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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乡县教体局积极冲破瓶颈广开
新思路、制度创新谋求大发展、勇于担当贡献
新作为、苦干加巧干绘出新气象，多项工作取
得新突破：2015年，在济宁市首批通过“全国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验收；2017年，率先通
过国家“全面改薄”验收；率先申创“全国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县”，2018年，率先完成解决
“大班额”任务，提出早于省市一年率先实现
“普惠性幼儿园全覆盖”。提出使金乡教育成
为社会福祉、经济引擎及周边地区向往的民生
高地的任务目标。2018年4月，济宁市公布2017
年度县(市、区)教育工作督导结果，金乡县教育
满意度全市第一，综合评估分数全市第三；
2018年金乡高考、中考再刷新纪录。

在济宁市2018—2020年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
中，适应城区人口增加和放开两孩政策的需
要，金乡县建设计划再新建(改扩建)学校13处。

在加强学校建设的同时，金乡县投入资金2
亿多元，不断加强创新实验室和高端信息技术
设备建设。目前，金乡县中小学所有的软件、
仪器、图书、教育教学装备等全部达到省定标

准(超过国家标准)。全县实验室规范化学校达到
90所，居全市第一位。创客教育走在全省前
列，在国家级和世界创新教育大赛中获得69项
奖励。2018年投入1800万元，和中国航空航天公
司合作，开展中小学生航空航天科研教育，中
科院院士牵手中小学生进行“科普卫星”研
制，打造高考名校“自主招生”通道。

在现有教育装备优势的基础上，金乡县探
索、推广“互联网+”教育应用，用信息化手段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现城乡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同时立足教育自身的转型和创新，
把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作为教育现代化战略
主题，进一步推动教育内涵发展、高效益发
展、可持续发展。

同时，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坚持
“科学划片、免试入学，规范办学、均衡分
班，限制指标生，控制择校”的原则，加强招
生过程管理与督查力度，推进阳光招生，逐步
化解“择校热”。强化教育的服务功能，在原
来“以户籍为原则”入学的基础上，2017年开
始，增加以房产、招商、人才引进和招生相衔
接的优惠政策，拉动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2017年，金乡县在全市率先建立起“教育

第三方评价”机制；优化学生体质检测和心理
咨询评价体系；推进“互联网+”教育管理，形
成了覆盖全县的协同服务、互联互通教育云服
务体系，深化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发
展。健全充满活力，高效、开放的行政管理机
制，提升学校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鼓励学校
结合实际找准发展突破点，创建特色项目、优
质品牌，推动学校管理向重内涵、重特色的高
位平台迈进。

近年来，金乡县大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活动，要求“一校一品”，学校每学
期举办一台由全员参与的“素质展演”大戏，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为学生成
长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与实践体验。在近几年
的高考中，金乡县每年都有近500名学生考入高
等艺术院校，其中顶尖级艺术院校过百人，每
年都有10余人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
院等超级顶级艺术院校。近期，金乡县教体局
与山阳书院联合成立了山阳少年书画院，吸纳
全县6—18岁少年三百余人加入，这些孩子对书
画有兴趣、有爱好，并且能创作出一定水平的
作品。

2010年，金乡县教体局出台文件，牵头成

立了金乡县围棋协会，大力开展“围棋进校
园”活动。全县中小学有的开设围棋课程，有
的成立围棋兴趣班，有的在乡村青少宫开设围
棋班，以多种形式开展围棋活动。现在，全县
各学校学习围棋的学生累计超过2万人，一大批
学生已经拿到段位证书。

2011年，金乡县教体局在县实验小学率先
开展试点工作，引进京剧专业人才徐林作为业
务老师，系统开展京剧活动。2014年，县实验
小学成立山阳京剧院。金乡县通过实施“小学
京剧教育与学科课程整合”的课题研究、举办
大型京剧展演活动、构建艺术教育教学实践基
地等措施，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京剧教育与学
科课程整合的生态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京剧娃
娃。现在，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已经形成7大小学校
区6000余名学生，人人会哼唱京剧，全体音乐教
师皆能演唱两出京剧经典名段的态势。

2014年，金乡县又筹备陶艺进校园事宜。
配备相关设备，成立山阳陶坊、办陶艺师资培
训班，大力扶持开展陶艺活动。经过几年的探
索，金乡县的特色教育越来越多，做法也越来
越成熟。

