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利用乡土资源
开启幼儿传承优秀文化的新路径

多彩生活成就精彩童年。隐珠中心幼儿园始终秉承“让童
年在多彩生活中绽放”的办园理念，积极开展“乡土文化·多彩传
承”品牌创建系列活动，帮助孩子们在系列活动中保持童真，涵
养身心。目前，课题《幼儿园主题活动中乡土教育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研究》已成功立项青岛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并取得阶
段性研究成果。“乡土文化·多彩传承”获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走在隐珠中心幼儿园内，走廊、楼梯间、阳台等处处可见
剪纸的元素。园区依托隐珠全国“剪纸艺术之乡”及所处的地
域环境优势，开发创建了剪纸体验馆、百草园、中医药馆、民间
游戏、快乐渔村等特色体验馆，并根据不同年龄需求，制定各
体验馆活动计划。通过教师、社区志愿者、家长助教等形式，
定期组织幼儿开展以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
充分感受和体验乡土文化的魅力。

课程承载品牌，品牌滋养课程。在课程学习方面，隐珠中
心幼儿园邀请文化馆艺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王德蕊及德
蕊剪纸工作室老师、青岛大学教授等名师名家走进校园，开展

“趣味剪纸”“种识百草”“唱响茂腔”等童趣十足的课程。此
外，隐珠中心幼儿园将“乡土文化·多彩传承”系列活动带进社
区，在社区开展“大手拉小手、剪纸我能行”剪纸比赛，让居民
们共同感受剪纸的魅力，丰富的课程活动带动了居民对乡土
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成立联盟齐抓共管
一体化管理实现更高水平共享发展

据悉，隐珠中心幼儿园的公办园、民办园已达到 114 所，

面对数量庞大、层次不齐等情况，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发
展？隐珠中心幼儿园通过教育联盟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

隐珠中心幼儿园园长庄玉秀介绍，联盟采取“一个中心”
统筹管理、“十个联盟”协同管理模式，以一体化管理为基础，
建立“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联盟主导园齐抓共
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将 114 所幼儿园划分为 10 个联
盟，联盟组长由推荐产生的公办“主导园”担任，副组长则由优
秀的民办“骨干园”担任，两者协作，实施一体化管理，形成联
盟合力。

“做有温度的教育。”这是庄玉秀经常强调的一句话。
隐珠中心幼儿园打造“温情管理”模式联盟样本，联盟“主导
园”倾力相助，予以联盟各园全方位支持。联盟每月组织一
次碰头会，针对各园中出现的教学、安全、卫生等问题交流
与探讨。此外，公办园举行的教研活动、师资培训等都会邀
请联盟园参加。公办园的教研组长定期带领联盟园老师们
观摩学习环境创设、户外游戏、集体教育活动等。在此过程
中，她们相互探讨各幼儿园的亮点及创新之处，并思考如何
科学合理地安排自己幼儿园的课程、如何让游戏设计充满
童趣、如何发挥教师示范引领作用及如何激发孩子的创造
性思维等问题。她们还开展交流探讨会、“围炉茶话”，大家
各抒己见、共同研讨，推动联盟内公、民办幼儿园的共同
发展。

为促进联盟内民办园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主导园”对联
盟园的档案管理、安全排查、科学膳食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规
范。“主导园”通过组织观摩学习、规范讲解、分享模版等，手把
手指导民办园管理档案资料。此外，“主导园”常跟联盟园分
享教育资源，如协调消防大队、文化馆、社区街道等，为联盟各
幼儿园的孩子提供社区活动基地。近3年来，隐珠共有20家
民办园晋升为省一类及以上幼儿园，隐珠辖区优质办园率提
升到70%以上。

西海岸新区隐珠中心幼儿园：

让童年在多彩生活中绽放
□青报教育在线 原 赫

多彩优美的园所环境、多功能的活动区域、
崭新的现代化设施设备……高端大气且现代感
十足的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中心幼儿园让前来
参观的家长们欣喜不已。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构建区域全覆盖联盟办
园体系，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成立于1985
年的隐珠中心幼儿园于2021年11月克服了人
员、经费、机制等诸多管理困难，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历史跨越，成为了一个拥有17所
公办幼儿园、97所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1.8万
人的学前教育集团。

创校38年，隐珠中心幼儿园始终秉承“让童
年在多彩生活中绽放”的育人理念，从办学体制、
管理模式、质量提升等方面，以规范化、精细化、
品质化为准则，不断深化发展内涵，创新幼教行
业的管理模式，为园所的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
新路径。

