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金雷）!"#$年 $月 !%日
至 !$日，由远播教育研究院和上海市闵行中
学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生涯教育创新研讨
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和闵行中学举行。来自北
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基础教育的专家、华
人生涯教育的学者以及一线教师，共同探讨
中国的生涯教育创新工作，并以生涯教育的
基层中学为现场分析研讨案例，总结实务探
索和实践创新经验，为中国教育科学化发展
贡献力量。
会议中多位生涯领域专家分享了自己的

经验。作为中外基础教育对比研究的知名学
者，严文蕃教授从脑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
学综合推进生涯教育的角度，探讨了“为什么
在做生涯的过程中孩子会不一样”的崭新视
角。作为台湾中学生涯教育框架结构的设计

者，郭祥益博士从时代、科技与文化的脉络开
讲，结合中西方生涯发展教育的对比，透彻分
析当代台湾生涯发展教育的规划运作模式，
同时对生涯发展教育的未来面貌、发展方向
进行了深度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乔
志宏教授就新高考体系下中学生生涯教育的
具体推进问题做了报告。远播教育研究院执
行院长钱静峰分别就“中国青少年生涯地图
的绘制”“生涯规划和高考衔接的关系”“高考
改革下的分层走班”三个生涯热点话题做了
专题解读。
闵行中学校长何美龙表示，近年来上海

学校的生涯教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如何把
生涯教育实践和学生发展的自我统一有机整
合在一起是此次论坛需要重点探讨的课题之
一。会上，心理教研组长葛庆华老师给参会的

老师们展示了一堂“我是大咖”生涯示范课，
游戏与教学相结合，寓教于乐，教会学生追逐
梦想、付诸行动。

远播教育集团董事长李霞表示，大陆基
础教育阶段的生涯教育刚起步，远播会吸取国
内外的经验和优势，汇聚权威专家和团队，研
发适应不同层次学校需求的综合解决方案。北
师大远播青少年生涯教育研究中心同时揭牌，
远播教育研究院线上发布两个生涯教育平台
“学职群”和“生涯云”，前者邀请全国各地的大
学生以录制演讲的方式分享他们的求学与工
作经验，通过这样的管道让高中生能够获得第
一手最直观最准确最详细的大学专业信息；后
者作为国内首家建制在互联网、融合软硬件的
数据云平台，内含多模块课程资源包，满足教
师多元化教学需求，达成多赢教学效果。

绘制中国青少年生涯成长地图
第一届中国生涯教育创新研讨会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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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

! ! ! !本报讯（记者 金雷）$月 !&日，由市教
育委员会、市气象局主办，市学生活动管理中
心及市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承办的上海市学生
气象夏令营在市气象局拉开帷幕。来自全市
'$个区县的 !!%名师生参加了夏令营活动。

气象夏令营活动主要是气象科普知识的
参观学习和体验，让师生学习如何识别各类
气象灾害；了解天气预报预警的制作过程及
各类天气信息的含义；了解遇到灾害天气时
正确的避险方法。这无疑为师生在识险避险、
自救互救方面补充了气象方面的知识。在夏
令营活动中，师生参观气象观测场、预报服
务一体化业务平台及影视制作平台，了解
了天气预报的制作流程；参加气象知识讲
座并和气象专家现场互动，对各类预警信
号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上海市中学生
气象夏令营开营

! ! ! !让校园的每一处都成为风景，让校内的
每一棵树都充满情调。走进最近整修一新的
浦东新区孙桥小学，特色的环境文化建设令
师生们陶醉其中。
学校里建有一座“快乐魔方”主题雕塑，

大厅内也布置魔力墙，此外，还在校园内散
落布置快乐十二生肖卡通雕塑，并配建相关
的成语牌。连垃圾桶也被改建成了大风车模
型，想歇息的同学还可以在快乐逍遥椅上悠
悠荡荡。每一面墙都是会说话的，比如，在校
园的外围墙上布置百家姓，让学生了解中华
民族姓氏的由来，在学生食堂的墙上布置了
中华饮食文化、美食天地；在校园内的墙壁、

走廊上，布置了快乐哈哈成长墙，书之廊、美
之廊、智之廊、乐之廊等，集吸引性、阅读性、
激励性、知识性、欣赏性、参与性、教育性于
一体。

孙桥小学有项特别的活动———动员全校
师生参加“我与树儿共同快乐成长”。全校每
一个班、每一名教师自主认养校内一棵树，建
立树木认养指示牌，在指示牌上写上有个性
的树木冠名、习性介绍、心语等，这样，校内的
每一棵树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含义。

教室是同学们学习的主要场所，孙桥小
学的每一间教室都有着灵气，充分体现出师
生们的智慧。各个班级增设了班级介绍、主题

标语牌、雨伞架、图书角（报刊架）、生物角、队
角、卫生角、班级特色版面等，让师生们天天
徜徉于快乐文化的氛围之中。
“环境也是一门课程，校园环境文化的建

设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在教育教学中，要充
分认识到校园环境作为一种隐性课程，与显性
课程一样，共同铸造出学生的全面素质。”校长
邬晓玲说出了环境建设的心得。她说，培养学
生的目标是“乐观、乐学、乐玩、乐创、乐趣”，培
养教师的目标是“乐教、乐学、乐合、乐进、乐
思、乐引”，因此，“乐在校园”就是打造一个充
满魔力的快乐校园。
“在未来的校园环境建设过程中我们要

