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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作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提地，杨浦区在全

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上争当先锋、勇创标杆，

聚焦人民城市新实践、创新发展再出发的目

标任务，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

人民的美好城区。

在教育强国建设“发令枪”已经打响的

今天，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杨浦教育

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紧

扣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将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坚定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以“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为

榜样，全面弘扬教育家精神，认真回答好区

委提出的“充分挖掘五育融合时代价值，推

动杨浦教育在新一轮教育综合改革中继续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这一“必答题”，全力推

动杨浦教育更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杨浦

教育金字招牌。

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让孩子们爱上“大思政课”

2023年12月，东辽阳中学的学生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来到杨浦滨江，实地观察、采访市

民、查阅资料，一边了解杨浦滨江的“前世今

生”，一边回答“喜欢杨浦滨江的理由”。回到

课堂后，大家在老师层层递进提问的引导下

展开深入讨论，充分领会杨浦滨江规划建设

管理中体现出的人民性，进而形成对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解读。

这是一堂依托杨浦滨江展开的“行走的

思政课”，也是人民城市系列课程的一部

分。杨浦区教育学院德研员杨岚介绍说，

“我们探索开发了小、初、高一体化的人民城

市系列课程，将身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实践融入中小学思政教学和德育中，在情

感上形成共鸣，在理论上讲清道理，凝聚正

确共识。”

挖掘杨浦滨江丰富的“人民城市”元素，

赋能中小学思政课堂，既有案例和探究，又有

体验与互动，让思政课的内容更有亲和力，课

堂形式也更加活泼生动，这样的思政课受到

了学生们的欢迎。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推进“大

思政课”改革创新，杨浦区牢牢把握建设教

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坚持党建引领，在全区

中小学校全覆盖开展“书记讲思政课”活动，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时任区委副书记）

为高中生主讲思政课，形成各级党组织负责

人走进课堂听课讲课，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

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的良好氛围。2022年，

党工委又牵头总抓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示范

项目“三全育人”高标准实践项目，推动了区

域党建引领下“三全育人”的顶层设计和实践

路径。

在党建引领的同时，杨浦紧扣课堂主

阵地、学科主渠道，持续深耕大中小思政一

体化建设，与复旦大学等高校紧密合作联

动，学科教研打通小初高学段壁垒,思政课

建设内涵发展取得实效，首创了高中教师与

复旦大学教师一起给大中学生共上一节《共

产党宣言》思政课的“双师课堂”。杨浦高级

中学将“德智融合，滴灌生命之魂”于漪教育

教学思想融入办学全过程，形成以思政学科

为引领、多学科同向同行的“横向一体化”融

合式德育课程发展格局。杨浦双语学校、

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等数十所中小学校也多

次进行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区域展示，全区

上下形成了学校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

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

好局面。

聚焦创新素养培育，让中
小学校成为科技创新“播种机”

2024年1月，杨浦区教育学院举办的一

场“创新素养涵育的路径设计”展示活动上，

展示了杨浦区推进上海市教育综改示范项

目“指向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的创智课程开发

与教学改革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一

项目的推进实施，是杨浦区发挥多年创智课

堂实践优势，对标对表建设教育强国核心功

能进行自我加压的探索之举，旨在通过研究

课程样态、教学实施路径和学科评价框架，

将创新素养培育融入育人全过程。由此，杨

浦积极探索“培育创新素养、培养创新特长、

培树创新人才”的区域青少年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发现培养机制，为有创新潜质的学生搭

