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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20周年之际，

学子们办起文创市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推动基础

教育由大变强、由强而优，基础教育办

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固，后

劲就越足。

为了在基础教育这一人才培养的

关键时期达成这个目标，上海开辟出

特色高中的“赛道”。2011年起，上海

专门设立了“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建

设项目”，积极推动全市普通高中自主

合理选择适合校情的特色主题，在课

程建设、教学变革、教育管理、教师培

养、资源开发以及校本评价等方面进

行了全方位的实践探索，形成“适性育

人”的质量观和“以特促优、优特融合”

的发展道路。

闵行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

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便是其中一个典

型案例。创办刚满20年，坚持以美育

为底色、以创意为特色的北外田园已

从一所由两个农村学校合并而成的普

通高中，逐步成长为环境美、校风好、

特色明、质量高的家门口优质高中。

近年来，除了学校的特色教育内涵不

断丰富，毕业生的本科上线率也从建

校之初的20%上升到近七年来保持在

95%-99.5%之间，办学质量深受各界

认可。

换道超车，确立“文
创”特色求突破

时光回拨20年。建校之初，针对

办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现状，作为美术

特级老师的陆振权校长通过设立“美

术特色班”，作为提升学校办学质量的

突破口，助力学生实现大学梦。但曾

在七宝中学长期参与教育管理工作的

陆振权又深知，美术艺考这条路并不

适合所有学生。那么，如何才能让每

一位学生都获得更好的成长，激发不

同的潜能，亮出各自的精彩，获得人生

的成功和自信呢？

2004年，陆振权和同事们经过深

入研讨思考，提出了“美育引领，和谐

发展”的特色办学理念，决定用美育滋

养学生的心灵情感、引领学生“五育并

举”和谐发展。

在陆振权看来，美育与智育从来

不是平行线。“以美辅德、以美益智、以

美健体、以美养性、以美创新”逐渐成

为成就学生、发展学校的方略。2015

年，根据社会发展新需求，北外田园又

提出“美育引领，创意发展”的办学理

念，确立了“文创”这一办学特色，在全

面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学生文创特色

素养培育，让学生成为“文化基础扎

实、创意素养突出、审美情趣高雅”的

现代高中生。2016年，学校凭借文创

特色进入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项

目校行列。

“我们要培育学生具备的文创素

养，是以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审

美为追求，主要聚焦情境体验、审辨想

象、文化理解、创意表达、审美情趣等

方面。它不仅包含美术、艺术等学科，

还包含了科学技术、工程设计、个人创

意、风俗民情、知识产权等等，力求把

学生培养成为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又有突出文创

素养的未来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建设

者。”陆振权表示。

2018年9月，在闵行区委、区政府

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学校搬至

现代化、高标准的新校区，助力学校特

色办学。

激发潜能，鼓励学生
成就最好的自我

在北外田园的文创大楼里，戏剧、

微电影、动漫、摄影、计算机编程、服

装、国学、音乐、创意设计、播音主持等

十个风格迥异的创意工作坊，让很多

学生找到了自己的“所爱”。这些工作

坊都有专业的硬件配备，并由特色教

师和优秀学生担任坊主，为学生构筑

起实现创想的空间，铺就通往专业发

展的道路。

“每位学生天生有才，每位学生各

有精彩”，这是校长陆振权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每一位学生就

像田园里不同的植物，需要不同的土

壤、养分，不同的栽培方式，才会百花

争艳、五谷丰登。而学校多年来所做

的种种尝试，都是希望能给到学生最

适合其个性的教育，让他们找到自己

的热爱，彰显个性，发展潜能，成就最

好的自我。

为了让学生们拥有更多特长，学

校教学发展中心主任、语文老师屠文

娟早在2003年就开始自学和编导相

关的内容。“我们学校有各种社团和工

作坊近30个，而与高考直接对应的只

有6个。可学生们还是很热衷参与社

团活动，为什么？因为这些活动里既

有专业的课程，又有让他们展现自我

的舞台。”屠文娟感慨地说，在参与活

动的过程中，学生们找到了人生的成

就感，很开心、很放松，尤其当自我价

值得到肯定时，他们发现了另一个自

己。她也进一步发现，通过丰富的课

程活动，学生日后在面对高考、专业选

择和职业规划时，也更具独立思考的

