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气盈节　 竹韵飘香
———溧阳市平桥小学竹文化建设发展报告

平桥小学创建于１９５８年，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山村小学。学校位于溧阳最南端，这
里群山起伏，竹林茂密。２００４年学校整合周边教育资源确立了以竹文化为学校特色管
理项目，一路走来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一、概况

竹文化管理特色项目已成为平桥小学一张闪亮的名片。为了满足师生的需求，建
立一校一品，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经过集思广益，大家一致认为竹是我们学校理
想的精神符号。学校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思考，提出竹文化管理特色项目的设想。
１． 源于地域特点。平桥小学位于国家５Ａ级景区———天目湖的源头。这里山清水

秀，景色宜人，到处是青翠欲滴的竹子。竹篮、竹筐、竹箩等器物是每家每户不可或缺的
工具；竹水枪、竹高翘、竹蜻蜓等是孩子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
２． 源于对竹子所蕴含教育价值的理解。自古以来，松竹梅最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文

化气质，被人们称为“岁寒三友”。后来，人们把又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竹子的
各种品性历来被文人墨客所称颂，留下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等千古传颂的佳
句。它的品性，正是教育的真谛；它蕴含的教育价值正是提升师生行为品质，引领学校
发展的重要资源。
３． 源于学校传统和师生需求。平桥小学自办学以来教师队伍一直兢兢业业、努力

拼搏，山里的孩子更是淳朴可爱、虚心好学。学校也一直提倡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校
风；学校一直教育孩子们要做一个品行方正、热爱学习的人。师生在前行的道路上越来
越觉得需要寻找一种能够代表师生的精神象征，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学校希望通过竹文化特色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和课程文化的建设，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师生健康成长。

　 　 二、内容

学校以建设竹文化校园为目标，深入仔细地研究了竹子个体群体的生长特征及其
精神内涵，力争做到既在学校中展现竹魅力的独特，又把竹的品性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理
念和行为有机融合到一起。为此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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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深化精神文化内涵，进一步提炼升华品质
我们不断梳理了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深入研究了竹各方面的品性，依据学校的办学

理念，结合孩子在小学阶段的成长如同竹子拔节生长的类同点，努力把学校办成孩子们
的竹园、乐园、家园与学园。我们充分挖掘竹子群体生长的内涵，不断提炼、完善“三
风”建设，使得理念文化真正成为引领师生前行的明灯。“用心扶持致力求新”是我校
的教风，它意寓着全体教师要像老竹一样去扶持新竹的成长，并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学风“立根亮节虚心坚志”意在鼓励全体学生要象竹一样有坚
实的根基而不浮躁，能做到把最美的东西亮给别人，积极参加学校举行的各项活动，展
示自己的才华与才能，象竹一样做人虚心，志向坚定……学校有计划地组织教师与学生
一起学习学校三风，并进行细致解读，真正在学校进行有效落实，将三风建设内化为师
生工作、学习的自觉行为。
２． 美化校园物质环境，让特色文化显山露水
竹成为校园精神文化的象征，如何让竹无时无刻影响师生呢？那首先要有外显的

文化建设。外显文化建设如何做到美化环境，潜移默化地教育师生呢？我们认为要建
设时要仔细研究竹的生长特性、竹的历史文化、竹的精神品质等。我们从美学、文化、艺
术、教育等多个维度深入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建设校园外显文化。
学校认真研究，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并拟定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我们在校园文化建
设时有明确的主题，力争做到既美化环境，又要展现出竹的魅力，起到育人的效果。通
过多年的经营，学校竹文化育人环境已形成了“一区（竹韵园体验区）、二厅（理念大厅、
竹之韵展示厅）、一园（竹博园）”的物质文化新格局。另外，在学校大门、楼梯拐角、教
室走廊等地方都运用了竹的元素进行装饰。我们还将进一步根据师生发展的需要，美
化物质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对班级文化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要让竹之形、竹之神、竹之
品融入每一间教室。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外显文化，充分发挥其育人的功能，使师生
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３． 细化课程文化研究，让文化扎根课堂主阵地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如果学校文化不能扎根于课堂，我们认为那就是

没有血肉的躯壳。只有当学校文化融入了课堂，融入学校教育活动的各个细节之中，文
化才能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也只有这样，学校文化才能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师生的成长。
学校从课堂模式的构建、校本课程的开发、特色课程的体系辐射三个方面对学校的课程
文化进行细化的研究与管理，努力使学校的特色文化浸润我们的课堂。

（１）竹文化“扶持”课堂的研究。如何把竹文化根植于课堂教学，以此体现竹精神、
竹品质？这就需要建立新型的课堂结构形态。俗话说，“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竿来
扶持”，老竿意寓着教师，新竹意寓着学生。学校将重点进行“扶持”课堂理念研究和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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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在情境创设处“扶持”课前的情境创设时对学生进行适时点拨
程　 在合作探究处“扶持”课中学生的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时参与
形　 在相互争鸣时“扶持”课中学生在产生相互碰撞的火花时解惑
态　 在练习反馈时“扶持”课末学生对所学生知识进行总结时提炼
（２）竹文化校本课程的探索。２０１０年编印了校本课程读本《青青竹园》，书中对竹

