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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人生”教育意蕴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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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具有价值引领的教育能够使教育更具生命关怀与创生力量，并能促进校园生活生态化。基于 

这种认识，成都树德中学进行顶层设计，注重文化与思想价值的有效引领；研究具有思想价值与审美 

特征的教学，让教学更高雅与诗意；教学实践充盈学科思想与方法，让教学更具创生张力；注重学生 

情智共生共融，让学生自由自觉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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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追求思想价值，就是突出教育的意义 

性，彰显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让人享有贡献与 

满足感，增强权利与义务感，促成教育 目的与手 

段的和谐统一，促成教育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 

统一，让教育实践的动因、目标、尺度与结果充 

盈真、善 、美。嗍在学校发展中，成都树德中学 

(以下简称 “树德中学”)注重内涵发展，实施 

“卓越人生”教育，注重基于思想价值与审美特 

征的教学研究，提升教学品质；注重实施充盈学 

科思想与方法的教学实践，关注教师及其教学变 

革 ；深入实施校本课程，注重学生情智和谐发 

展，让学生的校园生活具有鲜活的生命意义。 

一

、 注重顶层设计，发挥思想价值的引领 

作用 

学校教育需要注重对师生的生命关怀，让学 

校充满生气与活力。为此，学校要注重思想价值 

的引领作用。树德中学具有 80多年的办学经验， 

学校秉持 “树德树人”的办学宗旨，坚持 “树德 

广才”的办学理念，信守 “忠、勇、勤”的校 

箴，践行 “树德树人，广才广能” “树德务滋， 

广才务实”的文化，取得丰硕成果，赢得社会的 

广泛赞誉。 

随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的颁布，树德中学在传承学校 

文化基础上创生陛地实施素质教育，设计了 “卓 

越人生”校本课程体系，努力追求 “三高” (高 

立意、高互动、高探究)和 “三宽” (宽基础、 

宽视野、宽人才)的课程建设。 “卓越人生”校 

本课程体系包含学习力课程、实践力课程、创新 

力课程、领袖力课程，其中，学习力课程注重知 

识的深化与创生；实践力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生 

活技能和社会实践能力，关注学生的道德体验， 

努力培养富有综合素养的优秀学生；创新力课程 

致力于培育学生的质疑精神、探究能力和创新思 

维 ；领袖力课程关注学生的思想境界与责任担 

当，注重学生的活动体验，培育学生的领袖素养。 

学校实施的 “卓越人生”教育力图在德性滋 

养、人格完善、实践力发展、创新力培育、领袖 

力奠基五个方面聚焦学生核心素质的培养。其 

中， “德性滋养”主要培育优秀习惯、文明素养 

以及核心品格 (指爱心、公正心和责任感)； 

“人格完善”则强调塑造坚持的力量、自信的力 

量、性格力量； “实践力发展”主要包括动手能 

力、适应能力、洞察力； “创新力培育”主要指 

“两种精神一种思维”，即质疑精神、探索精神和 

创新思维； “领袖力奠基”指向自律意识、组织 

能力、思想引领力的培养和开发。五个领域既有 

相互交融，也有递进关系。 

学校坚持用 “树德文化”引领教师积极培育 

自己的教育理想与价值观，努力建设充满理想、 

富有情怀、乐于奉献 、敢于超越的卓越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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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学校注重利用学校文化 、学校教 育哲 学 、 