■隐珠中心幼儿园邀请“德蕊剪纸艺术工作室”程丕昉
入园传授孩子剪纸技艺。

学生运动时的笑容真美

小学阶段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坐在教室里学习固然
重要，但在泊里小学校长王茂宗看来，让学生走到阳光下，在
体育艺术活动中拥抱健康和快乐同样重要。“我常常看见孩子
们在体育活动中展露出自信的笑容，其实这才是教育最美最
本质的样子。”

泊里小学的阳光体育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有特
色的当属在全青岛市中小学中“独一份”的独轮车社团。“一
开始是因为学生觉得独轮车很‘炫酷’，学校就顺应学生需
求购置了几十辆独轮车，成立了独轮车社团。”泊里小学自
2016 年成立独轮车社团至今，体育老师徐先华就一直担任
社团的指导教师。他介绍，独轮车社团每年面向四年级学
生招收 40 名队员，社团也常年保持在 40 人左右的规模。在
他看来，独轮车的魅力和特点在于，它是一项集益智、健身
和娱乐为一体的项目，融合了惊、险、巧、美等元素，突出锻
炼平衡能力。

社团成立至今的 7年时间里，徐先华最开始自己跟着视
频学动作要领，到现在他已经指导了近 300 名学生骑独轮
车。“学生们比我骑得好，他们的创造力很惊人，他们能骑在车
上捡起地上的水瓶，他们还摸索出了弯道骑行、原地晃车、穿
插骑行、倒行、多人转圈等花样动作。”

“独轮车很小众，市里区里也没有相关的比赛。学生练习
独轮车不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徐先
华也见证了一个小小的独轮车社团给学生们带来的影响和变
化。“有的学生早晨到学校，把书包一扔就开始练习，他们是发
自内心的喜欢。有的学生升到了更高的年级后自己购置了独
轮车，一直坚持训练。”“很多学生练了独轮车之后不仅体能提

升了，整个人也更加自信了。”

让更多学生享受运动乐趣

乡镇小学开展体育活动往往面临很多现实难题——师
资薄弱、场地不足、家长不认可等等。然而，泊里小学却着
眼学生成长，克服重重困难，系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阳光体
育活动。

除独轮车社团之外，泊里小学的阳光大课间还有人人会
跳的秧歌操、人人会舞的太极扇。泊里小学德育处主任宋桂
梅介绍，学校的现代秧歌操融合了传统秧歌和流行歌曲，深受
学生喜爱，是学校以新区乡土文化读本学习为契机，邀请校外
专业人员编排的。武术扇糅合了舞蹈动作，运动量适中，既能
让学生强身健体，又能给人美的享受，具有观赏价值。这些项
目让学生锻炼体魄的同时，又浸润了传统文化，提高了学生的
艺术素养和综合素质。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篮球、跳绳、拉丁
舞、跆拳道、二胡等艺体社团，这为学生发展兴趣、展示自我提
供了更多选择。

“今年的开学典礼上，学生表演独轮车、秧歌操、太极扇
时，在场的家长们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家长会之后，很多家长
也提出建议，希望学校多多开展艺体活动。”看到家长的认可
与支持，偏爱阳光体育运动的王茂宗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规划。

“很多孩子在幼儿园接触了大鼓，我们也想从幼儿园引入
这一项目。”王茂宗介绍，下一步学校还准备借助更多的社会
力量，引入健美操、轮滑、射击等项目。学校将充分挖掘教师
专长和潜力，开设更多社团。“我们准备将开设社团的情况加
入教师评价和班级评级体系中，以此带动师生热情，形成全校
师生人人进社团、人人有特长的局面。”可以预见，更多的泊里
孩子将在体育活动中遇到更好的自己。

西海岸新区泊里小学：

让阳光体育照亮农村娃的成长路
□青报教育在线 王敏敏 逯文祺

草地上，千名学生手持功夫扇，一招
一式尽显少年风采；操场一角，数十名骑
独轮车的学生手拉手，一会儿排成“一”
字，一会儿围成圆圈；篮球场上，满头大
汗的学生正在练习跑跳，神采飞扬；舞蹈
室里，身着拉丁服的学生翩翩起舞，自信
昂扬……在西海岸新区泊里小学，学生
在阳光体育中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增
强体魄、涵养人格。近年来，阳光体育在
照亮一批批农村娃成长路的同时，也在
不断提升着这所强镇筑基试点校的办学
内涵。

