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辑 “大家”风范

薛家，一个特殊的地名，如今是一个有十多万人口的新型城镇。薛家实验小学，就像一

个大家庭，她有家的温馨、家的和谐。她为了每一个人，也需要每一个人，同时也成就每一

个人。

一、我们有个很大的“家”

每个空间都是我们的成长乐园

“大家薛小”是一个拥有两个校区、五千多名师生的大家庭，这是一个充满美好和生命

成长的家园，时时处处体现场景育人之善，学习生活之真，实践创造之美。

1.每个场景都育人

（1）活动场域

学校是师生生存与发展的具体时空。在这里，大家携手创建鲜明的视觉文化，让两个校

区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又相得益彰。校园广场、银杏大道、运动天地等校园大型活动区域

镶嵌在校园内，雅致宽广的广场象征着我们面向未来，博大敞亮的胸怀；茁壮成长的银杏喻

示着我们坚韧沉着，永恒无私的信念；平整敞亮的操场展示着大家蓬勃向上，永不停息的活

力。徜徉在美丽的校园，我们时时处处能感受到空间重塑对育人的价值追求，文化引领培植

师生的生命自觉。

（2）汇贤厅

汇贤厅位于至真楼一楼大厅，这既是一个接待家长、来宾的会客厅，也是呈现薛小百年

教育历史的校史厅。墙壁上“大家薛小，甲于他邑”道出了当下薛小人办学的愿景和追求；

“书院兴，临平立，弦歌不止；教育兴，教研盛，百年树人”述说着学校办学文化的传承和

创新。古朴厚重的文字，浅蓝素雅的色系，雅致精巧的家具，表现了薛小的教育人既有对过

往历史积淀的尊重和传承，又有对新时代教育理念的认同和践行。漫步其间，我们会真切感

受到“善真”教育的缘起，领略到办学品格的高远，体会到学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



（3）节气长廊

作为“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在华师大叶澜教授的倡导下，奥园校区以七彩四

季教育特色为规划主线，创设楼层连廊文化，全方位、多角度地构建具有节气、节日文化气

息，彰显自然、环境与生命同生共长的绿色空间。通过校园四季活动系列设计，让二十

四节气进课程、进课堂、进入孩子的日常生活，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自然资源。徜徉

学校，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探春、嬉夏、品秋、暖冬”的四季主题与生态文明、自然科学、

艺术人文、社会生活有机融通，踏步其中，恍如穿越两千余年的春雨秋露，历尽神州大地的

夏芒冬藏。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与独特的创造中快乐收获着，真正实现了环境育人、活动育人。



（4）主题能量站

主题能量站是分散在“博闻楼”楼梯拐角处的育人空间，有“传承家”“爱国家”“创

想家”“探索家”四大物型空间主题组合而成，与开放式阅读区融为一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校，不能没有灵魂。革命传统、学校精神是发展的不懈动

力，“爱国家、传承家”追寻红色记忆，将红色文化的思想精华和精神魅力，注入到那一面

面庄重的画面和物件中，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创想家”“探索家”是以“育人”为核心，培养“有理想、有担当、有本领”的时代

新人。孩子们在这些物型空间中通过主题阅读、场景布置等耳濡目染，传承爱国爱家的情怀，

汲取成长的精神力量。

（5）文化标识群

“若水”“智山”“智源”等文化标识，矗立在奥园校区，以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等主

题营造浓郁的校园氛围。孩子们在经典文化的滋养下，穿越时光，感受积淀，圣人的名言和

哲思犹如镶嵌在校园中的粒粒珍珠，那些都是发祥于春秋、确立在先秦、沿用至今时的人民

智慧的结晶。踏步其中，深厚的积淀鞭策着薛小人感悟善、理解真、追求美，在“至善求真”

的育人氛围中“适性扬才”。



（6）班级文化墙

为了实现“让每一面墙会说话”，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校重视年级主题墙、班级外

墙设计，与学校文化建设结合，与学生品格提升融合，通过每月一主题，如四年级的中药文

化主题，五年级的走进名著，六年级的科技教育等不同主题，实现“作品展示交流、目标展

示激发、自我管理锻炼”的育人价值。我们把班级文化墙的管理全部交给学生，让孩子们参

与墙面文化的设计、制作、布置，锻炼组织、管理和动手、协作能力。发挥每一面墙的育人

价值，充分体现年级、班级个性，灵动呈现孩子在校园的新生活，让一班一品在墙面文化中

得到外显。

2.学习生活乐陶陶

（1）临平书馆

学校图书馆作为师生的阅读场所，不仅是知识遨游的海洋，更是创意与思想交流的地方。

“临平书馆”是丽园校区新建的图书馆，命名源自“临平书院”，旨在倡导师生在不断的学

习中能面向未来，拒绝平庸，敢为争先。书馆上下两层，总面积一千一百多平米。与传统图

书馆不同，在设计上，力求用美学原理给师生创设舒适轻松的阅读氛围； 在布局上，力求

错落有致、古朴和现代融合；在功能上，力求自主阅读、影视欣赏、讨论分享、交流展示的

多维结合。漫步临平书馆，休闲阅读区、好书推荐区、交流分享区、艺术展示区……形意交

融，乐在其中，师生们畅游书海，汲取知识的力量，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



（2）阅读·家

“阅读·家”开放书吧经过精心布置，陈设文雅却又不失温馨，各有特色又互相呼应，

成为一个整体。原本空闲的区域，经过巧妙改造，点石成金，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同学们的

阅读乐园。在课余时间，同学们可以随手拿起喜欢的书本自由阅读。每个开放书吧在小管理

员的精心管理下，阅读环境优雅，阅读氛围浓厚，每到课间、午休时间，开放书吧成了学生

最爱去的场所。学生们或坐、或倚、或靠，翻阅着自己喜爱的图书，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

