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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花园般的校园里， 植物形态
学社成员肖思彤突然发现一棵海枣树出
现异常：树根竟然出现了一个大洞！一次
无意中的发现，引发了校园里一次“拯救
海枣树”的暖心行动。

学校教师得知后， 立刻联系长宁区
少科站和辰山植物园的几位专家咨询，

专家认为像是啮齿类动物所为， 他们及
时给出救治海枣树的方案———先用 1:15

的硫酸铜溶液消毒，风干后用水泥封洞。

“从来不知道，原来树根空了需要用砖
头和水泥来填补！ ”植物形态学社的学生们
按照专家的建议， 计算消毒液所需胆矾晶
体和水的质量配制溶液，丈量树洞的大小，

亲手和水泥、搬砖头，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整整两天的忙碌，海枣树的抢救工
作基本结束，学生们还为受伤的海枣树制作
了“精美的外衣”。 “当时心里有一丝成功的
喜悦，对自己是一种肯定，体会到了生命的
厚度、韧度。 ”参与救治活动的庄觐羽说。

虽然海枣树最终没有挺过寒冬，但
学生和老师心中却留下了鲜活的知识和
技能，这些在真实生活中积累的知识，足
以让学生们铭记终身。

湖南省宁乡县的一座小山村里， 武永安
一家本来生活平静。然而，一种肌肉严重萎缩、

丧失语言功能和表情的怪病，先后“找上”武永
安父子。“作为天山医院的医生，要从哪些方面
入手解决这一家人的治病难题呢？ ”这是天山
学校生命科学学科教师张佳敏的 《人类遗传
病》课上抛出的问题，她邀请学生们充当小医
生，通过对遗传病的诊断，学习相关学科知识。

生物教师殷晓悦的 《微生物与植物组
织培养技术》一课，也是从师生身边的真实
生活中生发而来的课题。 “食堂餐具中大肠
菌群的检测”一课中，学生实地观摩学校食
堂消毒的流程及操作，发现“在餐具的各个
处理环节中， 是否存在会影响餐具卫生状
况”的问题，生成“食堂餐具中大肠菌群的
检测”项目，设计实验方案，并规范地实施
实验，验证假设。

在天山学校， 这样和学科融合的生命
科学学科特色课程已经形成了课程群，分
为基础普及类、兴趣提高类、创新拔尖类三
类。 基础普及型课程的设置旨在筑高全体
学生生命科学素养的底部， 使天山学校的
学生相较同龄人而言具有对生命科学相关
知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对生命科学的实
际问题更善于解决； 兴趣提高型课程设置
旨在拓展生命科学学习的广度， 为部分对
生命科学有兴趣的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生命
科学学习经历； 创新拔尖型课程的设置旨
在挖掘生命科学学习的深度， 鼓励在生命
科学学科上有特长的学生进一步发展，为
今后选择相关专业和职业奠定基础。

在丰富的课程体系之下， 不少学生
找到了兴趣所在。 2020 届毕业生田嘉源
在天山学校学习时， 加入了学校的植物
形态学社， 一颗生物学的种子在他心中
生根发芽。 在高考中，他成功被中山大学
生物学科强基计划录取。

在真实情境中学习，
让知识从书中走向生活“活”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 原上
海市天山中学，创办于 1954年，1978年
被确立为区重点中学。 2006年，评为长
宁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2016年成为上
海市特色高中建设第二批项目学校。

2018年 4月正式更名为“华东师范大学
附属天山学校”。

学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在“为生
命成长导航”办学理念指导下，学校发
展定位于创建“培育生命科学素养”特
色高中。

何为“生命科学素养”？ 我们有着
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我们认为，“生命科学素养” 是指
基于生命观念的尊重与适应、 选择与
发展、责任与担当的意识和能力。 学校
创建“培育生命科学素养”特色高中，

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在天山学校多学一
些生命科学的知识， 而是贯穿到学生
成长和学校发展的方方面面。

比如， 天山学校的学生们每人都有
一本生命科学素养“绿色护照”，记录他
们特色课程修习的历程。 学生按照护照
中的“六个一”行动项目打卡，即至少选
修一门生命科学学科特色课程、 习得一
项健康管理技能、 拥有一本防灾减灾绿

色证书、设计一份我的生涯企划案、参与
一次关爱生命志愿服务、 开展一个生命
科学素养项目化学习。 学校根据学生的
项目参与度、过程表现、目标达成度等指
标，评选生命科学达人、创新先锋、健康
卫士、爱心天使、生涯设计师、应急能手
等生命科学素养优秀的学生。

不少人问我，“你希望从天山学校毕
业的学生，具备怎样的素养？ ”

我想答案必然是，希望他们都是“尊
重生命会生活、善于学习会发展，勇于负
责有担当、素质全面有特长”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尊重生命，是每名学生的必修课
焦 勤

在课程和活动中浸润，
立德树人是学校育人根本

防空警报试听室、地震体验馆、应急
避险视频体验、模拟灭火体验、心肺复苏
体验……每名天山学校的学生，都会走进
校园里的长宁区防灾减灾体验馆，身临其
境体验这些灾难来临的情景， 并学会防
灾、减灾的知识，学会自救、救人的技能。