建成为“小科学家”的通道。

民星路小学的刘西汉同学就是在这个过

程中走出来的“科创小明星”，他设计的方便

定量调料瓶，在第十三届赛复创智杯上海市

科技创意设计评选中获特等奖。刘西汉从小

热爱科学探索，他的这份兴趣在民星路小学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作为区科技特色学

校，民星路小学高度关注孩子们的科学素养

培育，在天文社团特色发展的基础上，从科技

辅导员的培养入手，不断拓展科技类社团类

型，开设模型、OM&DI、信息科技、生态环境、

科普图文、科艺创意、电子通讯等特色课程，

开展覆盖全年级的丰富科技主题活动，在每

个孩子心中播撒热爱科学的小种子。2022

年以来，学校多名学生先后获得22个市级科

创奖项。

杨浦的紧密型教育集团建设也为学校发

展科创特色提供了平台。在第38届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控江中学高一学生周

翼涵荣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板块一等奖。

在许多同学还是“萌新”时，他已经在学校实

验室中开展课题研究了。这得益于他在初中

时就参加了由控江中学教育集团推出的“前

滩计划”。2019年，控江中学教育集团推出指

向培养科技创新素养初高中衔接教育的“前

滩计划”，将学校的科创课程、科创中心、科创

社团和创新实验室等与集团内初中共享，还

成立了集团学生科创活动基地，助力成员校

培育科创特色，为热爱科学的学生插上翅膀。

如何让有科创特长的孩子飞得更高更

远？杨浦区少科站接过了后续的一棒。科学

活动幼小初高全覆盖、科学实践培育全过

程、科创成果展示全方位，助力杨浦青少年勇

攀科学高峰。开发“童创空间”科教慕课平

台，为青少年提供10大门类近400门科技类课

程，积累一定积分后可以优先报名线下公益课

程，实现由“兴趣”到“乐趣”，为走向“志

趣”打基础。依托幼儿“小机灵”“孵化进校

园”、高中生“双进入”探究等专项活动，搭

设层层递进的青少年科创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

制。其中，高中生进入院士团队、进入高校

（“双进入”） 科研探究活动始于2011年，

入选高中生用近一年的课余时间到高校实验室

开展科研课题探究，目前已有包括褚君浩、陶

瑞宝、庄松林院士团队等在内的20个院士团

队和高校培育基地加入，每年产生学生科创

课题 1000余项，累计培养学生近 500名。

2022年开始，“双进入”活动向义务教育阶

段拓展，像刘西汉这样的小学生也成为了

“双进入”预备队的一员，热爱科学、探究创

新的种子就这样在许多杨浦青少年的心间生

根发芽。

坚持以体育人，让学生既有
强健体魄更有坚毅心志

朱嘉豪是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一名高

二学生，同时也是足球守门员。前不久，他和

队友们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校

园组）男子足球中学组比赛中获得第六名的好

成绩。“足球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身体健康，还

有内心强大。” 朱嘉豪说。他特别喜欢球在脚

尖绕来绕去的感觉，就像自己成长的道路，可

能徘徊曲折，但球总是在自己脚下。

充分认识到体育的育人价值，杨浦区致力

于体教融合发展、体育特色发展，让学生们在

喜欢上体育课、掌握运动技能、养成体锻习惯

的同时，实现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全面发展。

在这一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区域各中小学校都

动足了脑筋。上海体育学院附属中学始终紧

扣“以‘博’涵养人品，以‘搏’成就人生”的办学

理念，构建了体育精神、体育人文、体育行为、

运动技能、运动科学组成的“博搏”五环特色课

程群。昆明学校作为游泳特色学校，立足学生

体质健康理念，从目标理念、课时安排、基本内

容、教学实施、管理评价等方面合理设计，让越

来越多的学生参与游泳运动。依托高校的优质

资源，在上海体育大学和中国乒乓球学院的资

源支持下，世界小学和同为基地校的同济第二

初级中学以乒乓课程开发和乒乓人才培养为重

点，普及乒乓球历史和文化，锻炼学生的力量和

速度，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

丰富美育载体，让学校美育
更具新鲜感和影响力

2023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话

剧《成长 ·英雄儿女》荣获第二届上海校园戏剧

节高中组优秀剧目奖。学生们用话剧表演的形

式讲述了戏剧社团学生在排练《英雄儿女》时塑

造角色、锻炼品格的心灵奇旅。这出剧目的打

磨与排演过程令同学们对角色的深刻和历史的

厚重感同身受，也打造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与

健康人格塑成的生动课堂。

作为上海市首批学校艺术“一条龙”人才培

