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多年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积极传承书院文化，弘扬书院精神，以书院精神丰

富办学思想、培育学校文化、引领课程建设、推进教学改革，着力打造校园里的上善书院，建设书院式的

幸福学校，对提升学校品质、提高学生素养、发展教育特色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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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书院精神 提升学校品质
钱爱芙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积极弘扬书

院精神、建设书院文化，着力打造校园里的上善

书院。我们认为建设书院式的幸福学校对丰富

教育内涵、提升学校品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借助书院文化，丰富办学思想

2013 年，学校对办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

和调整，确立了“上善”教育哲学，强调自信自

强、奋发进取、健康成长，善心善行、包容博爱、

民主自由。基于“上善”教育哲学，结合儿童生长

特点，我们确立了“快乐向上、幸福向善”的办学

理念，以“办一所向上向善、快乐成长的幸福学

校”为发展愿景，把培养“德善笃行、高雅智慧、

气韵生动”的上善少年作为育人目标。在这过程

中，我们引入书院文化和书院精神来谋划学校

发展，提升学校品质，确立了“打造校园里的上善

书院，建设书院式的幸福学校”的办学目标。

书院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书院精神与学校的“上善”教育哲

学相通。学校的上善书院拥有书院式的实体场

馆，可以用作开设选修课程、开展文化活动。

二、立足书院精神，培育学校文化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我们以

“上善”为主题，以弘扬书院精神为抓手，进一步

推进学校文化建设、丰富文化内涵，坚持以高品

质的学校文化影响人、陶冶人和凝聚人。

1.以书院精神提升和丰盈学校的精神文化。

一所学校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学校的教育

哲学、办学理念、校训、学校精神和“三风”。学校

的精神文化包括：“上善”教育哲学、“快乐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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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向善”的办学理念、“向上向善”的校训、“高

雅、务实、创新”的学校精神，以及“时时认真、事

事认真”的校风、“按需施教、爱生育人”的教风、

“忠诚、坚韧、卓越”的学风。这些精神文化体现

了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追求，也是激励全

校师生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我们不

仅将精神文化张贴在校园里、书写在教室里、渗

透于活动中、践行于日常管理中，还引领广大教

师融于课程与教育教学中。

2.以书院精神引领校园文化环境和设施

建设。

我们精心打造了一个空间宽敞、设施先进、

文化浓郁的上善书院。书院里有全天候开放的

季子堂，包含茶道、书道、香道、论道、棋道五大

主题空间，有利用楼道空间设立的孔子书屋、庄

子书屋、尚书屋等师生自助阅读区，有一社、二

厅、三馆、四廊、五园等自由研习区，有六室、六

坊专用技艺活动室，两街（百行街、万国街）两部

落（生活部落、创客部落）生活体验区。上善书院

倡导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确立的院训是“童

蒙养正，知行合一，读书做人”。

3.以书院精神促进班级文化建设。

各班班主任、任课教师与学生共同围绕上

善文化以及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精心设计和

布置教室内外的文化环境，提炼班级精神、设计

班名班徽和班歌，开发班本课程，开展班级文化

活动。全校 75 个班级都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书院

式教室。

4. 以书院精神提升学生各类文化活动的质

量和水平。

学生中心和少先队大队部以弘扬书院精

神、培育上善品质为目标，以锤炼优良品格、培

养家国情怀、拓展国际视野为重点，系统策划和

组织开展全校性的学生文化活动，三善礼、四赛

事、五节日等活动伴随学生走过小学六年的时

光。课程中心和各学科部以提高学生学科能力、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目标，每学期面向全体学

生至少开展一次阅读观察、实践探究、展示交流

相结合的学科专题文化活动。各班班主任结合

班级文化建设，组织学生自主设计开展主题系

列文化活动，形成本班的特色活动项目。各个层

面的文化活动都突出主体性、人文性、时代性、学

术性和实践性，以切实丰富学生文化生活、提高

学生综合素养，促进学生智慧发展、快乐成长。

三、丰厚书院精神，助推课程建设

近几年，学校在不断提高国家课程教学质

量和校本化实施水平的同时，还以“上善”教育

哲学和书院文化精神来统领校本课程的开发与

实施，构建了开放动态的上善书院校本课程体

系，并由此形成一批特色课程和精品课程。

学校的上善书院校本课程体系由“中国智

慧、悠然雅集、书院中国、中华工艺、气韵生活、

东方美学”这六大课程群组成。中国智慧课程包

括诗词歌赋、儒家“六艺”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还有形式多样的传统节日节气活动；悠