目前，金乡县有12所中小学被省教育厅评

为山东省书画教育示范校，列全省县区第一
位，书画教育作为该县的品牌特色，走在了全
省前列。

培养个性鲜明、素质全面的人才，是当前
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乡县教体
局局长李英渠表示，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
要工具。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小学贵在
传承，而传承的关键在于教师。作为教育工作
者，要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

在学生法定上课之外的辅导、培训等，是
教育的热点问题，也是敏感、难点、焦点。近
日，金乡县教体局成立课后活动管理办公室(简
称课后办)，全面统筹全县中小学生课后活动计
划，力争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目
前，课后办的工作方案已经出台，通过规范中
小学课后活动管理工作，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自
愿参加课后活动，培养兴趣，激发潜能；建立
《中小学课后活动辅导员资源库》，让优秀教
师作为课后活动辅导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指导教学。制定《金乡县中小学课后活动经
费管理办法》，积极探索民办公助、公办民助
相结合的办法，竭力为学生、家长、社会服
务，打造教育高地，办人民满意教育。

为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
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引导广大教师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新要求，展
现金乡县广大教职工爱岗敬业、乐教乐学新
风貌，金乡县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了争做
“王杰式好教师”主题教育活动。通过逐级
评选推荐，县教体局审核，决定授予崔新民
等100名同志“王杰式好老师(四有好教师)”
荣誉称号。

金乡县2018年
“王杰式好老师”名单

(100名)

崔新民 金乡一中
李亚平 金乡一中
刘卫忠 金乡一中
褚衍正 金乡一中
曹国兴 金乡一中
乔金花 金乡二中
李玉洁 金乡二中
侯艳华 金乡二中
王保京 金乡二中

史新华 金乡二中
吕建军 金乡县职业中专
芮中尚 金乡县职业中专
李德顺 金乡县职业中专
李 宁 金乡县王杰中学
刘庆丽 金乡县王杰中学
孔祥进 金乡县王杰中学
唐 静 金乡县王杰中学
张永坤 金乡县王杰中学
王雪云 金乡县金曼克中学
张玉新 金乡县金曼克中学
赵爱贞 金乡县金曼克中学
李翠红 金乡县实验中学
马美兰 金乡三中
申海利 金乡三中
刘伟华 金乡县实小教育集团
杨玉香 金乡县实小教育集团
王海华 金乡县实小教育集团
冯海平 金乡县实小教育集团
张秀娟 金乡县实小教育集团
李红丽 金乡学院附小教育集团
辛秀华 金乡学院附小教育集团
李胜利 金乡学院附小教育集团

赵凤玲 金乡学院附小教育集团
褚文静 金乡中心教育集团
王海燕 金乡中心教育集团
张素平 金乡中心教育集团
牛艳梅 金乡中心教育集团
薛新荣 金乡县东城小学
王丹丹 金乡县春城小学
荆纷霞 金乡县香城小学
刘松云 金乡县进修学校
马景丹 金乡县特殊学校
李开芹 金乡街道霍堌小学
张 勇 金乡街道袁楼小学
苏 玲 高河街道周楼小学
周秀清 高河街道苏楼小学
温艳丽 高河街道徐楼小学
张慧华 王丕街道中心小学
徐伟涛 金乡县王丕街道康桥小学
耿际秋 金乡县王丕中学
王栋栋 金乡县鱼山街道中心小学
张 晶 金乡县鱼山街道崔口小学
孔丹丹 金乡县化雨镇中心小学
李祥云 金乡县化雨中学
孙旭化 金乡县化雨中学

周春燕 金乡县化雨中学
张玉荣 金乡县肖云中学
宋金黎 金乡县肖云中学
张艳秋 金乡县肖云镇中心小学
周会中 金乡县肖云镇明德小学
苏宪存 金乡县司马镇中心小学
李 荣 金乡县司马镇仇李小学
王来玉 金乡县司马中学
杨振强 金乡县兴隆中学
李红梅 金乡县兴隆镇中心小学
李春华 金乡县兴隆镇潘阁小学
苏冬霞 金乡县兴隆中学
张新军 金乡县马集中学
宗小峰 金乡县鸡黍镇王门小学
徐亚东 金乡县鸡黍镇马集中学
周振国 金乡县鸡黍镇杨庄小学
王金鼎 金乡县鸡黍中学
王 琳 金乡县马庙镇陈楼小学
马凌艳 金乡县马庙中学
褚红艳 金乡县马庙镇孟铺小学
刘英慧 金乡县马庙中学
朱 斌 金乡县马庙镇明德小学
薛继荣 金乡县胡集中学