更加凸显特色校园环境文化的打造，形成快
乐校园的环境文化品牌，力求充满创意、充满
童趣，将校园环境文化建设与特色建设融为
一身，从而丰富校园环境文化的内涵，彰显魔
幻校园环境文化特色。”邬校长兴奋地描绘起
学校的蓝图：张江校区是“大人国里的小世
界”的魔幻校园，添置缩小的世界景观雕塑、
创建开放的学生活动区域、科学创新实验室、
快乐运动室等；申江校区是“小人国里的大世
界”的魔幻校园，添置放大的学习用品雕塑、
布置动物天地；雪英校区是增添“快乐”元素，
增设快乐阅读树林等……

本报记者 王蔚

孙桥小学打造魔幻快乐文化
让校园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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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课程，难忘初心！
———记尚德实验学校国际课程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之路

国际教育，立足于全
球视野。它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广阔性，常常使教育
者要面临很多教育资源
的抉择和旷日持久的反
思。

PYP、MYP、DP三
个项目的全覆盖，使尚德
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国
际教育的领航者。
先驱，意味着更多责

任和使命。培养影响世
界的中国人，是教育者
们责无旁贷的光荣使
命。而在国际教育里，
“中国人”三字一定是大
写的楷体，它方正圆融，
它高高挺起的是蕴含着
两千多年血脉相承的中
国文化的脊梁，它隐含
着更深层的民族归属感
和深切的自豪感，它是
孩子们出国留学，面对
巨大文化冲击和认同感
迷失时，自信、宽容、坦
然面对一切的力量源
泉，它也必将是孩子们
行走世界最充满魅力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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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经典可亲
文化走进孩子心中，永远不是

以高高在上、威严的学者姿态。在校
园里，走进尚德国际部举办的“(

)*+,-.中国文化日”，相信会对这句
话有更深刻的体会。所有孩子身着
中国历朝历代、各民族服饰，教室被
装点成各具特色的朝代或少数民族
聚居地，跳高山族舞蹈，书写《道德
经》，流觞曲水之上进行传统文化的
比拼较量，风雅中华的魅力在尚德
这片乐土上显露无疑。

校外，每学期的春游、秋游，和
孩子们一起装点好行囊，北取西安，
南及开封，见证古都的历史和变迁。
低年级的孩子听不同历史时期的文
物故事，看威严肃穆的古城墙，叹气
势恢宏的秦兵马俑，见识碑林竹画
藏诗的奥秘，在行走中丈量文化的
博大精深；高年级的孩子用青春的
体力追赶着先祖的脚步，看到古都
的繁华，更体会着它的落寞，感受着
铅华退去后文化的底蕴与厚重。
同时，开设书法课程、进行书法

比赛，在假期作业里探寻汉字，在一
笔一划中，凝神屏息间，领会汉字书
写的千姿百态。在爱文字的氛围里，
亲近传统和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滋养
/0/学部，若和孩子们攀谈起

《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乃至
《道德经》等经典著述，是不用担心
他们无言以对的。孩子们从一年级
到五年级，每天风雨无阻、伴着晨晖

进行 !"分钟的分级经典诵读，课堂
上再辅以针对性的讲解，文化的种
子经年累月，便已融入血脉。

10/学部，由《红楼梦》引发孩
子们对“曹学、脂学、版本学、探轶
学”初步了解，迁移到四大名著、《世
说新语》、《聊斋志异》、《中国小说史
略》的研究。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
小说，悠游其间，对包罗万象的学问
探寻，世事人情的体察，不经意间，
铸就孩子们生命的品质和高度。

2/学部，课程中涵盖对中国文
化更深层次的探讨，儒释道精神内涵
的领会，“大道之源”《易经》的研究，
同时融入对地域文化作品《白鹿原》
《秦腔》等的学习，对中西文化差异化
的探究，最终落脚在对所学知识反
思，与美术和戏曲进行融合，以及重
新审视弘扬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对话传统
/0/学部，孩子们在《道德经》

的学习过程中，运用老子的“小国寡
民”思想烛照当前社会，很多孩子纷
纷表示“想要选择更古朴的生活方
式，这样能源危机和污染问题都将
不复存在”。也有孩子提出“科技的
发展，推动人们不断寻求更好的生
活方式”。孩子们用自己略显稚嫩却
充满思辨的回答，开启了与经典更
深度的对话。另外，结合 (3课程的
单元主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会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们进行了
名为“治国方针大讨论”的作业，在
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仁义礼
智信”、孟子的“仁政”思想中，选其
一，阐述治国方略。

10/学部，孩子们在跨学科实

践周里，深入南京，追寻历史足迹，
以“城市的变迁”为主题，从“旅游业
对南京经济的发展”，“&!" 运动对
当时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饮食
文化的变迁看南京城市的变迁”，到
“戏曲样式里看城市发展的异同”，
孩子们的智慧、对古老文明的开掘
和城市发展的脉搏一起跃动。

2/学部，孩子们在《西厢记》的
学习中，结合平权思想、对自我身份
的追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自
创剧本———《和西厢记对话》。将整
部剧作的背景推移到民国时期，莺
莺依然是那个不改痴心的女子，而
张生为救国赴美求学，使其得以有
机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文
化的冲突中思考伦理纲常。
尚德人有一个教育大梦：培养影

响世界的中国人，让青年一代在世界
舞台上凝聚成中国力量，呐喊出中国
声音，将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文化以更
嘹亮的姿态翻译给全世界！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