把进城读书的孩子吸引回来

董家口小学因港口发展、村庄搬迁的需要而建，是一项民
生工程。基于此，李振来提出“惠生教育”的构想。“惠生”即惠
及生命、生活、生态，惠及学生、惠及民生。

如何让这一构想落地？课程无疑是最好的抓手。李振来
将学校所有课程整合为5类：厚德、助学、艺术、创客、劳动，培
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在课程构建和实施上，学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例如助学课程中的硬笔书法，不仅书写汉字，还包括数学
里的符号、英语中的字母，因为在考试中，它们和文字的规范
性同样重要。学校还因此获评全国硬笔书法教育基地。

乡土性是乡村教育的底色，这是李振来一以贯之的理
念。在劳动课程中，他引入泊里的传统技艺——编织红席，建
设了红席文化长廊、红席博物馆，开发了泊里红席课程，增强
学生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丰富的课程为乡村学生搭建了兴趣与特长发展的广阔舞
台，在各级各类美术比赛、书法比赛、英语模仿秀、征文比赛、
创客大赛、动漫作品大赛、象棋比赛中，董家口小学累计有
260多名学生获奖。

如今，“惠生教育”渗透到学校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惠生德
育、惠生课堂、惠生人文、惠生家校合作等，成为带动学校快速发
展的引擎。近3年，平均每年有四十余名学生从城区回流就读。

向精细化管理要质量

董家口小学作为一所新建校，如何快速建设成品牌学校？
李振来认为，惠生教育的重要衡量指标就是高质量，应该从乡村
学校师生实际入手，树立“精细化管理，向常规要质量”的理念。

为此，李振来从教学常规精细化入手，实施问题导向抓集
备、精批作业重反馈、阶段复习成体系、“五课”（推门课、新教
师亮相课、青蓝共促展示课、城乡联谊课、一题多轮课）并举等

措施。同时，制定了董家口小学好课评价五标准、师徒捆绑考
核标准、各年级作业设置与批改规定、惠生悦读星级评价要求
等，确保了教学评价的精细化。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良好的习惯
可以陪伴我们终生。”这也是李振来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他
在学校建立了“三本一卡”，“三本”即课堂记录本、错题本、疑
难问题本，“一卡”指的是学生每天可以将不会的题写在卡片
上，放到老师桌子上，由老师利用空余时间解答。

精细化管理有效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习
惯，成为学校教学质量持续提升的有力保障。近年来，董家口
小学在西海岸新区质量抽测中，每年都名列前茅。

做扎根田野的一粒种子

“我愿意做一粒种子，为师生的幸福成长向下扎根。”在学校
里，李振来喜欢随时随地和学生交流。一次有学生随口说了一
句“学校的面食太单调”，他便协调餐厅用蔬菜榨汁和面，做花
样面食。李振来还给老师配备了午休折叠椅，安排了哺乳室、
洗车间……在董家口小学，师生的幸福指数可以说与日俱增。

在学校活动室中挂着几张醒目的巨幅图片——保安将哭
闹的孩子抱进学校、老师给流鼻血的学生洗脸、风雨中几名学
生为同伴捡起散落的书本……这些温暖的场景都是李振来随
手抓拍的。相比于奖杯和奖牌，这些照片更让李振来自豪与
欣慰，这些照片不仅让他感受着教育的温度，更时刻提醒他不
忘教育者的初心。

从教至今，李振来先后被评为青岛市家长学校先进工作
者、西海岸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没有轰
轰烈烈的感人事迹，李振来显得极为普通，但他是千千万万乡
村教育路上基层校长的缩影。

2023年春，泊里中心幼儿园的大班孩子们到董家口小学
体验小学生活。李振来蹲下身子与孩子亲切对话的一幕触动
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心弦。泊里中心幼儿园的老师直言：“孩子
交给你，我们放心！”

西海岸新区董家口小学：

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惠生”之歌
□青报教育在线 于 涛

“我想让农村孩子享受和城区孩子一样优质的
教育。”扎根乡村教育三十年，李振来用质朴的话道
出了自己坚守的理由。2016年，李振来被任命为西
海岸新区董家口小学校长。在这所位于泊里镇邱家
庄村的新建校，他独创“惠生教育”理念，短短7年，
学校先后获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乡村
温馨校园建设优秀案例、山东省绿色学校、山东省卫
生先进单位、青岛市高水平现代化学校、青岛市新农
村优质学校等荣誉。