刘玉惠 金乡县胡集中学
高翠花 金乡县胡集镇中心小学
陈 平 金乡武警希望小学
张洪书 金乡县胡集镇中心小学
王 辉 金乡县胡集镇中心小学
李飞翔 金乡县卜集中学
周东泰 金乡县卜集镇白垞小学
赵 倩 金乡县卜集镇中心小学
王新艳 金乡县羊山中学
张丹丹 金乡县羊山镇南胡小学
苏肖席 金乡县羊山镇明德小学
张素云 金乡县羊山镇中心小学
李艳冰 金乡县羊山中学
田中伟 金乡县育才学校
程海红 金乡县育才学校
高素华 金乡县育才学校
张 峰 金乡县青华园学校
狄成波 金乡县青华园学校
胡雪莲 金乡县奎星中学
张景荣 金乡县春秋小学
荆倩倩 金乡县阳光学校
郝艳芬 金乡县花园双语学校

固本强基 特色办学

金乡县：建设均衡有质量的教育

金乡县隆重表彰“王杰式好老师”

■ 名校风采

┬宋丹 马文青

“坚守课程初心，不忘课程为学生服务，
引导学校在建设和实施特色课程时，始终把
人，把学生和教师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学生
的个性化、全面和终身发展，把教师的专业成
长和职业幸福作为终极目标。”

——— 安波
刚刚度过第8个“生日”的济宁市实验初中

一建校便以园林式校园规划、科学的教学功能
区划分、高大上的硬件设施配备和全市“最年
轻”教师团队惊艳济宁，经过8年的发展，这所
年轻的学校后来者居上，凭借管理、教学、校
园文化建设、开放交流各方面工作全面开花，
一次次刷新了社会各界对这所初中的认知。作
为学校的“掌门”，校长安波把“办学生喜
欢的学校”，培养“会生存、会做人、会求
知、会审美、会健身、会创新”的现代人作
为学校办学宗旨，努力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为学生的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公民素
养课程”就是秉承这种理念的一个“源头活
水”。

“公民素养课程”

的前世今生

公民素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标
志，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为我们留下了璀璨的文
化和优秀的行为道德规范，作为中华文明的继
承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继承和发扬，用行动
来积淀它的厚度。济宁市实验初中“公民素养
课程”的研发起始于建校之初，由最初的入学
教育、国旗下的讲话和主题班会衍生而来，其
目的就是对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学校将公
民素养系统地划分为公民道德、品格价值、内
涵发展三个层面，涵盖文明道德、爱国主义、
法律法规、诚信感恩、青春期知识、读书交
流、家校合作等方面，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公
民道德素养，并内化成个人品质。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阶段公民素养课
程”扎根的水系正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对该课
程的理解界定如下———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育，以公民素养课程的构建、实施、整合为主
线，以“精细+文化”管理为手段，以德育活
动、学科教学、社团建设、文化建设为载体，
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家国情怀、规则与法治
意识，积极履行公民义务，理性行使公民权
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
素养并内化为个人品质行为，努力成为社会需
求的合格公民。公民素养校本课程体系可以为
学校特色教育提供保障，形成了学校德育体系
的连贯性、时效性、生命化、生活化的新局
面。

“公民素养课程”

的成长印痕

围绕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功研发
了一系列公民素养“课程群”，它以师生共同
的生命成长为线索，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准
则，是学校校本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基础课
程、线索课程、必修课程。它的精神内质是
“修德”，学校组织研发，并自编《成长·印
痕》一书作为课程实施的教材。公民素养课程
实现了社会公民道德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整
合，课程内容既有传统美德、家国情怀教育，
又有个人修养、社会公德渗透，还将其它校本
课程相融入，如校园节日课程、各类仪式课
程、家校合作课程等。“公民素养课程群”，

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两大类课程进行实施，必
修课以培养学生公民道德为主，选修课以社团
活动为载体培养学生公民基本能力。

