
供可观察、可对照、可反思、可改善的具体指标。因
此学校在分析目前课堂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生态课堂 811”，梳理整合出 8个反思，根据反思
点提出 10条教学要求，对应要求给出 10个提示，

供老师们在实际操作中参考。学校将 8个反思、10

条要求、10个提示作为推进“生态课堂”建设的有
效抓手， 让教师更清楚地明白在课堂上要 “做什

么？ ”“做到什么？ ”“怎么做？ ”

教师是立教之基；教师是兴教之本；教师是强
教之源。朱行中学不断在实施中重延伸，实践中求
突破，努力培养具备创造意识、实践能力、探究精
神的研究型教师队伍。 朱行中学“金爱心教师”评
选活动、“传递感动力量”等系列活动的开展，用身
边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教育全体党团员， 感染

广大教师，以此培养具有高尚师德的教师队伍。该
校还鼓励教师“冒尖”，改进并完善骨干教师和班
主任评价机制，逐步建立稳定人才、使用人才、培
养人才的用人机制。 学校推进“青蓝工程”，重视
“师徒结对”带教的过程管理，多途径、多渠道助推
青年教师成长。此外，朱行中学还通过“绿色指标”

校本化实践与研究，提升教师队伍理论素养。

数十年来，一代代朱中人栉风沐雨、矢志耕
耘，取得了一个个骄人成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尤其是近二十多年间，学校在“实践创新、自主发
展“办学理念引领下，努力打造具有创造教育特点
的创E校园文化，积极开展创造教育实践研究，培
养和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教育
已成为学校旗帜鲜明的办学特色。 1999年3月学
校被命名为中国创造教育实验基地，2004年3月被
评为中国创造教育先进实验基地。2008年，该校创
造教育在创建金山区“素质教育实验校”中已经取
得了喜人成果。根据学校特点，朱行中学在创造教
育实践的基础上，编写出创造教育校本课程，在金
山区学校推广使用，广获好评。 二十多年来，学校
计1600余名学生共获得国家级、市级、区级奖项；

师生团体获奖50余项，2011年起至今有11位学生
获中国少年科学院 “小院士”、“预备小院士”、“小
研究员”称号。

此外，该校还荣获上海市教卫系统文明单位、

上海市绿色学校、上海市红旗大队、上海市先进家
长学校、上海市红十字达标校、上海市平安单位、

上海市心理健康教育达标校、金山区文明单位、金
山区行为规范示范学校，金山区德育先进集体、金
山区科技特色学校荣誉称号，而这些成果离不开
朱行中学每一代人的勤耕不辍、奋斗不息。

春秋六秩丹心励耘，甲子轮回薪火承继。 上
海市朱行中学将继往开来、不忘初心，使创造教育
的“果实”传递给更多学子，成就属于他们的美好
人生！

政策协同优势互补，教育红利将在长三角释放
长三角 ， 齐步走 ， 更多精彩在后

头。 昨天举行的第十届长三角教育一体

化发展会议传出了一系列政策利好。

教育是民生工程。 伴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教育领域能否在

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上先行一步， 能否

通过 “抱团” 发展的方式争取国家层面

更大的政策支持， 在一些重大改革事项

或者试点项目上先行先试？

沪苏浙皖此次不仅签署了 《长三角

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框

架协议》， 为确保该文件 “落地”， 三省

一市还共同签署了 《长三角地区教育一

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 确定了一系列近期

工作要点。

打造 “职教人才成长
带”，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

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

展， 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建立有效

的教育协作平台尤其重要， 是开展各项

工作的抓手。

根据 《三年行动计划》， 未来三年，

在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以及

师资队伍等多个领域， 长三角都有一些

跨区域的重点项目将付诸启动。 在上海

市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王磊看来， 出现

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些合作新动向， 很

有看头。

比如， 昨天揭牌成立的四家 “长三

角地区联合职业教育集团”， 其顶层设

计思路大致是： 未来， 三省一市将聚焦

若干产业领域， 围绕产教融合、 校企合

作等， 推进优质职教资源共享。 结合各

省市产业差异， 调整、 优化院校与专业

布局结构， 协同、 错位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 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智力支

