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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
模式 体制“大家” 项目“持家” 课程“当家”

挖掘： 为区域优质教育提供 “源头活水” 普惠： 为学生幸福成长提供 “阳光雨露”

———上海市金山区创建 “学校少年宫联盟” 引发教育联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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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学校少年宫及其
联盟的发展 ， 引来各地同
仁前来切磋交流和探讨 。

2018 年 10 月 25 日———26

日 ，“创新·融合·发展———

长三角地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与新时代城乡一
体化学校少年宫发展论坛”

选择在上海金山举行 。 这
是中央文明办 、 教育部 、

财政部等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项
目八年以来 ， 首次区域化
学习交流活动 ， 更是该项
目实施以来 ， 首次聚焦新
时代城乡一体化学校少年
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一次
重要研讨 。 论坛通过实地
观摩 、 集中展示 、 平行分
论坛 、 文艺演出等多种形
式 ， 充分展示近年来长三
角地区学校少年宫项目建
设的丰硕成果和创新理念。

江浙沪皖三省一市文明办
还共同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 正式成立长三角
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与新时代城乡一体化学
校少年宫发展联盟 ， 为区
域联动丰富青少年成长增
添了新动能。

在论坛上 ， 金山区文
明委作了 《创新发展机制
构建联盟平台 打造区域学
校少年宫升级版 放飞学生

心灵梦想》 的主题发言。 与会人员饶
有兴趣地参观了金山区内廊下中学
“爱廊园 ” 学校少年宫 、 山阳中学
“太阳花 ” 学校少年宫 、 新农学校
“馨趣” 学校少年宫、 朱泾第二小学
“七彩” 学校少年宫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项目 ， 并在金山区青少
年实践活动中心观摩了上海市
学校少年宫项目集中展示 。 中
央文明办三局巡视员杨武军对
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 ， 在全国学校少年宫建
设工作中 ，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
三角地区走在了全国前列 ， 发
挥了示范带头作用。

少年宫， 是儿童少年向住的圣地，

也是获得幸福成长的基地。 以往， 这样

的少年宫大多设在校外。

学校少年宫， 是进入新时期， 为了

满足儿童少年日益增长的成长需求， 发

挥教育功能而在校内开办的。 自 2011

年中央文明办提出加强学校少年宫建设

的工作要求以来， 在市委宣传部、 市文

明办的具体指导下， 金山区文明办、 教

育局立足实际， 把深化学校少年宫建设

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推进

市民修身工作的突破口和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向郊区、 向农村延伸的重要抓

手， 于是学校少年宫建设渐成高潮， 成

为金山教育的新亮点。 2014年 12月 13

日， “上海市学校少年宫建设现场推进

会” 在金山区召开， 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金山模式” 得到中央文明办及市文明

办的充分肯定。

学校少年宫联盟， 是 “上海市金山

区学校少年宫工作协会” 的简称， 由金

山区学校少年宫、 社会教育指导部门、

校外教育场所以及社会、 家庭致力于学

生实践活动的专业人士、 能工巧匠自愿

组成的学校、 家庭、 社会多位一体的教

育资源联盟。

如何让星如棋布的学校少年宫， 成

为串连金山未成年人教育的 “生态链”；

如何让设在校内的学校少年宫形成机制

保障、 项目共享、 课程推进的 “新常

态”； 如何打造全社会立德树人的氛围

提供学生体验实践的 “大营地”， 金山

区教育局高瞻远瞩， 从区域角度着眼，

从全体学生受益出发， 充分展现教育智

慧， 于 2016 年 3 月成立了上海市首个

区级学校少年宫联盟， 推出了学校少年

宫联盟的思路、 构想和章程， 并广泛深

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初步形成了

区域青少年实践活动中心 “示范引领”、

学校少年宫 “强强联手 ”、 校外资源

“有序释放 ” 的联盟形式 ， 也可称为

“金山模式”。 联盟秘书长、 特级教师冯

建中认为，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的诞

生、 运作， 不仅创新了少年宫活动载

体， 而且为落实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

课程和活动搭建了大平台。

学校少年宫联盟的建立和发展， 是

金山教育落实 “崇文通理， 成就人生”

的核心理念的具体化， 也是展现 “情系

金山、 崇德笃教、 大气睿智、 追求卓

越” 的教育精神的显性化， 更是 “让课

程改革更深入、 让师生关系更和谐、 让

学习经历更丰富、 让教育服务更优质”

的总体要求的过程化。

学校少年宫联盟运作三年来， 经过

科学探索和有效实践， 已经形成了机制

“大家”、 项目 “持家”、 课程 “当家”

