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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牢文化传承根基
位于青浦赵巷镇的崧泽村，孕育

了上海的古文化。经过一系列的考古
调查和发掘，在崧泽遗址发现了一个
原始村落，距今约有五六千年，并保
存了大量的文物和史迹。!"#$ 年 %

月，崧泽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崧泽学校里，专门辟了两个楼
面开设了“崧泽文化陈列馆”。校长朱
国君说：“怎样传承好六千年的崧泽
文明？怎样建设好一所现代化学校文
化？我们认为，文化的传承必须要有
载体。因此，崧泽校园里建起了一座
藏品丰富的陈列馆，把区域文化资源
引入学校、引进课堂，以身边丰富的
乡土资源作教材，打牢学生传承民族
文化的根基。”

!&&'年，在区有关部门及文史
专家的支持下，学校投资 (&多万元
开始逐步兴建崧泽文化陈列馆，至今
共征集到照片 )$&多张，实物、模型
等 $%&多件，字画 *%幅。陈列馆面积
有 '""多平方米，分成八个小展馆，
包括崧泽堂（江南民俗苑）、青浦田山
歌馆、何氏八百年医学馆、崧泽文化
长廊、青浦解放 )"年图片展馆、诗人
沈瘦东纪念室、习理摄影展馆、赵巷
教育史馆等。如今，这一陈列馆已经
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
大课堂。
“作为以‘崧泽’命名的学校，如

何了解、敬仰和传承好璀璨的崧泽文
化，是全校师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朱
校长说，地域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要素，已经充分融入学校的日
常教学之中。

特色活动丰富多彩
在崧泽那么有着浓郁历史气息

的地方办一所家门口的好学校，切入
点在哪里？朱国君校长想到了“文化”
二字。他说：“崧泽学校成立至今，一
直在努力探索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
学校建设依托‘崧泽文化’的深厚底
蕴，从先人的成就中感受崧泽文化，
并逐渐凝练了‘刻苦、精致、合作、创
新’的崧泽学校精神。近年来，学校把
这一‘崧泽精神’与学校的教育教学
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教师队伍建设和
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体提升。学校还全
方位开展特色培育、品牌创建活动，
今天，‘崧泽文化’已成为学校校园文
化的核心，创新教育改革的抓手，推
进学校新发展的动力。

如今，在崧泽文化的引领下，学
校的特色项目活动开展得十分丰富，
如射箭、乒乓等都是市、区的优秀传
统项目，书法是市级的实验学校项
目，田歌演唱是区的民俗传承基地。
学校还把京剧表演、沪剧表演、武术、
陶艺、科技制作、书画、学校电视台等
列入了课程，聘请专家定期来校指
导。!"+!年起，学校又开始建设具有
农村特色的蔬香村、百草园、果树苑
等。!"+$年学校以创建国家级乡村
学校少年宫为契机，对各类特色校本
课程进行梳理，形成了五大类 *+门
课程，为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提
供了诸多平台。

崧泽学校的陶艺课与其他学校
不同，同学们不仅要学制陶，还要学
修补。朱校长说，这也是乡土特色，因
为，崧泽遗址发掘出的多为碎陶片，
学习补陶技术是家乡孩子的一个责
任啊。而在桃李苑里，朱校长更是兴
奋地说，正准备开设一个盆景兴趣小
组，让学校处处充满盎然生机。

转变思路提升素质
崧泽学校于 !""$ 年 % 月落成，

是由原赵巷中心小学和北崧中学合
并而成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多名学生中，外来随迁子女占到了三
分之二。几年前，一位美国的教育专
家慕名而来，在参观了校园后连声称
赞。她说，在美国的中小学，如果发现
孩子在某个方面有特长，会运用一切
资源让其成材，没想到，在中国的一
所农村学校，也会做得这么好。
“让教师的发展去成就学生的发

展。”这是朱校长来到崧泽学校后提
出的新理念。!""'年 )月,“崧泽学校
教育发展专家顾问咨询组”成立，从
此，学校的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咨询组由华东师大教授牵头，成员包
括上海市的 #&多位各门学科名优教
师。多年来,农村教育一直是中国教
育的“短板”，而崧泽学校在攻坚中的
这场翻身仗，无疑是找准了目标的。