如今，天山学校的学生们，个个都是
生命技能小能手。不仅如此，他们还成为
防灾减灾体验馆志愿者，每年寒暑假，为
来到学校进行参观学习的长宁区中小学
生担任讲解员、演示员，也将珍爱生命、

有所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给全区、 乃至
全市的中小学生。

学校教育，从来都不是一座孤岛。 这
在天山学校创建特色高中过程中， 体现
得尤为显著。在开发课程资源上，学校打
破围墙，依托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校外教
育机构等社会资源，签署共建协议，成立
“生命共育”联盟，共同开发拓展课程，指
导研究性课题， 开展与生命科学相关的
专业、职业实践体验。

如，《生命科学新观察》一课，就是学
校借助华东师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资
源，依托“天山知乎”平台，介绍现代生命
科学前沿知识、热点话题。这堂课上，长宁
区图书馆、 上海科技机关党委共同开设

的“长宁·院士讲坛”走进天山校园，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
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辰山植物园园长陈晓亚为大家作 《神奇
美丽的植物》的讲座；由中国工程院闻玉
梅院士作《人与病毒的故事》等生命科学
主题讲座； 由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博士
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周佳
海研究员作《绿色荧光蛋白的前世今生》

的讲座。 此外，学校还
与区科委、少科站共同
邀请硅酸盐研究所专
家举办生命科学科普
讲座。通过这些讲座使
学生了解前沿的生命
科学知识，领略生命的
奇特之美，拓宽学生的
视野，激发学生对生命
科学的学习兴趣。

此外，华东师范大
学、辰山植物园、上海
动物园、自然博物馆、

长宁图书馆、 长宁区
精神卫生中心、 血液
中心、 长宁区中小学
民防教育培训基地 、

周桥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消防博
物馆等都成为学校联盟单位， 通过社团
活动、馆校合作、研学之旅、志愿服务等
形式， 支持学生开展生命科学素养实践
体验课程的实施。 学校打破壁垒，与共建
单位联合组织区域性的展示活动， 在科
技节上，学校与区少科站、区“创客 ING”

联手组织， 邀请区域内外学校学生共同
参与。

学校教育并非“孤岛”，
打破围墙生命教育资源得以共享

培育生命科学素养，更为生命成长导航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创建“培育生命科学素养”特色高中纪实

生命科学素养决定了每个人的生命
观，影响着人生道路中的选择与发展，责任
与担当。学校的教育目标，根本是育人。为
此，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将培养学
生的生命观、价值观和责任感，点滴融入学
校的课程建设以及学生社团等活动中，从
润物细无声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走进这所美丽的校园， 有樱花树护
道， 有香樟参天， 更有桃、 杏等果树飘
香。近七百株乔木和种类繁多的灌木、草
本植物都有自己的“身份证”，用手机扫
一扫， 就能看到这株植物的 “前世今
生”。 这样丰富的植物资源，也成为劳动
教育的天然资源。

高二（6）班的周欣怡同学是学校植
物形态社的成员。“我们这个社团以校园
常见植物为研究对象，将学校划为 16 块
区域，为 500 多棵树编号、拍照、测量，记
录它们的生长情况。 ” 小周同学说，“学
校里近 700 多株植物都被‘认领’了。 我
们不仅对身边的植物有了更多的了解，

还掌握了种植园艺、 植物养护等劳动技
能。 ”

班班有社团、人人能入社，琳琅满目的
社团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视野。 每个学生
都成为“校园植物研究员”，通过校园绿植
调查、识别、统计、养护和挂牌等劳动活动，

学会了常见植物的养护、记录和统计方法。

在辰山植物园校外导师的指导下， 学校建
立了“绿植管理平台”和“园丁笔记 App”，

运用大数据开展植物养护。 同学们还尝试
为校园植物做 DNA鉴定，从而建立校园绿

植管理系统。

校长焦勤表示， 让学生在劳动中关注生命
科学，明确生命成长、自然变化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个体的职责， 有助于帮助青少年形成具有社
会责任、时代担当的意识和能力。

天山学校的每位学生都有一本独特的
《生命科学素养绿色护照》， 记录特色课程
修习情况，并纳入《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
合素质纪实报告》的“学校特色指标”评价
中。在天山学校，每位同学都要选修一门生
命科学学科特色课程， 这是学校生命科学
素养“六个一行动”的一部分。 此外还包括
习得一项健康管理技能、 拥有一本防灾减
灾绿色证书、设计一份“我的生涯企划案”、

参与一次关爱生命志愿服务、 开展一个生
命科学素养项目化学习。

尤为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天山学
校特色课程
学习注重引
导学生从接
受式学习走
向自适应学
习， 鼓励学
生进行自我
调适。 为此，