的生长特点、精神品质、历史源流、生活文化等方面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学校组织全体
教师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竹文化校本课程的宽度，提高校本课程的实施水平。教师要
利用教材中的课程内容、课程形态、课程资源、课程实施等，促进学生体验、探究、实践能
力的提高。学校会以竞赛、研讨的形式或其它创新的方式进行校本课堂教学的研究，努
力探索一套高效的竹文化校本课程教学发展的新模式。我们筹集资金，对学校竹文化
校本课程进行重新编印并申请版权，从法律上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３）“竹文化”课程体系的辐射。我们利用竹的“虚心、有节、向上”的特有的品性，
通过班队、晨会课及活动课程，对学生进行良好道德品质养成教育。少先队以“竹苑之
星”的评比为抓手，开展各种充满趣味的活动，丰富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他们的审美能
力。在继承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在开展竹杆舞、竹莲香舞、抖空竹活动的基
础上开发出更丰富多彩的、学生乐于参与的特色体育活动。利用竹博园让学生观察竹
的生长过程并进行研究与记录，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利用小鲁班制作室辅导学生进
行竹制品加工，提高孩子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有效地利用音乐课让学生在吹奏竹笛、
竹葫芦丝、竹笙等与竹相关的乐器，提高他们的音乐素养。
４． 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在活动中体验成长
校园文化要独树一帜，就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内涵。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优我绝”。如何把竹文化做到“骨头”里去？如何把竹让更深层次地融入学生的生活？
我们一致认为特色活动是最好的载体。只有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竹的魅力，在体验中
接受竹精神的熏陶，文化才能在师生心中扎根。

（１）导游家园，乐于交际。学校组织利用“竹韵园”及“理念大厅”“展示厅”“竹博
园”等特色文化资源，加强对小导游的集训，形成梯队，力争使每班小导游队伍数量达班
级人数的三分之一。通过“小导游”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喜爱自己的学校，形成我的“地
盘”我“做主”的良好局面，又让孩子们口语交际及表演能力得到充分展示。

（２）主持节目，提高素养。学校以“翠竹苑电视台”为圆心，培养小主持人、小摄影
师、小记者队伍，让他们成为我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由此向外辐射出一系列的学生
实践活动：招聘电视台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竞聘大奖赛、参观访问、隆重的庆典活动……
学生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在积极体验中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养。

（３）动手操作，展示才能。为了丰富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操，学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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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动手操作车间———小鲁班制作室的基础上增加“竹艺编织”兴趣小组。让更多的
学生在参与这些特色活动的过程中，学到知识、得到锻炼、尝到甜头。通过这些丰富多
彩的动手操作的活动，赢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支持。

（４）参与兴趣，张扬个性。进一步贯彻落实上级对“乡村少年宫”建设要求，“竹之
韵”乡村少年宫利用周三下午综合实践活动课，开展更多的富有竹乡特色的活动，要让
更多的学生参加到校级兴趣小组及班级特色兴趣活动中来，力争让每个孩子的兴趣特
长得到发挥，让他们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张扬。从真正意义上使
“乡村少年宫”成为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５）实践体验，升华品质。乡村小学校，实践大舞台。学校继续倾力积极打造“青
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使学校特色文化起到更好的辐射作用。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与城市学校联姻，吸引城市孩子来农村体验与挑战艰苦生活。学校细化活动预案，为他
们提供活动丰富可选的菜单，让城里孩子进竹乡体验农家乐，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活
动的乐趣，体验生活情趣，体验成长的幸福。让每一位来平桥小学参加活动的营员都能
在活动中拓宽视野，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让他们在平桥小学丰
富多彩的竹文化特色活动中领略和感受竹乡生活的无穷乐趣，为今后的健康成长打下
良好的基础。

　 　 三、特色

在上级各部门的关心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学校“竹文化”管理特色项目取得显著
的成果：提炼了主题鲜明的学校办学理念、一训三风；营造了人文内涵和自然情趣交融
的校园环境；特色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开发了系列化的竹文化校
本课程；开展了以“竹文化”中心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学校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在师
生快乐成长的同时，学校也取得了多项殊荣。学校获溧阳市管理特色项目评比一等奖；
常州市第四轮学校主动发展优秀项目评比一等奖；校本课程《青青竹苑》获江苏省校本
课程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学校“竹之韵”乡村少年宫被确定为国家级乡村少年宫；被评
为常州市中小学德育特色学校；今年我们被评为常州市特色基地，并通过江苏省小学特
色文化课程基地建设的评审。《江苏教育》、《中国信息技术》、《中国教育报》等新闻媒
体大幅刊登我们的办学特色；常州电视台、溧阳电视台曾多次作过专题报道。近几年
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所学校的校长教师到校参观学习；数千名学生到校参加综合
实践活动。

“志存凌云处节节向上，情见傲雪时个个相依。”我们平桥小学师生一定会志存凌
云，相依共进，共创平桥小学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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