的琼浆玉液。学生们流连在书海里，浸润在阅读中，校园少了一分喧闹，多了几缕书香。书

香润心灵，阅读促成长。学校以开放书吧为平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培养

广大学生勤读书、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的好习惯，营造浓郁的书香氛围，推动书香校园

建设。

（3）美食·家

“美食·家”智慧厨房是学生最喜欢的活动基地之一。他们在这里开设丰富的美食课程。

包括传统面点——中秋月饼、重阳糕、冬至饺子、元宵、馄饨等；创意食品——水果拼盘、

花式甜点、西式糕点……通过“记忆中的妈妈菜”“美食分享会”“班级厨艺 PK 赛”等活

动，将食育育人的理念融入各种活动，让学生品味舌尖上的美味，体验有滋有味的童年，更

在活动中学会专注、探究、合作、分享与创造。



（4）自在聊吧

自在聊吧是学校面向学生、教师和家长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心理咨询、指导和

服务的专用场所，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聊吧以粉黄、粉蓝为主，配上可调节光线

的窗帘，给学生以温馨、柔和的感觉。自在聊吧分为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沙盘游戏室

等空间，通过游戏、主题交流等方式增进人际互动，进而了解内心情感与情绪的真实状况，

并在辅导过程中改善学生的情绪，激发学生的感情，振奋学生的精神，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非凡空间

书画室传统的设计风格给孩子创设了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激发了孩子们兴趣，让孩

子们在环境的滋养下，老师的引领下，走进艺术的殿堂，挥手泼墨，信手创作，提升表现

美的水平，提高欣赏美的能力，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播下艺术的种子。非凡空间用色彩造

型来营造艺术表现的氛围，让师生在展示作品、学习鉴赏中陶冶情操，彰显个性，激越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个人影响力。



（6）分享·家

散落在校园各处的“展示台”“小景观”“绿植角”“拐角”“空白墙”等微型空间，

是给孩子们作品展示的舞台。在创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育人环境中，给学生锻炼的平

台，孩子们只要申请并取得同意，便可以自由策划、自信表达，在各个角落施展自己的才华，

展现孩子在学校中多姿多彩的生活样态。这里有展示平台，可以分享自己的得意之作；这里

有多彩舞台，可以尽情展示一技之长。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与独特的创造中快乐收获着，真正

培养他们的分享意识、公民素养、公共精神，提升公共参与度。

（7）安全·家

“细节关乎生命，安全重于泰山。”为了使学生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安全习

惯，从而规范小学生安全行为，学校在信知楼公共区域内建立了交通、消防安全主题教育空

间。交通安全实践区域内有仿真的交通标线，有红绿灯、斑马线、各种功能的交通标志牌等；

消防安全实践区域内有消防常识、消防技能等介绍。老师们可以带领学生一起了解基本的安

全常识，一起探究公交车发生火灾时的逃生技巧和乘坐轨道交通时的注意事项，可以在综合

实践活动课上一起试着学习各种消防绳结……让每个孩子从“应知”到“应会”，全面领悟

交通、消防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3.实践创造的乐园

（1）有田·家

虽然学校地处乡镇，但由于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薛家镇成为制造业的基地、医药研

制的集聚区。区域内农田越来越少，孩子们没有干农活的经历和体验。为了让孩子们能体验

田园劳作带来的快乐，在劳动实践中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学校开辟了一方孩子们的乐土——

开心农场，他们可以在这里自由规划种植区域、自由选择种植瓜果蔬菜，每天早晚都能看到

孩子们在开心农场快乐劳作的身影。学校改扩建后，在沛学楼的南侧，重新开辟出一块田地

——“有田家”。“有田家”采用责任承包制，每一个班级申请一畦田。在这里，孩子们根

据时令，在充分调查资料和询问当地老农的基础上，种上班级自主选择的蔬菜、瓜果，并尝

试使用各种农耕农具进行劳动实践。“有田·家”开心农场成为孩子们每天必去看一看的场

所，他们见证着亲自种下的青菜、黄瓜、丝瓜、空心菜等蔬菜的生长。每一次的收割、采摘、

售卖，不仅收获了蔬菜瓜果，更多收获了成长的快乐。（沈彩虹）

（2）U博士科学院

U博士科学院是在面向未来、世界眼光的目标指引下，基于学校的科技特色而打造的一

个集 3D 打印、机器人、航模、车模等众多特色科技项目的综合活动场域。在这里孩子们可



以感受民族精华，可以环游世界，可以穿越古今中外，可以畅想未来……孩子们驾驭着 3D

打印机，重现柳榫、桥梁、地动仪等先人的智慧；操纵着机器人“爬山涉水”，在险恶的环

境中完成任务；可以在创客中心将奇思妙想转化为一幅幅作品。在这里，孩子们肆意创造，

用头脑和双手去汲取知识，锻炼能力，让“至善求真，适性扬才”的理念不断彰显。

（3）无土栽培实验区

人们印象中的蔬菜，都是种植在土地里，在薛小的无土栽培实验区，蔬菜都是种在水槽

里，凝神倾听，会听到水流的声音。用水也能种菜吗？没错，薛小的无土栽培实验区看到的

“菜地”，所采用的技术就是无土栽培。不用土壤，直接用营养液来栽培植物，该种植模式

可以有效地控制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对温度、水分、光照、养分和空气的最佳要求。没有

害虫，没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蔬菜自然更绿色健康了。孩子们在无土栽培实验区种植鲜嫩

的蔬菜，感受不一样的种植乐趣，体会科学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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