每天下午 $时 *&分下课铃声响
起，崧泽校园里就会立即欢腾起来。
乒乓球、武术、射箭、沪剧、昆曲等 $&

多个兴趣活动小组任由学生们挑选。
办学 ##年，作为一所地处上海远郊
的农村学校，崧泽学校也曾面临过发
展困境。“几年前，尽管校舍建设很上
档次，却因师资力量薄弱而导致教学
质量不高，生源流失十分严重，现在
则是年年出现有地段外的学生主动
要求来崧泽求学。”朱国君校长说，以

前我们可能走了弯路，只会抓学生加
班加点做习题，后来我们转变了思
路，从抓教师入手，以抓教育科研促
教学效益提高。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全
面提高学生素质，开发学生的兴趣与
特长，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
的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增强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

春华秋实开心成长
长年在农村学校工作，培养了一

大批农村娃。朱国君说，这是他的幸
福，“你看，我们学校占地 #*&亩，教
学楼够气派的吧，即使和大学也有得
一比啊。”学校里的一棵紫薇树已经
*&& 多年了，另一棵白玉兰也已经
#&&多年了。两棵古树矗立在仅有 ##

年办学历史的崧泽学校里，生根、开
花，向师生们展现着春华秋实，这便
是朱校长“买树”的用意。

- 年级的韩思雨同学是赵巷土
生土长的女孩，不仅书读得好，乒乓
球也打得特别好，在最近的市运会
上，她和伙伴们获得了团体第八名的
好成绩。这得益于朱校长推行的“人
人会打乒乓，乒乓形成特色”的素质
教育思路。虽然临近初中毕业，但小
韩同学仍会每周六跑到学校来练练
乒乓，虽然没有了比赛任务，但打乒
乓似乎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个部分。
同样，'年级男生梁羽冲也是乒乓好
手，学习成绩也很不错，他说：“这里
的老师好呀，我们可以开心地学习、
开心地玩、开心地发展自己的兴趣。”

对于学校的跳跃式发展，朱校长
却说起了一个 !-年前第一个教师节
的故事：“那是 #-'%年，过第一个教
师节的景象还历历在目。那年暑假，
我调到另一所农村小学当负责人。那
所学校只有六间教室和三间辅助用
房，底矮的平房、破旧的门窗、残缺的
桌椅、杂草丛生的操场，让我的心凉
了半截。#&个老师，我最年轻，其他
的都是中老年人，最高学历是高中，
这就是我要管理的学校。因为是第一
个教师节，所以各级领导都很重视。
为了接待来开会的领导，我就借了一
块台布把破桌椅遮盖起来。岁月如
梭，如今的大都市农村学校也早已在
硬件上追上了中心城区学校。从第一
个教师节至今，我两次获得上海市园
丁奖，还成为上海市的特级校长。能
取得这些荣誉，我真的很感谢那时的
困难和磨炼……”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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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青浦区崧泽学校是一颗在农村
城市化进程中冉冉升起的新星!

"掌门人#朱国君在这里已经干了 )

年$之前$他还在多所农村中学和农
村小学里"转圈#当校长! 随着上海
越来越迈向国际大都市$ 随着上海
的优质教育离老百姓家门口越来越
近$ 朱校长和崧泽学校一同经历着
嬗变$一同育出了硕果!

&同题问答'

! ! ! !*(您最喜欢的)校园一角*是哪里+

+(喜欢我们学校的梅园和桃李

苑!那里四季芬芳" 我最喜欢的一句

话就是#春华秋实$% 没有春天的辛

勤播种!哪来秋天的硕果啊" 教育的

百花园!尤其如此"

*(影响您人生的一件作品是什么+

+(我平时最爱读的是陶行知的

书和叶圣陶的作品" 我长期在农村

学校工作! 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启

迪了我&激励了我!要把爱洒向每一

位学生" 我还是个语文老师!喜欢用

叶圣陶的优美散文去熏陶孩子们"

而且!叶老的故乡苏州甪直镇!离我

家仅 !"分钟的车程!我也算是这位

文学大家的半个小老乡吧"

*(如果请您用一种颜色代表自

己,您会选择哪种+ 为什么+

+(年轻时!我喜欢红色!它象征

着激情!充满了昂扬之气" 现在!我

喜欢蓝色!它寓意着宁静!提醒着我

要牢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的古训"

*(请您设计一款代表学校的吉

祥物-

+(我还是选梅花吧" 梅以它的

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

志奋发的激励" 在严寒中!梅开百花

之先!独天下而春" 我们在学校里建

梅园的意义就是这里"

朱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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