持和人才保障。

以昨天新成立的长三角电子信息职

业教育集团为例。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的龙头地区。该教育集团的

牵头单位正是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教育集

团。 目前，三省一市已有 170家单位加入

该教育集团，其中高职院校 32所、中职学

校 55所、企业及行业协会共 83家。

此次 《三年行动计划》 还明确， 未

来， 将逐步探索在职教领域开展教师跨

地区企业实践、 学生跨地区实习实训； 搭

建职业院校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的共享平

台等， 促进开放协作。

促进名师、 名校长区域
流动，打造后备人才蓄水池

根据 《战略框架协议》， 未来， 基础

教育领域将有更多的名师、 名校长在长三

角流动。 此外， 三省一市还将通过跨区域

师资培训、 异地交流任职等， 培养后备师

资人才。 在高教领域， 设立 “长三角访问

学者” 也已提上议事日程。

三省一市在师资培养领域的合作由来

已久。 从 2011 年 “长三角高校优秀中青

年干部挂职培养” 项目启动， 随后八年，

上海共选派 35 名高校中青年干部赴长三

角高校挂职。 同时， 上海还接收了 50 名

来自苏浙皖三地高校中青年干部到高校挂

职。 这一促进不同高校之间交流与合作的

挂职项目， 也为高校提供了一支坚强有力

的后备干部队伍。

上海和浙江都是新高考改革试点的先

行省市， 上海也是承担国家教育综改试点

的城市。 业内人士称， 得益于这些试点的

基础， 三省一市教育行政部门未来将有更

多机会共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携手做

好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研究与

重点项目服务等工作。

加速长三角高校深度
融合， 提升科创和社会服
务能力

在高教领域， 长三角的区域合作项

目更多、 基础更实， 成果也更为丰硕。

这些年， 无论是集中展示高校科创成果

和实力的工博会， 还是汇聚沪上大学生

文化创意作品的 “汇创青春” 活动， 对

长三角高校的师生来说， 都是成果展示

的平台、 促进交流的契机。

以工博会为例 ， 展会期间 ， 来自

江苏、 浙江、 安徽等地的 20 多个专业

观众代表团的约 2000 人参观了高校展

区 。 在新经济形势下 ， 企业对提升创

新能力有迫切需求 ， 十分重视与高校

开展产学研合作 ， 因此每年的工博会

高校展区 ， 都受到长三角地区专业观

众的青睐。

昨天 ， “长三角高校技术转移联

盟 ” 揭牌成立 ， 复旦 、 上海交大 、 浙

大、 南大、 中科大等三省一市的高校均

为联盟单位。 未来联盟将扩展 “高校交

换生计划”、 探索 “地方高水平大学协

作交流” 机制和 “新工科高校联盟” 建

设 、 实施高校基础研究 “珠峰计划 ”

等。 这些措施都将大大提升高校科技创

新和服务社会能力， 促进区域内高校及

校企的深层合作和共赢发展。

2025年长三角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推进长

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 沪苏

浙皖迎来重磅 “利好 ”。 昨天下午 ，

在上海举行的第十届长三角教育一体

化发展会议上 ， 三省一市共同签署

《长三角地区教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 《战

略框架协议》）。

《战略框架协议》 对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 提出了 “两步走” 的目标：

到 2020 年， 长三角地区形成富有效

率、 更加开放、 联动发展的教育更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机制， 并将优质教育

资源向长江经济带乃至中西部地区辐

射； 到 2025 年， 长三角地区率先实

现教育现代化， 携手打造并初步建成

全球卓越的教育区域创新共同体， 形

成具有区域特点、 中国特色、 世界发

达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教育体

系， 形成亚太地区教育高地。

《战略框架协议》 还明确了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路径和保障机

制。 三省一市将成立长三角教育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 进一步完善长三角

教育一体化发展年度会议轮值机制，

每年轮流举办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

会议， 推动各层次教育交流合作。

昨天的会议还签署了 《长三角地

区教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

“长三角区域教育现代化监测中心”、

首批 4 家 “长三角地区联合职业教育

集团 ” 、 “长三角教育人才服务联

盟”、 “长三角高校技术转移联盟”、

“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 也

在会上正式揭牌。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 江苏省副

省长王江、 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 安

徽省副省长王翠凤出席会议。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五 7编 辑/杨翼然
教科卫 专题

