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好生活：未来学校的价值坚守与学习愿景



• 汇文书院（1888年－1910年）

• 金大附中（1910年－1951年）

• 南京十中（1951年－1988年）

• 金陵中学（1988年至今）



汇文书院时期（1888－1910）

福开森1888 - 1897
汇文书院院长

师图尔1897-1908
汇文书院院长

包文1910-1917
汇文书院院长 

文怀恩 （J.E.Williams）1899-1927
益智书院院长   宏育书院副院长

金陵大学副校长

金大附中时期（1910－1951）

美在中(F.E.Meigs)
1891-1910

威尔逊(W.F.Wilson)                                            
1917-1924 

刘镜澄 1924-1926
金大附中代校长   

张坊 1929-1950
金大附中校长

刘靖夫 1927-1929                                                                   
金大附中校长



    金陵中学横跨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为社会培养了6万多名优
秀学子，27位院士 、5位国际奥赛奖牌得主。



 金陵中学
 培养出27位院士



我国氢弹的主要设计者
  科学院院士     吕敏

我国著名建筑大师
 科学院院士 齐康

著名数学家
科学院院士   田刚    

工程热物理学家
科学院院士  吴仲华



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

 著名建筑家 中山陵设计师    
吕彦直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1983-1989 

       金陵中学培养
了推动中华民
族进步与发展
的一大批社会
杰出人士



    2003年，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成立，办学17年来，成绩卓著，先后培养出多位南京市高考、中考状元。连续
多年有多位同学被北大、清华录取。本一上线率近80%，一大批同学被世界名校录取。



                 “学无止境”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金陵河西的学生非常活泼、热情。祝愿他们
一生收获成功，充满无限创造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在办学的规模、教育理
念和办学质量等方面和新加坡最好的中学在
同一个层次上。”

     ——新加坡副总理、教育部长 尚达曼

“金中河西的校园文化课程建设品质一流，值得称赞！”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
原教育部副部长、江苏省副省长王湛

“河西模式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国家副主席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



 重建生态:价值与系统的力量



一、管理：构建民主高效的运行体系



1.组织架构





2.制度重建
     着力完善修订各种管理制度和奖励办法，

• 教师集体的公开承诺，全体教师的心灵共识，
• 所有教师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升为一种制度文化后的有序高效的运行氛围。

好的制度应该是：



      学校管理的真正引力源自于“人”重于“物”的价值观，源自于“情感与
制度”并重的管理观。因此，学校着力构建教师认同的文化愿景，实现教师的
生命价值和职业价值、个人发展和学校发展的内在统一。学校坚持民主管理和
科学管理，保障多元声音的表达，营造共享责任的氛围。 



二、队伍：释放有限资源的无限潜能



从教师的视角看问题  从管理的有效抓落实  从品味的提升去创新  从全局的高度讲合作  从工作的绩效比贡献

期待我们的管理干部做到：1.  干部队伍建设

强调以身作则，做智慧、道德、幸福的管理者。



2. 教师队伍建设
（1）实施“四个计划”：

 成才计划、名师计划、形象计划、暖心计划

成立全省中小学首个“博士工作站”



（2）实施校本教研                                                
    ①三个转变：
    ●从只研究教什么?怎么教?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 
     ●从学校管理的要求转变为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
     ●从关注狭隘的经验分享到关注理念的更新和文化的再生。



自我诊断——明晰动态发展的目标；
    合作研究——培植教师的专业志趣；
       文本交流——挖掘文本背后的价值
           评价激励——满足自我肯定的需求；
               文化浸润——提升校本教研的品位。

②路径选择：



（3）建设“三研”共同体

研究共同体 研发共同体 研修共同体



（4）实施三项评价 

注重发展性评价 着力合作性评价 倡导自主性评价



我认为学校教师发展的境界有三个层次：  
让老师把工作做规范，并完成工作；
让老师一个个都成为优秀骨干教师；
让老师感觉在学校工作是有价值的、是快乐的。



（1）优化选拔培养方式
3.德育队伍建设

（2）建立考核评价机制



三、质量：坚守观照理性的价值追问



我们的质量观：

追求可持续的、整体的、和谐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相统一的质量。

1.质量意义的理解



2.质量提升的路径

       关键两点：落实于细节，常态的有效性；立意于长远，评价的导向性。



    ①研究的氛围：“用思考行走、用研究提升”应成为我们教师职业生活的常态。
    ②研究的载体：教研组、备课组、各学科研究共同体、各学部、教科室。
    ③研究的方式：“五课”活动、课题研究、深度研课、教研报告、个人反思。

（1）深化教学研究



（2）落实三个举措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加强教学质量监控 优化绩效评价方式



（3）明确三个主张
                ● 致力于“课”的高效研究、“作业”的杠杆优化，永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 学生作业的质与量也是老师的“修行”，不仅能丈量出师者的专业素养，还能映射出师者的良心和德行。

                ● 个性化的作业、分层教学，让因材施教生根发芽。



四、文化：追求学校发展的理想境界



1. 文化之理解
   学校是一种文化存在。  文化是一种力量。 文化建设本身就意味着发展。
   学校的特色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学校文化进化与发展的过程。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最好的方法是问道于生。学校应该弥漫一种文化的气息，
让学生在文化的浸染中，形成高尚的人格，良好的习惯和正确的思维方式。

    



2. 文化之生成

 ①举办三个报告会：                               读书报告会 师德报告会 学术报告会



②邀请专家讲座

          举办河西讲坛、邀请名家讲座



③倡导“三雅”风范

有了这三“雅”，再加上“雅言 雅趣 雅行”，

男教师儒雅   女教师优雅    学生文雅
 学校一定是一个有品位的校园。     



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组织文化（仁） 掏出心来、相互尊重的行为文化（诚）
行基于研、教基于学的教研文化（勤） 传承与创新、批判与建构的思维文化（真）