的运作新格局， 呈现了教师 “兴家”、

学生 “回家”、 社会 “育家” 的迷人新

风貌。

这是一张出色的 《成绩单》： 截至

目前，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阵营壮

大： 学校少年宫 36 家， 学校项目教育

中心 10个， 社会成员单位 19个， 镇域

学校少年宫联盟 1 个 ， 村居少年宫 2

所； 共推出德育类、 体育类、 艺术类、

科技类、 实践活动类项目 800多个， 比

2016 年同期增长 166%； 累计参与学生

108000 人， 比 2016 年同期增长 524%；

志愿辅导员 800 多人， 比 2016 年同期

增长 166%。 23 所学校少年宫将特色项

目列入拓展课， 18 所学校少年宫有项

目教材， 组织成立学生社团 24 个， 获

市级以上荣誉奖近 200 项。 2019 年由

上海市文明办推荐，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

工作协会 （联盟）， 被评为 “上海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联中有“术”：机制创新支撑学校少年宫
把分布在各校的学校少年宫 ， 通

过加盟的方式， 进入联盟 “大家庭 ”，

用联盟的强有力组织架构 ， 建立常态

化的运行机制 ， 这是金山学校少年宫

发展到新的阶段的必然产物 ， 也是努

力营造 “政府支持 、 社会参与 、 学校

主体、 自主发展 、 整体推进 ” 的社会

教育氛围的智慧选择 ， 更是少年宫运

行机制的大胆创新。

活： 完善管理出新

机制盘活 。 金山先后出台了 《关

于进一步深化推进金山区学校少年宫

建设的意见》《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

建设规范管理的实施意见 》 等文件 ，

为了促进联盟发展 ， 金山还制定了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项目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 （2016-2019 年 ）”， 明确提

出： 拓展教育空间 ， 为广大未成年人

搭建更多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舞台 ，

积极探索组建联盟共同体制 ， 建立学

校、 家庭、 社会的多位教育互动互联

体制， 促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全

面发展， 并在 “有效整合体制内 、 体

制外的教育资源 ， 建立联盟共同体 ”

“拓展美育教育空间 ， 构建学校 、 家

庭、 社会多位一体的美育协同育人机

制 ”“形成项目 （活动 ） 的校际交流 、

辐射和带动的工作机制 ， 加强特色项

目教师队伍建设”“全面促进学校与社

会互动互联， 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美

育发展和学生全面成长的氛围 ” 等四

方面发力， 取得了积极成效。

创： 多元联盟出彩

体制多元。 亭林镇迈出重要一步，

创建上海市首家镇级学校少年宫联盟。

2017 年 12 月， 亭林镇积极整合镇域内

适合青少年课外活动的社会实践基地、

群团组织、 企事业单位等资源， 率先以

4 所学校少年宫为核心， 吸纳全镇 7 校

作为成员单位， 打破校际壁垒， 实现师

资共享， 做强腰鼓、 剪纸等传统文化项

目， 做优衍纸、 风筝等特色课程， 实施

“项目走校”， 开展 “共享课外活动 ”。

在松隐小学， 两堂别开生面的特色实践

体验课揭开面纱， 学生们饶有兴趣地聆

听亭新中学 “云间 ” 少年宫徐红老师

“卷纸生花” 的课程讲解， 看到美丽的

衍纸作品， 学生们跃跃欲试。

畅： 合作交流出力

交流顺畅 。 金山发挥学校少年宫

联盟优势 ， 积极组织对内对外交流 、

合作、 展示， 构建更为广泛的学生实

践舞台和资源共享平台。 如， 2017 年

举办了以 《构建一体化区级学校少年

宫联盟工作平台 ， 成就学生心灵放飞

的梦想》 为主题的素质教育论坛 、 海

峡两岸三地艺术交流活动 、 环杭州湾

学生书法篆刻等活动 ， 不仅为学生们

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 更促进了校

际区域间的合作交流。

引： 资源迸发出镜

资源迸发 。 金山在全区范围内排

摸地域文化、 历史人文 、 农耕文化等

三大类优质文化教育资源 ， 将金山区

蔬菜研发中心 、 山塘宗璞创意园 、 金

山嘴渔村 、 金山农民画院等 19 个单

位， 发展成为联盟的校外教育成员单

位 ， 并通过定期工作会议和培训等 ，

帮助校外成员单位精心设计体验活动

课程 ， 如荣欣书院的 《孔子文化课

程 》、 山阳田园的 《休闲农业体验课

程 》 、 草莓学苑的 《莓好人生课程 》

等， 促进体制内外相结合的大育人环

境的融合， 实现共赢发展 。 各地区还

动员和组织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人、 独门手艺人士和有一技之长的家

长， 为学校少年宫提供丰富多样的课

程和实践项目。

联中有“谱”

项目引领提升学校少年宫
学校少年宫联盟， 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 采用项目引领的方式， 将潜在的教