养布局中的龙头学校，交大附中通过戏剧等艺

术门类对高中学生审美情怀进行重点培育，形

成了具有学校特色的艺术发展理念和培养路

径。未来，学校将联合全区“龙身”“龙尾”中小学，

推动杨浦中小学戏剧教育普及与发展，力求通

过戏剧表演让孩子们学会组建团队、感受丰富

人生体验、得到语言肢体系统训练，在审美情怀

的人格强度、人格硬度和人格深度上得到提升。

与交大附中学生们跨越时空与历史人物

“对话”的美育经历不同，控江中学、上海理工大

学附属中学、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初级中学、

内江二村小学的学生们则走入了杨浦的“老破

小”，用文创设计和美术创作改造社区公共空

间，参与社区治理，将艺术、人文和各类跨学科

知识通过实践落在社区真实场景中。由此，学生

们得以从社区的受益者变成参与者和设计者，

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中增强对城市发

展的认知，提升了公民责任意识。

区域美育不仅有创新，更

有传承弘扬传统艺术之美

的坚守。杨浦区少年

宫、上海音乐学

院实验学校

深入挖掘

音乐所承载的人文内涵、审美旨趣，用民族乐团打

造以美育人“大课堂”，培养学生们的历史认同和文

化自信。作为上海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中

原路小学从儿童扎染课程拓展到民族歌舞、彩灯

坊，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群，实现了艺术教

育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发展，与

二师附小、思源中学、惠民中学等传统文化传承校

一起，构建起以中华传统文化之美育人化人、固本

培元的区域美育实践共同体。

以“创”破题以“合”扩容，提
升劳动教育的育人实效

上理工附小教育集团的家长们发现，因为

劳动技能大赛，孩子们在家里会主动提出做家

务了。二年级的高润鑫为了在年级组比赛里获

得好成绩，“现在平时家里人的衣服都由我来

叠，这样我就能有更多练习的机会。”不止如此，

孩子们还通过叠衣服，想到了在学习生活上也

要像叠衣服一样努力做到整整齐齐、有条不紊。

在感受劳动带来成就感的同时，孩子们还把学

到的劳动技能用于服务社区。在杨浦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期间，学生们以轮值方式走上街头、深

入居委开展“弯弯腰，出出汗，我为创全做贡献”

志愿劳动，张心禅同学还成为一名光荣的社区

“小小网格长”。这是2023年上理工附小教育集

团推出劳动技能大赛时的小花絮，也是杨浦注

重发挥校家社协同育人作用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劳动教育实验区，杨浦以“创”破

题，提出了打造以“创新、创智、创造”为特色的

“新 ·智 ·造”杨浦劳动教育新样态，将单一体力劳

动转化为具有思维品质的创造性劳动，在劳动

中启迪思想、创生智慧。以“合”扩容，坚持开门办

劳动教育，依托城区“三区联动”优势实现多元

协同，积极构建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格局：学校为主

导实现真劳动，把劳动写在田野上、刻在方寸

间、融入职业中；家庭为主体开展真体验，依托

家庭教育“同心圆”项目，发挥社区家庭教育指

导委员会作用；社会为主场落实真实践，与27家

校外联成员单位签署“劳动教育协同育人备忘

录”，联合新思科技、长阳创谷、回力鞋业等企业

发布“杨浦劳动教育实践图谱”，落实“一校一基

地”常态实践，努力在学生出力流汗干、动手动

脑干的同时，不断提升劳动教育的育人实效。

未来，杨浦将一如既往地把教育高质量发展

放在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战略任

务之中，放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大局中，放在

杨浦区推动人民城市新实践、创新发展再出发

的中心任务里，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

不断深化五育融合、特色发展，推进基础教育扩

优提质，奋力书写教育强国建设的杨浦答卷。

以五育融合特色发展推动杨浦教育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人民城市新实践的教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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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

开幕式暨中小学田径

运动会开赛式中，杨

浦学生运动员们奋力

拼搏，挥汗赛场。

上海市东辽阳

中学“人民城市”系

列课程《漫步滨江

阅读栈桥》。

（均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