金陵河西大力倡导构建四种文化：



    
              

      学校着力创设蕴含学习意义的空间文化，构建以专业成长连结的合作文化，丰富基于育人目标实现的课程文化，优化引导行为方
式的制度文化，凝练体现师生关系的教学文化，通过多元立体的途径丰富学校文化内涵，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自觉，形成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建设一直是学校管理与发展的积极诉求，“文化的力量”正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巨大动力。



校训：诚真勤仁。
校风：健雅序活。

教风：精业，敬业。
学风：善学，乐学。         

办学理念：为一生奠基。  
育人模式：生活为源，生命为本。

学校愿景：构建幸福生活，共创和谐校园。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文化符号

3. 文化之表达



五、课程：重塑生命成长的自然生态



1. 重塑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



2. 健全学校培养目标的系统架构
1. 重塑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



2. 健全学校培养目标的系统架构
1. 重塑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

3. 完善丰富课程体系



金陵河西的课程思想应该是：

  
◉经营人性的校园文化，让每个孩子喜欢这所学校。◉开发多元课程，多元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舞台。
◉精进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让每个孩子有成功的喜悦。◉倡导广泛阅读与丰富经历，让每个孩子有人文的翅膀。
◉培养运用英语与资讯处理能力，让每个孩子都能适应国际化的未来。
◉通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形成基于金陵河西育人目标的完整课程体系，形成课程图谱。



六、氛围：催生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



   大力提倡“十讲”：
         讲合作，讲团结;  讲信任，讲尊重;  讲坦诚，讲沟通;  讲竞争，讲奉献;  讲大局，讲和谐。
   
   



（1）营造“三宽”环境

（2）提升“三个”指数

我们应该用幸福指数为学校管理把脉，作为校长应该经常问自己：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努力创设“自然生长”的栖息地，离“人”更近一点
            努力构建“温度故事”的生命场，离“心”更近一点

 我们改变师生模样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让教育充满温度，让学校堆满故事，让学生自然生长。



营造好的发展氛围
人本 人心 人气 氛围



我想起舒婷的诗: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我们以树的形象站在一起，站成河西好老师的样子:有温度、 有高度、有胸怀、有故事。



 良好生活：未来学校的价值坚守与学习愿景



 理想主义  务实主义  批判主义



时代变化决定未来教育  文化传统制约未来教育  技术发展改变未来教育



        在峻急的教育生态中要做清醒的超越者，有清醒的估计而并没有
过高的期待。把现代普世的教育价值追求与教育的真义相连接，回
归到生命并落地为现实可操作的教育行为。



 《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



全球公民技能、创新创造力、技术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
个性化和自定进度的学习，可及性和包容性学习、
基于问题和协作的学习、终身学习和学生自驱动的学习。



过上良好的生活：能力与道德



一、未来学校：不变的是教育的温度



有温度的未来教育，以教育之炬驱散黑暗和寒冷。
全员教育，让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全面教育，让人人获得系统的教育养成。全程教育，让人人受到终身的教育关怀。



 孩子们说：我们好想回到学校啊……



关系   情感   联结   体验



温暖的校园生活，将使人内心
持续地激荡起神圣、魅力、诗意……
校园仍一如既往，成为孩子们心头永远的眷念



 数据  信息  知识  智慧



二、未来学校：不变的是扎根中国大地的培养目标



抽象地谈培养目标，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中国文化认同 ● 兼济天下情怀



健康的体魄    聪慧的头脑    温暖的心灵    



三、未来学校： 场域、范式、流程，共同促进高质量的学习



案例一    如何拓宽学习场域



西河雅集、书画长廊、创想空间、烘焙教室、

乒乓球馆、篮球馆、羽毛球馆、击剑馆、民乐大厅……

国际部教学楼







院校结合   馆校结合    村校结合





 案例二：如何重塑课程范式



速现教材、交融学科、全景课堂对传统课堂教学结构、教学秩序与教学流程产生颠覆式冲击。
教师角色、课程模式、教学形态、课堂所建构的新型师生关系将长远影响到社会关系的构建。



 基础课程
       

4.5 0.5  X

“小精灵课程”时间结构（4.5+0.5+X）

拓展课程
       

 自主课程
       

+ +



PBL的课程化实施
基于基础课程●学术性项目学习

基于拓展课程●探究性项目学习

基于自主课程●个性化项目学习



        基于基础课程 ● 学术性项目学习





基于拓展课程 ● 探究性项目学习





基于自主课程 ● 个性化项目学习









 案例三： 如何优化学习流程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



    8.优化教学方式。坚持教学相长，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教师课前要指导
学生做好预习，课上要讲清重点难点、知识体系，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
究。融合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重视情境教学；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
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精准分析学情，重视差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



 创造性  综合性   实践性



不仅仅是记住惰性的、幼稚的、模式化的“脆弱的知识”



 良构探究  非良构探究
结果不可预期
路径并不清晰
答案并不确定







穿过一次城    爬过一次山   历过一次险
种过一次地    开过一家店   露过一次营



过上良好的生活：既有能力  又有道德



l 校园一定大气却又不失雅致。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有一种让人静下心来读书的冲动。
l 行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师生都是淡定的、从容的、自信的，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读书人的品相和气质。
l 学校课程非常丰富，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选择性。学生无比怀念在这里的学习生活，离开母校后，他们

会非常留恋这所学校。

金陵河西校园未来的样子：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