育资源化为现实的教育优势， 为各校少

年宫提供经典的 “食粮”， 形成可持续发

展之势。

建： 十大教育中心产能

中心加盟。 实施项目引领在于资源

重组与匹配。 金山在学校优质品牌项目

基础上好中选优， 建起了金山区学校农

民画 、 版画 、 篆刻 、 民间印染 、 剪纸 、

机器人、 书法、 创客教育等 10 个项目教

育中心。 由中心承担项目开发、 区级教

材编写、 师资专业培训、 开展对外交流

等工作， 通过优秀项目教师跨校授课的

方式 ， 实现项目的区域性辐射 ， 促进

“一校 （宫 ） 一品 ” 向 “一校 （宫 ） 多

品” 的学生实践特色项目群发展， 打造

项目高地。

聘： 专家悉心指导产艺

专家坐堂。 金山农民画项目中心聘

请金山农民画创始人吴彤章、 上海工匠

农民画家王阿妮等为指导专家， 组织区

内 12 所项目传习成员校开展教师培训

及学生传习活动 18 场 ， 创新开发了瓦

片画、 葫芦画、 彩泥浮雕等农民画衍生

品 ， 形成 “读画 、 寻画 、 摹画 、 学画 、

做画 、 创画 ” 以及 “社团 、 班队 、 课

堂、 体验、 亲子” 的 “六画五空间” 活

动模式 。 如廊下小学自 2014 年建立学

校少年宫以来， 一直以泥人雕塑作为特

色课程， 中国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在参

观了解后， 向其先辈何静渊先生创办的

廊下小学捐建 “何鄂雕塑馆 ”， 方便学

生不出校门就能参观学习研究雕塑技

艺， 助推 “泥人雕塑” 特色项目更上一

层楼。

盟中有“课”

课程设置丰满学校少年宫
区域内教育资源的畅通， 联盟与各

校的连接， 各校少年宫的持续发展， 金

山走出了一条学校少年宫活动课程化的

宽广大道。

研： 联盟成员单位课程建设对路

创新课程。 联盟以学校少年宫联盟

的校外教育基地为基础， 形成实践育人

的体验模式和课程。 如： 对相关人员进

行实践课程的培训开发， 充分发挥出校

外基地的实践体验优势、 自主参与优势；

提出观听、 体验、 感悟的课程结构要求，

设计形成以课程目标、 实施内容、 体验

流程、 感悟评价、 注意事项等为要素的

社会实践体验项目课程系列； 形成课前、

课中、 课后的线上线下课程模式等。 如

今， 联盟内每一个校外社会成员单位都

形成了 1-2 门各具特色的项目体验课

程， 如强丰农庄的 《志愿者服务课程》、

山塘文化园的 《青瓷、 葫芦艺术体验课

程》、 景红林的 《农耕、 农俗体验课程》、

美华大师丝毯工作室的 《丝路华语———

中国传统丝毯体验课程》 等。

融： 项目课程与社会资源对接

优化资源。 金山利用区学校少年宫

联盟的组织优势， 不断挖掘丰富各类优

质课程资源， 一方面注重社会特色项目

与学校特色项目的共赢发展。 联系指导

学校少年宫 “一校一品” 的特色项目创

建， 与社会成员单位结对共建， 如亭林

小学的 “腰鼓” 项目、 吕巷中学的 “小

白龙” 项目、 朱泾二小的 “花灯 “项目，

有的 “一校一品” 项目同是镇的 “一镇

一品” 项目， 形成有效衔接， 促进了双

向的共建、 共享、 共赢发展。 另一方面

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学校， 如新农

学校 “馨趣” 学校少年宫牵手区农委蔬

菜办、 区蔬菜研发中心、 区植物检疫执

法大队共同建设 “现代农业” 系列专业、

活动课程； 琮璞文化园分别与 4 所学校

少年宫进行了陶艺、 葫芦的共建协议签

约和体验基地挂牌等。

送： 实践体验项目课程系列对号

系列重组。 金山积极组织开发、 丰

富社会实践体验项目课程系列， 优化实

践活动的课程化建设， 有效提高实践活

动的质量。 联盟于 2016 年暑期， 首次创

建了学校少年宫体验课程推送机制， 为

16 所学校少年宫推出总计 9 天 54 课时

的 “金山情·艺术行” 暑期实践基地场馆

体验课程推送活动； 2017 年寒假， 创设

了冬令营的课程配送， 组织开展 “2017

金山情·田园行” 主题冬令营活动； 2017

年暑期， 携手学校少年宫、 项目教育中

心、 社会成员单位， 分别开展了 “金山

情、 艺术行” 暑期实践基地推送课程活

动、 “金山情、 田园行” 暑期体验课程

配送活动、 金山区学生暑期 “民间艺术

造型” “创客” 研学营活动。 上述活动

累计 31 天近 300 多课时 ， 参与人数达

2000 人以上。 同时，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活动在金山区正式开启 。 2019 年