■董家口小学校长李振来与学生亲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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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里小学学生练习独轮车。

幸福教育的理想追寻

在新区二中建校 70周年之际，中国教育学会发来贺信：
70年来，你校始终扎根于农村，在农村普通高中教育这片希
望的田野上，精心打造出一块成功的优质高中教育品牌，为当
地百姓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新区二中建校于 1952年，山东省藏马师范学校、胶南市
第二中学都曾是她的名字。学校是山东省第一所地处乡镇的
省级规范化学校、山东省首批高中教学示范学校、山东省“教
书育人先进单位”、山东省校本培训示范校，无数学子从这里
走出，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

2020 年，学校提出“幸福教育”理念。在校长陈家星看
来，培养会幸福生活的人是教育的终极追求，这种幸福不是简
单的快乐，而是恒久的心灵能量，教师教得幸福，学生学得幸
福，学校自然会汇聚幸福能量，拥有发展的不竭动力，更高质
量的教育便会在此发生。

让教师成为最幸福的职业

为了让每个教师都能感受到职业带来的幸福和美好，学
校实施“幸福工程”，加入全国幸福学校公益计划，邀请积极心
理学专家分享经验，为老师们指明幸福的方向和路径，并从

“三件好事”“感恩练习”“学会赞美”三方面入手，引导老师们
发现工作中的“小确幸”。

“人，就应该勇敢地搏击，你才会发现阳光是这样的灿
烂……”每天早上，新区二中的教师们都会收到一条暖心的
信息，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开启一天的工作。这是学校开展的

“每日心语”活动，也是“幸福工程”的具体行动之一。每天陈
家星都会亲自编写一条信息发布在全校教职工工作群里，激
励自己和团队一起积极正向地面对工作和生活。至今，他已

经编写了近900条。
“但最令老师们感到幸福的事，还是看到孩子们走出校园

能够阳光快乐地生活。”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教师，陈家星深
知教师的幸福来源于专业自信与学生成长。因此，学校将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的“明师工程”作为重要工作来抓，竭尽全力为教
师搭建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学新方法和教研新模式的平台，
以“理论学习促底蕴—课堂实践促内化—研讨交流促提高—搭
建平台促提升”为路径锤炼教师队伍，夯实教师育人成效。

目前，学校共有243名教师，其中，正高级教师4人，高级
教师 118人，市级以上教学能手十余人。他们在工作的点点
滴滴中寻找幸福，在专业成长中感受幸福，在育人成果中收获
最美“礼遇”。这也让他们对教育工作更加热爱，很多临近退
休的老教师仍然坚守在学校教学一线，担任班主任工作，醉心
于他们的“三尺讲台”。

让学生获得幸福成长

职业幸福感的提升也让新区二中的教师们成为了幸福的
传播者。他们对学生更加宽容、关爱和理解，并以“一生育人，
育人一生”为共同的育人追求，引领学生在幸福成长的道路上
奔跑。

走进新区二中，你会发现，教育不再是耳提面命，而是循
序渐进、久久为功。学生在生涯规划的主题班会上相互交流，
从而获得学习动力；在老师的指导下，养成做好课堂笔记、随
时总结体悟等好的学习习惯。潜移默化中，二中学子在“想
学”“会学”中，不断增强学习信心，发现学习的乐趣。

与此同时，学校通过开通定制公交专线、免费地铁接驳
车，打通学生上下学“最后一公里”；对接通讯公司打造学生专
用手机，解决学生家长沟通难的问题……而这些实打实的举
措不仅彰显学校教育温度，更化作了幸福的力量积蓄在了二
中学子最美的成长时光里，助力他们蓬勃向上，精彩绽放。

西海岸新区第二高级中学：

让学校洋溢“幸福味道”
□青报教育在线 高晶欣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有一所充满“幸福味
道”的学校：教师在这里自我攀登，坚定使命，
愉悦工作，收获尊重；学生在这里明确方向，
快乐学习，悦纳自我，多彩成长。

这就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高级中学。
学校秉承“为生命和谐发展服务，为学生一生
幸福奠基”的办学理念，将“幸福教育”融入高
品质办学的全过程，坚定不移地追求“教师幸
福——学生幸福——学校进步”的发展逻辑，
探索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为学校高质量
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高级中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