教师文化 、教学文化 引领教师发展 ，通过领 

导式研修制度 ，促进教师组织化发展 ；践行 

教师实践式 研修制度 ，注重教学实践研究 ； 

践行 个 人提升式研修制度，关注教师个人自主 

与自觉研修 ，实施 自组织与他组织 的组织化 

校本研修。 

学校注重构建体系化的校本研修制度与机 

制，使校本研修更具层次性与主体性；注重校本 

研修的系统性 ，关注教师发展的深度。佛瑞德 

(A．Fred)提出一个教师改变的洋葱头模型，即教 

师素质改变因素从外到内分别是环境、行为、能 

力、信念 、认同、使命。圜基于此，学校注重从 

信念、认同、使命等思想价值角度引领教师发 

展，提升教师的思想价值与专业情操。叶澜教授 

认为，教师成长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在 

“生存关注” “任务关注” “自我更新”三个不 

同的发展阶段 ，教师的关注点不同。自我更新 

“这一阶段的教师，在学生观上，认识到学生是 

学习的主体 ；在教学观上，不再把教学看成是 

‘教给’学生如何去理解的过程，而是教师帮助 

学生去理解 ，构建 ‘意义’的过程。教学不再 

局限于帮助学生学习知识，而是要在师生互动 

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圜。 

二、研究卓越教学，追求有思想、有美感 

的教育，提升教学品质 

学校坚持开展教学研讨会，通过新课程教学 

沙龙、同课异构、主题辩论、名师讲座、名师优 

质课展示、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汇报、教师反思性 

学术研究 、集体观听与评议课例、教师学术交流 

会议、专家讲学等活动，进行多层次、系列化、 

立体化的主题研究，探索有效课堂、高效课堂， 

积极打造卓越课堂。学校提倡有思想与美感的 

教学 ，使教学符合知识发展规律与青少年成长 

规律，彰显智慧与生命的力量，促进创新人才的 

培养。 

第一，追求教学的成功、合规律与卓越，彰 

显教学的创造性，让师生感受到教学活动的创造 

美，让课堂体现出由谐趣、意趣、情趣衍生出来 

的综合美，让教学充满呈现的过程美与思想意义 

的丰富美。 

第二，努力提升教师的职业境界与价值追 

34—— 

求。为了彰显教学的张力与智慧，学校进行审美 

化价值性教学研究，将所有教学因素，如教学 目 

标 、内容、方法、手段、评价、环境等转化为审 

美对象，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美的欣赏、美的表 

现和美的创造活动，成为静态美和动态美、内在 

逻辑美和外在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进行诗意教 

学，从而提升教学品质。其具体做法是：一方 

面关注教师的人格力量 ，注重对教师的生命关 

怀；另一方面引领教师关注知识的内蕴，注重知 

识的生成过程，促使学生领悟知识建构的意 

义 ，领会知识意义的价值美 、理性美、方法美 

和形象美 ，在转知成识 、转识成智的过程 中， 

让师生感受到思维的活力 ，品尝到知识的价值 

与力量 ，让教学在知识与人的高度契合中赋予 

知识生命的色彩。 

学校引领教师把教育作为志业，矢志不渝地 

反思教育问题，关注人与知识相互融通的过程与 

条件，思考知识在学生中得以生成及形成智慧的 

过程。为实现这样的境界，教师需要关注 自我， 

修身养性，形成淡定与坚韧的品格，形成积极的 

自我认同，不断创生教学智慧，并给学生丰富的 

精神感召，激发学生探究知识奥秘，从而促使教 

师的人性、理性密切结合。 

第三，努力提升教学的品位与内涵，彰显 

教学的生命活力。研究具有思想价值与审美特 

征的教学会促使教师教学关注知识的深层结构， 

注意知识的复杂性与情境性 ，避免教学中对知 

识的简单记忆以及单一化、浅表化认识。学校 

要求教师关注对深层次问题 的创新解决能力， 

关注方法的多样性 ，关注认知策略和知识的内在 

联系与高度融通，使教学做到由学生 “学会”到 

学生 “会学”再到学生 “乐学”。教学追求需要 

“知”人合一，学生在领会知识价值的同时，满 

怀对知识的热爱与渴求，这样的教学才会更具感 

召力与启发性，让学生在知识之美中获得人生的 

价值与力量。 

第四，努力提升教学研究 的深度与高度 ， 

让教师的教学行动弥漫创造 的力量。学校努 

力追求有思想价值与审美特征 的教学 ，引领 

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从事：[作，教学有了研究 

的介入，就会融入教师自我的生命与智慧，教 

师就会孜孜不倦地审视教育现象，有效涵养自 

身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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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求卓越课堂。实施充盈思想与方法 