能力，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计算机编

程工作坊，最近几年也连续走出了多

位“科创少年”。在2023年的第38届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北外

田园学生李居泽和同伴凭借课题

《UURS无感畅行记录系统》一同收获

了计算机工程类一等奖。作为计算机

编程工作坊的“坊主”，课余时间，李居

泽和同伴泡在工作坊研究课题，一待就

是好几个小时。

同样在这个工作坊，前任“坊主”郭

浩然同学也曾在2021年凭借其自主研

发的“超市高速自动结账系统”，斩获了

第36届上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计算

机工程类一等奖，还摘得了大赛的最高

荣誉——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奖。

陆振权记得，刚入校时，学校就发现

郭浩然在计算机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专

长，他便特意在创意工坊中给郭浩然留

了一间房间作为计算机编程工作坊，并

任命他为“坊主”，由他带领10多位同样

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同学一起研究学习计

算机算法。为了让郭浩然有更多时间钻

研计算机，学校“特批”郭浩然在高二时

只需要去上数学、物理、地理、生物、体育

等五门课程，其余科目的上课时间，都可

以不去教室，而是在工作坊里通过自学

来完成学习进度。

像这样的“特批”，并非只面向郭浩

然一人。在北外田园，学校专门为具有

特长的学生制定了个性化培养方案。凡

在外语、数学、理化生科、信息技术、文

学、文创等学科领域有较强潜质的学生，

经个人书面申请或任课老师推荐，再经

学校专家组研讨认定后，可纳入个性化

学生培养名单。对于这些学生，学校会

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培养

计划，落实带教导师团。此外，学校还会

给予这部分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时间、

方式和空间的自由。学生可以对相关学

科提出“免修”，自主学习。

通过个性化培养方式，北外田园陆

续走出了不少优秀毕业生。比如，有的

学生成为国外知名高校数学系教授；有

的学生每天在校弹琴两小时，最终如愿

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还有8位喜欢文学

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分别出版书籍，成为

小作家，并都考入心仪的大学深造。

静待花开，助学生拥
有终身发展的后劲

在北外田园校园，有一片让学生流

连的向日葵。这片向日葵，来源于18年

前一位学生和校长的故事。陆振权记

得，当时，一位名叫凌姗珊的高三学生拿

着自己即将出版的书稿找到他，请他写

序。在序言中，陆振权将她比作一朵向

日葵，没想到，凌姗珊在书籍的后记里写

道，“我特别喜欢向日葵，因为它积极灿

烂，热烈奔放！”这句话打动了陆振权，他

在当时仅占地24亩的校园中，开辟出了

一块葵花田，每年4月和学生们一起播

种向日葵。以“金葵花”命名的校园最高

奖项也由此应运而生，激励一批批学生

追寻梦想、成就自我。

2023年的金葵花奖颁奖仪式上，在

高考中以576分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

院录取的毕业生秦伦博和另外九位学弟

学妹一起，站上了领奖台。秦伦博感慨，

高中三年，他始终记得陆振权校长经常

激励学生们的一句话——“看最好的别

人，做最好的自己”。

和秦伦博一同登上领奖台的，还有

学弟马之元。马之元最擅长玩魔方。在

他的课桌里，永远藏着好几个魔方。课

间休息时，他还会带着其他同学一起

玩。去年，他在世界魔方协会的2万多

名中国注册选手中，综合排名位列全国

第一，并在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的魔

方比赛中摘得了一金三银。

回想刚来北外田园时，马之元多少

有点不甘心，因为他觉得这只是一所名

不见经传的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而自

己的中考成绩超出该校录取分数线近

30分。但没多久，马之元的态度变了。

“总有人觉得，读到高中还在玩魔方是

‘不务正业’，但在这里，从老师到校长都

非常支持我，不仅让我在学校的文化创

意交流节、校园开放日等各类公开活动

上展示，还为我开辟了魔方创意工作坊，

让我带着其他同学一起玩魔方。”马之元

说，在北外田园读了一年多，自己的理科

成绩进步很快，不仅在学校的“数学之

星”比赛中得到了特等奖，去年还参加了

第37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初赛，和

一群高三学长比拼，并拿到了上海市的

三等奖。

在陆振权眼中，高质量教育，重在因

材施教、适性育人。“每个学生就像不同

的花朵，需要不同的土壤、养分、环境和

不同的方式培养。荷花是荷花，玫瑰是

玫瑰。学校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为

学生创造条件，让他们带着自信和终身

发展的后劲走出校园，面向未来，让荷花

成为最好的荷花，让玫瑰成为最好的玫

瑰，静待花开。”