■本报记者 樊丽萍

一条 24小时热线，12年守护申城健康
400 多万个电话，1300 多万条健康短信，“上海 12320”为市民带来满满获得感

作为全国最早开通的卫生健康热

线之一， “上海 12320” 自 2006 年 12

月 8 日设立至今已 12 年， 它接听市民

来电 400 多万个 、 为市民发送短信

1300 多万条， 在人员规模和承接市民

来电诉求等方面， 均为 “全国之最”。

陪伴 2400 多万市民走过 4300 多

个日日夜夜， “12320” 为上海市民带

来满满的健康获得感 ， 也为上海建设

健康城市、 打造服务品牌贡献源源不

绝的智慧与力量。

24 小时守护， 他们的声
音里有“上海温度”

在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12320”

话务大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这里采

用计算机与电话系统集成的呼叫中心

系统，50 多位接受专业、 严格培训的话

务员，与 100 多位由医学专家 、医学生

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轮流排班，全天候 24

小时提供咨询服务。 每天，他们要接到

1000 多个市民来电。

这些年来 ， 禽流感 、 甲流 、 埃博

拉 、 寨卡……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 ，

他们都在 “第一线”， 向市民传递权威

信息 ， 让他们安心放心 ； 单独两孩 、

全面两孩、 家庭医生签约 、 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保障……每一项卫生政策出

台， 他们都在 “最前沿”， 向社会传达

政府声音， 助推政策落地让千家万户

获益， 感受暖暖的 “上海温度”。

搭建 “高速公路 ”，传递
市民诉求“使命必达”

2012 年 ， “上海 12320” 在全国

最早承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的医

疗卫生 “工单”。 每天， 话务员都会接

到两三百个 “12345” 的工单， 涵盖各

方面的建议、 意见 、 投诉等 ， 涉及医

疗卫生全系统。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 12320 热线

办公室主任杨建军介绍 ， 通过信息化

建设， 目前 “12320” 与上海医疗卫生

系统 90 多家单位一起构建 “市民诉求

快速处理服务体系”， 实现 “普通问题

即时解决、 一般问题当日解决 、 复杂

问题 5 天解决、 重大问题 15 天解决”，

确保规范处理市民诉求 “零遗漏”， 做

好卫生政务的 “总客服”。

从 “单一 ”到 “互动 ”，探
索健康科普精准传播

“我看到微信说 ， 冬天预防雾霾

要吃这五种清肺食物， 对不对？” ……

“12320” 来电中 ， 相当一部分属于市

民健康知识的 “盲区” 和 “误区”。 如

何提升市民健康素养 、 形成健康生活

行为？

“传统单一 ‘点对点 ’ 的健康教

育远远不够 。 ‘12320’ 让我们思考 ：

当我们准备对市民说什么之前 ， 我们

先要知道他们想什么 、 他们需要什

么 。”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顾沈

兵介绍， 他们开始探索通过热线平台

开展大数据研究 ， 了解公众最关心的

健康话题 、 最容易 “踩雷 ” 和 “入

坑 ” 的健康问题 。 然后他们依托中

心的健康科普优质资源 ， 通过电话

短信 ， 以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官方

微信微博 “健康上海 12320” 、 社区

服务专网平台与 IPTV 栏目 ， 对市民

进行健康科普的 “精准传播 ”。 提升

市民的健康素养 ， 推进 “健康上海 ”

建设。

在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 “12320” 话务大厅，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这

里有 50 多位接受专业、 严格培训的话务员， 与 100 多位由医学专家、 医学

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轮流排班， 全天候 24 小时提供咨询服务。 每天， 他们

要接到 1000 多个市民来电。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宋琼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