7-8 月， 金山区青少年实践活动中心作

为教育部命名的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营地”， 组织、 开发区域红色、 农

业、 非遗的资源， 开展 2 至 3 天的 “传

承红色基因” “农业与发展” “走进金

山非遗， 探究历史文脉” 等 “研学实践

教育” 主题活动， 同时发展跨省区 5 至

8 天的 “文房四宝徽州行 ” “华夏古文

明 ， 山西好风光 ” “探寻三晋五千年 ”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已有近 6000 名学生

受益。

本版撰稿 苏军

盟中有“人”

师资配备壮大学校少年宫
联盟将学校少年宫的师资配备作为

必须条件和有利条件。 金山着力在完善

激励机制、 加强人才引进和交流培训等

方面狠下功夫， 通过政策引导、 措施跟

进等， 全力打造一支与联盟和学校少年

宫发展相适应的师资队伍。

奖： 体制内教师贡献评选激励

重在鼓劲。 金山加强专业教师队伍

建设， 鼓励在校教师发挥所长在学校少

年宫开设特色课程， 鼓励特色项目专业

教师跨校授课， 关心专业教师的职业发

展， 学校建立特色项目专业教研组。 结

合金山区 “明天导师” 工程， 设立学校

少年宫项目首席、 项目导师、 项目骨干

教师的评选奖励体系， 促进项目专业教

师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特长， 形成教师

专业发展的梯队层次， 以建设一支师德

高尚、 专业水平高、 项目实施能力强的

区域项目骨干教师团队。

纳： 体制外优秀人才大力引进

加大力度。 金山加大优秀人才引进

力度， 探索建立高层次人才柔性流动机

制， 聘请高校教师、 艺术学院专家和社

会上的能工巧匠进校园、 下课堂， 建立

名家工作室和校外志愿辅导员工作站，

如聘请的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 著

名版画家苏岩声教授， 指导区版画项目

教育中心建设， 通过专业培训， 培养了

40 多人的版画教师团队， 20 多所学校

开展版画项目活动， 如今金山学生版画

作品成为金山学生美术的亮点。

金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 不仅为学校教

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新途径， 而且为师生的

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新天地， 更为完成立德树

人、 深化素质教育、 培育优质教育打开了新

窗口。

联盟在创新学校少年宫体制建设上有突

破； 在提高学校少年宫育人功能上有建树 ；

在建设校内外融合的各类体验课程上有方

法； 在创新教师项目专业发展上有成效。 联

盟运作三年，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突出

表现在：

———学校素质教育不断深化。 全区 800

多个学校少年宫活动项目的开设为广大未成

年人搭建更多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舞台， 全

面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核心素养的

培育， 使学生们愉悦身心、 增强自信。 如兴

塔小学少年宫女足队在 “美国杯 ”、 “哥德

杯” 世界青少年足球赛中蝉联冠军， 罗星中

学少年宫女足队获 “挪威杯 ” 女子 U13/14

国际邀请赛亚军， 朱泾第二小学张天远同学

获 2019 年第 23 届中国少儿戏曲 “小梅花”

奖， 朱泾小学少年宫小雷锋 “五个一” 课程

获国家 2 项专利。

———金山特色文化得到弘扬。 各学校少

年宫将金山各街镇、 工业区具有地域特色的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活动内容， 引导学生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家国情怀,

以文化人。 如罗星中学利用地域篆刻文化资

源丰富的优势， 通过人人识篆文、 人人写篆

文、 人人会篆刻的传习活动,将篆刻艺术融入

拓展型课程和学生篆刻社团,并成功创建上海

市 “非遗进校园” 优秀传习基地。

———优秀教师典型人物不断涌现。 在区

域学校少年宫建设与发展中， 涌现了一批师

德典范： 金山区松隐小学“礼乐小荷”少年宫

丁向阳才老师，28 年坚守在农村教育第一线，

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四有 ”好

教师（教书育人楷模）、上海市教育年度新闻

人物；区创客教育中心主持人陆广琴老师，在

10 多年的创客教育中指导学生共完成近 300

项科技创新成果，在市级、国家级乃至国际大

赛上屡获佳绩， 并参与培育了 8 名上海市明

日科技之星、5 名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20 余

名科技希望之星、2 名上海市科技创新市长奖

提名奖，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

海市教书育人楷模。

———学生文明素养得到提高。 学校少年

宫活动的开展为学生提升个人修养和文明素

养提供了有利平台， 涌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

美德少年 。 如西林中学朱添翼 、 李佳璇同

学， 金山初级中学盛乾敖同学均获评 “全国

最美中学生”， 剑桥实验中学王漪瑶同学获

评 “上海市十佳美德少年” 称号， 成为全区

未成年人的学习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