2019年，学校挂牌成为北京外国语

大学附属学校，依托北外深厚的多语种

资源和北外文创研究院的丰富文化资

源，北外田园的文创特色建设再上新台

阶。以一主一辅两门外语教学为亮点的

“北外实验班”，以及面向全体学生开放

的日、德、法、西、俄五门外语选修课程，

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学校学习两门外语，

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2021年9月，学

校又设立了钱学森实验班，旨在培养学

生数学建模分析能力，结合艺术创意思

维，提升学生科学和艺术素养，形成

创新素养。

“希望学生在经过北外田

园的三年学习时光后，都带

着田园学子所独有的‘三

抹亮色’——美育底色、

创意特色、外语亮色，

获得人生的精彩和

自信，拥有终身发

展的后劲，为未来

幸福生活和美好

人生打好基础。”

陆振权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坚持以美育为底色以创意为特色，打造家门口的优质高中

因材施教，为学生“定制”发展特色之路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都渴望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但现

实是，绝大多数人都很普通。如何面对自己的普通，突破自己的局限，成

就自己的卓越？

我认为，卓越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持续努力和不懈追求可以实现的。

在生源、师资、校舍等方面都很普通的局面下，我们是如何让学生经

过三年高中学习实现“低进高出”，突破自身“先天不足”的普通，实现“增

值”甚至达到“卓越”呢？

我们北外田园有四个独特的“育人密码”。

第一个“育人密码”，是多元发展理念。我们提出了“教育为了人更

幸福”的教育理念，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了成就更多学生，我们提出

“看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的教育观。看，就是欣赏，就是发自内心

赞赏别人的优秀，然后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我们还提出了“每位学生

天生有才，每位学生各有精彩”的学生观。有的学生如鸭子，擅长游泳；

有的学生如老鹰，擅长飞翔；有的学生如兔子，擅长短跑。如果只用单一

标准游泳衡量，那么老鹰和兔子都不合格，但他们却是飞翔高手和短跑

能手。如果能根据不同学生个性潜能特点施与不同教育，给予不同评

价，那么每个学生都有过人之处，都能亮出各自的精彩。

第二个“育人密码”，是丰富多彩课程。我们架构了文创素养培育的

“金字塔”型课程模型，即由面向全体学生的文创通识基础课程，到面向

文创兴趣爱好群体的拓展进阶课程，再到满足立志文创专业发展个体需

求的高阶课程。根据学生的不同潜能、兴趣、志向、能力和心理发展特

点，设置不同的发展层级推进、提升、培育。因材施教的个性特色课程，

成就每位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第三个“育人密码”，是尊重规律、遵循节奏。卓越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有其成长节律的。我们的做法是帮学生确立高中三年分阶段

目标——高一年级，有梦想、爱生活、守规范；高二年级，有方向、稳心态、

善学习；高三年级，有志向、勇拼搏、圆梦想。短短27个字，从有梦想开

始，发现自己的特长优势，到圆梦想继续深造，有选择，有节律，有阶段目

标，这一做法在全校师生中形成共识，人人都可以有梦想、有方向、有志

向，成就自我的优秀和卓越。

第四个“育人密码”，是优秀的师资队伍。名师在课堂，自2005年以

来，我们除了在师德风范上严格要求教师外，通过持续改进课堂教学，不断

提升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从“五度课堂”落实三维目标，到“五美课堂”落

实美育创意素养，再到“五维课堂”实施“双新”、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教师教

学水平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目前，教师队伍中高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经达到70%。在老师

们辛勤耕耘的背后，还有一支专家顾问团始终在默默支持着我们。

我认为，今后真正成为非凡卓越的人还是很少数，多数人也只是在

一个普通岗位上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如果能够让今天的师生形成追求

卓越的信念，不断突破普通，其实他总是在追求卓越的路上，可以无限地

接近卓越。也许某一天，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成就了自己的卓越。

陆振权（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
田园高级中学校长）

用独特的“育人密码”，
成就每位学生精彩卓越

学生在服装创意工作坊上课。 （均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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