学校开发了
“生命科学
素养成长画
像”系统，包
含成长时光

轴、成长档案和生命成长树。 成长时光轴
按时间记录特色课程学习的经历，横向成
长档案按学生需求生成，学生成长画像以
“生命科学素养”为主干，六大板块特色课
程为分枝， 特色课程修习结果为树叶，学
生每修习完成一门特色课程，就会生成一
片树叶， 形成形态各异的生命成长树，从
而引导学生调适“生命科学素养”特色课
程的修习。

闻玉梅院士、陈晓亚院士、赵国屏院士
……如此明星般的教师阵容， 都在天山学
校的讲台上熠熠发光，他们是天山学校生
命科学荣誉导师。 迄今为止， 天山学校生
命科学荣誉导师已有 30多位，有德高望重
的院士、科学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研
究人员。 他们将最前沿、 鲜活的话题带入

校园，带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为了丰富学校生命科学建设， 天山学
校外请华东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师郑晓
蕙、钱旻、张春雷，华东师大二附中特级教
师娄维义、吕秀华，延安中学特级教师王石
等生命科学的资深专家多次来校指导研
讨，为特色课程的开发、设计、实施提供了
专业引领， 成为课程实施和特色创建的坚
强后盾。

此外， 学校还招募如农科院研究员等
家长志愿者、 长宁区疾控中心庞红主任医
师等成为兼职导师， 为培育生命科学素养
特色课程教学提供资源支持， 为有特长的
教师、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

不仅要“请进来”，更要让自己的教师
队伍迅速成长。

不久前，90后生命科学学科教师杨洪
丹上了一堂 《人与新冠病毒的较量》 公开
课，结合当下防疫抗疫的大背景，杨洪丹启
发学生从科学热点出发，整合多学科知识，

针对科学热点话题展开探索和讨论， 提升
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样的课程，不仅学生收
获满满，也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杨洪丹

说，如今生命科学教师也要时刻关注热点，

随时随地从生活中挖掘能与课堂结合的鲜
活案例。 “虽然备课量增加了，但是成就感
更多。 ”

如今， 杨洪丹依据自己研究生期间
分子生物学的学科背景， 在天山学校开
发了《探索基因之谜》的创新课程，这在
上海全市高中学校里独树一帜。 至今，在
她的带领下， 学生们已经先后通过标签
鉴定法测出了 20 余种物种的基因序列，

杨洪丹也成为了学校生命科学学科骨干
教师。

不仅年轻教师成长迅速， 成熟教师亦
在创建过程中得以提升。 让英语学科教师
何琼感触颇深的是， 学校创建特色高中过
程中，教师的教学理念得以更新。 “原本上
课总是教师满堂灌，学生竖起耳朵倾听。 ”

如今，课堂变了，何琼把微信朋友圈如何编
辑等有趣的话题引入课堂， 如一条鲶鱼盘
活了课堂资源和氛围， 她的课成为学生们
最喜欢的英语课。在创建过程中，何琼也成
长为备课组长、年级组长，并晋升为中学高
级教师。

请进来、自身强，
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成为坚强后盾

校长的话

校园里，一朵深蓝色、长相奇特的小花
吸引了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植物形
态社学生们的注意：这是什么花？为什么长
成这样？ 昆虫如何为它授粉？ 一连串的发
问，正出自社团成员的小组讨论群。

对此， 辰山植物园的指导老师当即推
荐了专门研究鼠尾草的魏宇坤博士答疑解
惑。随着问题的深入，更多学生对鼠尾草有
了更浓厚的兴趣。 为此，这学期开始，学校
特设芳香植物研究项目， 学生们在专家指
导下，听讲座、养护鼠尾草，在田里观测，在
实验室做实验， 通过课题研究探索芳香植
物的奥秘。

“芳香花田”课程的建设，折射出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的学生们学习的乐
趣———他们在学校生命科学素养特色课程
创建过程中， 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生

活场景中的真实问题。这样的学习方式，让
学生们都直呼：“原来学习可以这样有趣、

鲜活！ ”知识从书本走向了生活，正是学校
育人理念的最好展现。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定位创建
“培育生命科学素养”特色高中，顺应了时
代发展和学生发展的需求， 始于对自然生
命的尊重与适应， 进于生命的自我选择与
发展，成于生命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特色创建培养了一批对生命科学真正
有兴趣的学生，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创新、科
学探究等生命科学素养。近年来，该校累计
学生研究性课题 269 项，其中生命科学素
养相关课题 141 项，占比 52.5%；多项课
题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

生命科学素养相关研究的量和质都有较大
提升。 上图：天山学校“生态课堂”上，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自主学习研讨。

上图：在校园内的防灾减灾馆内，天山学校学生作
为志愿者，为长宁区的小学生做讲解员。

左下图： 学生为校园内近七百株乔木
制作“身份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这
株植物的“前世今生”。

右下图：杨洪丹老师开设的《探索基因
之谜》这门特色课上，她为学生演示如何进
行植物 DNA提取。

上图： 通过计算
硫酸铜晶体和水的质
量， 学生亲手配置曾
在书本上出现过的波
尔多农药， 为海枣树
消毒杀菌。

左图： 学生用水
泥和砖头来填补海枣
树的空洞，开展“拯救
海枣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