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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责任中聚焦

于区域规划中定位 于内涵发展中把脉

于教育使命中明晰

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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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行  动        1902年，张之洞奏设成立两江学堂，其中包括了小学部。

       1905年，时任校长李瑞清先生提出“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
学生若子弟” 。

       1914年，时任校长江谦在全国率先提出“调整师生关系”的命题。

       1917年，校长周维城提出“要贯通中外，博采世界的美点，求怎样
适应于中国。”

       三十年代，时任校长罗炳之提出“爱心教育”，指出“爱心教育不
外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而抽象，由爱兄弟、爱邻居……而至爱
国家、爱人类。老师与孩子交朋友，平等待人。” 

爱

          1963年《江苏教育（小学版）》刊发《育苗人》一文。文中将斯
霞老师的教育思想提炼为“童心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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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母爱

          1963年《江苏教育（小学版）》刊发《育苗人》一文。文中将斯
霞老师的教育思想提炼为“童心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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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现代斯霞型教师成长的研究》结题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斯霞儿童教育思想发展中的课程校本化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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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斯霞教育思想的“爱的课堂”的校本研究》成果获国家二等奖
全国教育科学一般课题

《“童心母爱”育人模式的校本建构与实践研究》 结题中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斯霞“童心母爱”育人模式及其推广样式的实践建构》结项

江苏省2016年基础教育前瞻性教育改革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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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母爱”的理论意蕴、时代诠释与学校行动 [J]..课程.教材.教法.2020.12

坚守与创新:百年名校的常青密码[J].中小学德育,2019.1

斯霞“童心母爱”教育思想的现代诠释[J]. 江苏教育研究,2020.10

时
代
行
动

破壁、聚焦、守本：让跨学科、综合性教学在学校真正发生[J].人民教育,2019.7
发现线上教学规律 支撑学生自主构建[J].人民教育,2020.7
“线上档案袋”:德育评价的新探索[J].人民教育,2018.10
四个体验:开创“爱的德育”新航道[J]. 上海教育科研,2017.9
爱的课堂教育理念下学习方式的探索[J].上海教育科研,2017.10
“童心母爱”探究性课程的校本实践[J].上海教育科研,2018.7
“爱的评价”：为了儿童的当下和未来[J].中小学管理,2019.8
跨界协同：在团队共建中涵育教师领导力[J].中小学管理,2020.9

                  ... ...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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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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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势一：城区“老”校的现实空间

潜在威胁
03 行  动 



 劣势二：“空心”老城的外围环境

劣势一：城区“老”校的现实空间

潜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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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遇二：办学规模被动扩张带来的优质师资新充实

机遇一：校舍抗震加固可能实现的物型空间新拓展

机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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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一：时代之变中的内涵发展

机遇挑战

立 德 树 人 高 质 量 发 展

03 行  动 



 挑战二：规模之变中的学校治理

挑战一：时代之变中的内涵发展

机遇挑战

立 德 树 人 高 质 量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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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二：规模之变中的学校治理

挑战一：时代之变中的内涵发展

机遇挑战

立 德 树 人 高 质 量 发 展

文 化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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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二：规模之变中的学校治理

挑战一：时代之变中的内涵发展

机遇挑战

立 德 树 人 高 质 量 发 展

文 化 建 设 运 行 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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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二：规模之变中的学校治理

挑战一：时代之变中的内涵发展

机遇挑战

立 德 树 人 高 质 量 发 展

文 化 建 设 运 行 机 制 管 理 范 型

03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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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 

人全面完整的生长
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凸显实验精神
研究品质 

聚焦育人实践
迭代创新 传承发展

童心母爱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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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

学生发展 教师发展 学校发展 育人实践

生命滋养 成就卓越 辐射影响 综合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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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育人体系

育人质量

育人保障



坚持“文化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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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涵育” 秉持“实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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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涵育” 秉持“实验创新” 探索“协同共生”

03 行  动 
发展策略



敬 请 指 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