然雅集课程将“琴、棋、书、画、诗、香、茶、花”融合

起来，通过开设茶艺、书道、插花等课程，让行走

在书院里的每个人都能过上一种有传承、有层

次、有内涵的书院生活；书院中国课程旨在让学

生背上行囊，走出校门看看世界，在研学中学习

传统文化知识、访问历史古迹、考察民风民俗；

中华工艺课程使木艺、陶艺、纸艺等民间传统手

艺在书院里得到传承；气韵生活课程将田径、足

球、舞蹈以及传统的八段锦、五禽戏、太极等项

目纳入，旨在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协作精神；

东方美学课程将传统服饰、茶具器物、古典乐

器、编织、篆刻等极富东方美学元素的内容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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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赋予生活中的吃、穿、用、住以美学元素和

艺术生命，为每个生活场景赋予文化属性，滋养

生活、陶冶情操、美化心境。

我们研究课程目标内容，探索课程实施方

式，邀请专家来校指导，组织教师深入研讨，努力

使各类各门课程都做到有品位、有实效。在目标

与内容上体现尚德、务实、学术，促进学生知、情、

意、行协调发展；凸显人文性，加强优秀传统文化

和现代文明教育，着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突

出生活性，基于学生生活经验、联系社会现实生

活来选择课程内容，以此彰显课程的价值和意

义。在课程实施方式和课堂教学方式上，我们立

足书院文化的务实精神和学术精神，确立四大教

学要求：引领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思维活力、

指导学生实践操作、激励学生创意创新。学校构

建了由“阅读材料、观察生活、探究问题、实践操

练、制作创作、总结交流”形成的基本教学模式和

活动模式，引领学生在玩中学、研中学、做中学，

培养学生专注、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

我们着力提高上善书院课程的师资水平，

动员和组织全体教师参与上善书院课程的开发

与实施，要求每一位专任教师至少开发或参与

开发一门课程，组织教师开展课程开发的专题

培训、现场观摩研讨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的课程

建设能力。我们还在企业、科研机构、艺术团体

中聘请专业人员来校指导课程开发，或直接担

任兼职教师，为上善书院课程的百花齐放提供

专业支持。

四、弘扬书院精神，提升教学品质

学校课堂建设坚持“学生为本，能力为重，

情智共生”的基本理念，突出“自然、灵性、生成”

的基本特质，通过研究与实践，构建起了体现

“自然、灵性、生成”基本特质的“三段六环”基本

教学模式。一个主题或一课时内容的教学过程

主要包括自学自研、表达交流、深度探究、归纳

提炼、当堂练测、总结反思六个环节。自学自研、

表达交流环节主要是指向学习目标，布置自学

任务，组织学生开展自学预习，在预习中初步感

知、生成问题，在预习后自由表达、交流感想。深

度探究、归纳提炼环节主要是指向教学重点难

点，设计问题情境，指导学生开展阅读、实践、探

究相结合的深度学习活动，进而组织学生展示

交流，帮助学生归纳知识、提炼方法。当堂练测

环节主要是指向学习目标，进行当堂练习或当

堂检测。总结反思环节主要是引领学生对所学

内容进行整理总结，对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并联

系生活发散迁移、质疑追问。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可以根据本学科特点和具体教学内容有所变

通，依据基本模式创新出多种变式。

我们根据书院式灵动课堂的基本教学模

式和“五个一”“五个有”的教学要求，进一步完

善教师教学常规，改进教师教学评价和学生学

习评价机制，切实加强和优化教学过程管理，

将专业指导引领、团队合作研修、个人学习研

究等有机结合，组织和激励教师聚焦课程与教

学，以书院精神、创新意识和课程视野深入研

究课堂教学，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引领教师在

教学改革的研究与行动中提高教育境界、提升

专业素养、实现职业理想。

弘扬书院精神，打造上善书院，建设书院式

幸福学校的研究与行动，给学校注入了新的生

命动力，促进了学校品质提升，促进了学生优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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