的教学实践与变革 

学科思想是指由学科专家提出的对尔后学科 

发展和学科学习最具影响力的那些观念、思想和 

见解。学科思想对学科方法起着指导作用 ，学科 

方法则是学科思想的具体反映。学科思想方法一 

般分为哲学层次的思想方法、一般思想方法和具 

体思想方法三个层次；也可分为宏观的思想方 

法、中观的思想方法和微观的思想方法。宏观的 

学科思想方法主要包括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学科 

的本质与特征、学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观的 

学科思想方法主要涉及学科的文化定位、学科方 

法的认识论价值与方法论价值、学科内部间的关 

系与美学研究等；微观的学科思想方法即一门学 

科各特定内容所蕴含和体现的思想方法。嗍学校 

积极实施有思想与方法的教学，凸显教学的深层 

意义、人文性和创造性，深度触及学生的心灵， 

让教学行为最优化、教学价值最大化，充分体现 

教学的发展性。例如，教师教学王安石变法时举 

例 ：王安石被罢相，司马光 (原来与王安石意见 

不合，隐退洛阳)东山再起，回开封时，欢迎的 

人把道路都围住了。这个反面事例能引发学生深 

度思考变法的困境，教师引用的史料简约具体，富 

有感染力，有利于学生结合史论进行深度历史思 

维，突出历史学科的内在思想与方法。 

学校植根 “为思维而教”的课堂教学，积极 

改善学生的心智模式 ，引领学生 自主合作与探 

究，注重生成式教学，培育学生高阶思维，激发 

学生的生命智慧与创造活力。学生只有习得具有 

思想价值的知识，才会有效领会知识的意蕴与灵 

动，生成知识与智慧，增强创生能力，并获得精 

神力量，形成可持续学习生态。 

四、深化实施 “卓越人生”校本课程，让 

学生情智和谐发展 

学校现已开设 “卓越人生”讲坛、 “品读榜 

样人物” “杰出历史人物性格解读” “科学探 

究” “环境地图制作”等百余门校本课程，以引 

领学生选择性学习、个性化发展。学校举办 “卓 

越人生”讲坛，让大师行走在校园，让学生与大 

师同行。学校坚持开展模拟联合国等 50多个校 

园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国际青年领袖学生峰 

会活动，从而培养学生追求卓越的情操。 

学校注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对在艺术 

体育、科技创新、语言文学、组织领导四大领域 

中有浓厚兴趣、突出潜能甚至有天赋的学生实施 

“英才计划”，探索卓越人：才早期培养机制。一是 

实施艺术课程、品格课程、阅读课程、专修课程 

等创新课程，对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二是学生经过 

自主研修，在已有创新基础上 ，学校实行双导师 

制——大学教师与校内教师共同指导，给学生提 

供优质的智力支持，使学生跳出孤立的个人兴趣 

圈，实现更高水平的个『生化发展。三是实施课题研 

究制度。学生个人或团队明确探索与研究方向，进 

行为期 2 3年专门领域的研究与创造。四是搭建创 

新平台，全方位开放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国际 

交流、参与国内外学术与创新活动的机会等。 

此外，学校还注意保障措施的建立。一是时 

间保障一 “免课”。为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与探 

究 ，学校允许学生每周有一到两个半天 自主安 

排。二是个性化的学业评价——“免修” “免 

考”。学生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绩，或免修个 

别学科，或申请免除个别学科的某些测试，为学 

生的创新发展提供 自由空间。三是升学支持。学 

校对取得突出创新成就的学生，依托树德中学国 

际部等资源，由学校向海内外高校推荐。近年 

来，学校 “英才计划”成果丰硕，有多位学生获 

得学科竞赛全国一等奖。学校民乐队被誉为 “巴 

蜀民乐奇葩”，多次获全国青少年民乐比赛或器 

乐比赛一等奖，多次受邀出访美国、德国等，还 

应邀参加了上海世博会的演出活动。 

树德中学既注重思想价值的引领，也注重在 

教学实践中彰显思想价值的力量，促进思想价值 

在师生心灵中的内化与生成，让师生拥有更多的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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