必修课程由学校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心理
特点，通过班本课程开发，以主题班会的形式
分年级、分时段进行，将公民素养课程的内容
按年级划分为四个章节，并融汇成四大板块即
“梦想腾飞——— 起航的六年级”“聆听花
开——— 成长的七年级”“留住青春——— 美好的
八年级”“梦想成真——— 成功的九年级”，作
为学校必修课程列入课程表，每学年16学时，
共计64学时，供4个年级进行学习。它涵盖了习
惯养成、学法交流、安全、道德、责任、感
恩、人格、法律、青春期教育等这些对学生一
生有用的知识，从小处着手充分利用每一次班
级活动向学生传递正能量。

选修课程则以社团活动为载体，根据社团
特征及所蕴含的公民道德品质、公民基本能力
的素养进行学校社团“课程超市”的研发，供
学生选择多样化课程，通过“德育+”“体育
+”“艺术+”“科技+”等方式，以达到培养
“会生存、会做人、会求知、会审美、会健
身、会创新”的社会合格公民的道德目标。学
校积极探索并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已持续7
年。社团活动打破了班级、教师、学科之间的
界限，以“社团超市”的形式，从社团负责人
的安排、社团的选定、活动时间、地点、内容
等方面精心准备，实现校内“走班”活动，学
生根据兴趣自愿选择，把爱好逐步变成特长。
学校不仅成了学生们学习的乐园，学生还在小
社团大舞台上放飞着自己的梦想。

课程评价利用学生《公民素养成长手册》，

以学分和评价量表的形式，对学生公民素养形成
过程进行跟踪记录，重视学生社会公民道德的全
面发展，探寻初中阶段实施公民素养课程整合的
最佳途径与方法，以达到培养社会合格公民的道
德目标。在捆绑评价中制定了18种不同形式的
“腾飞卡”(如助人为乐卡、热爱集体卡、特长展
示卡、积极合作卡等)，对个人和小组表现进行相
应的评价，并粘贴在班级的“腾飞卡展示台”
中，同时每月实行成长记录卡制度，为学生建立
了道德成长档案，用一次次活动、一点点感悟去
装点和记录学生公民道德养成的过程。

“公民素养课程”

的阳光雨露

学校树立“人人都是公民素养传播者”的
理念，将公民素养内容渗透到各学科的课堂教
学中，不断挖掘各学科教材中的公民素养因
素，引导学生知情、明理、导行，提高教育的
感染力。学校公民素养课程的研发可谓举全校
之力，聚全校之智，从集体攻关到实践研究，
学校经历了课程研发与实践的全过程，也收获
了丰硕的成果。

在全体实验初中人的辛勤努力下，2017年9
月，学校公民素养课程《成长·印痕》一书面世
了，它将琐碎的成人成事道理汇聚成系统的公
民素养课程，是教师研发卓越课程过程中智慧
的结晶。研发课程的经验在2017年济宁市素质
教育论坛作专题发言；2017年获得山东省首届
课程整合优秀案例一等奖，2017年12月获得济
宁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校课程研发
体系的建设、科研、推广工作均走在全市同行
前列。2017年10月15日，《初中阶段公民素养课
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已入围山东省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重点培育项目，并进行答辩，专
家予以指导；2018年2月，被评为山东省德育课
程一体化实施优秀案例。许多省内外学校慕名
前来学校参观交流，学校迅速发展为“理念先
进、管理规范、师生奋发、成绩优异”的新兴
学校，逐渐成长为经常参与全市、全区展示的
特色教育示范学校。

通过办校8年以来的坚持和努力，学校课程
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再到“全区关注，富有特色”的历程为探
索素质教育新途径、学校发展新思路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所有特色的
学校；理想的学校，应该有一个面向所有学生的
校本课程体系。”安波告诉笔者，学校课程建设
实现课程校本化，彰显学校课程自主权，为学校
内涵发展、推动校园特色发展提供了合理路径。8
年的扎根、8年的硕果，唯有且行且思，且思且
行，才能在追求优质发展、特色发展的道路上再
揭新篇！

聚焦核心素养提升 助力学生生命成长
济宁市实验初中全面构建“公民素养课程群”

开展多彩社团活动，营造活力校园氛围 实施研学旅行课程，品悟儒风思想传承

情深意切毕业课程，共塑实初幸福家园 传统经典滋润心田，国学魅力升华人生

■ 名校风采

教师节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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