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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文化添动力 生活教育促成长

——江西省万载县第一小学办学侧记

丁梓秀

万载县第一小学

万载县第一小学在新生活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
依法治校，以学科建设为抓手，以课堂为主阵地，以社团活动为载体，
以集体备课教研活动为平台，引导教师勤于钻研、乐于分享、博采
众长，谋求团队专业发展与进步，实现师生为获得幸福而热爱教育、
热爱生活的目标，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促进学校可持
续发展。努力创建有特色品质、有内涵发展、有社会美誉的江西名校。

1 以“家和文化”凝聚师生
“家和万事兴”。2006年开始，一小经过改建、扩建，规模迅速扩大，

师生数量急增，但学校内部管理未能及时跟上，学校虽是一个集体、
一个大家庭，却似一盘散沙，矛盾不断。老师们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痛定思痛后，不断反省，不断磨合，不断包容，风气逐步好转，
面貌渐为改观，尤其近年来，丁校长以身作则，更新观念，创新思
路，克难奋进，砥砺前行，在她人格魅力的感召下，一小人心存感
恩，不忘来路，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发现校园有安全隐患，及时
向学校反映，年级里举行大型活动时，常常动员家属来帮忙，为完
成学校交办的任务，自觉在家里或学校加班，教学上更是你追我赶，
相帮互助，上课、听课、评课、教研，忙碌而又内心充实，紧张而
又其乐融融；在她模范表率的引领下，一小人奉献爱岗，不改初心，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班上学生生病了，赶紧送往医院，学生功
课落下了，课余时间无偿补课，学生虽然不懂事，教师依然坚守“孩
子，我看着你长大”，学生虽然顽皮、淘气，教师同样信心满满：“就
算块石头，我也要把他捂热”……自然而然，老师们把学校当成了
“家”。因此，学校趁势提出了“家和文化”的理念。

文化决定管理。学校有了“家和”这个魂，在管理上，更加注
重人文关怀，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以情“管”人，努力营造宽松民
主的“家”环境。去年，钱万红老师刚满半岁的女儿得了病，须到
市级医院做康复治疗，她很想请假一年陪护女儿，学校得知情况后，
召开行政班子会，最后，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决定破例让她请假，
钱老师非常感动，每天上午带女儿去市医院看病，还惦记着自己班
上的孩子，所以，下午回家后，又主动赶回学校，帮改作业，辅导
学困生。

学校更加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更加关注师生的幸福感、成就感、
归属感，尽量放大教师的优点，尽量使用和发挥教师的长处，扬长
避短，把人才用在刀刃上。2015 年，学校期望通过素读实验班以全
新的读书方式突破学校特色亮点工程——国学经典所遇到的瓶颈，
推动全校的诵读工程，大胆任用有个性且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彭芳老
师作为素读实验人，并迅速派她外出求取素读真经。彭芳老师不负
众望，一方面想方设法上网拜师学艺，一方面不辞劳苦远赴在山东
曲阜，遍问素读方法，同时在素读教学的过程中，她既要挑战吟诵
这种全新的诵读方法，又要顶住家长、社会、同行的质疑，但真金
不怕火炼，就这样，她带着她的实验班，带着她的素读梦，历经四
年，终于迎来了属于实验班的春天。实验班的孩子不仅能熟练掌握
诗词平仄，找出诗词中的入声字，能熟读熟背大量的经典名篇，还
能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对诗词进行理解吟诵。2016 年，在全市中小
学生经典诵读大赛上，实验班的孩子们大显身手；2018 年，在万载
“栀子花开——祭花神”活动上，孩子们的吟诵形神具备；在万载春
晚的谢灵运诗作吟诵节目中，孩子们声如天籁；2019 年，实验班在
学校大课间活动迎检、闪拍《我和我的祖国》、万载古诗栏诵读等活
动上的吟诵，均获得了家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一致好评；同年 6
月，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余卫校长工作室”来访，当实
验班的赖肖勤同学站在“大讲堂”上徐徐吟诵起《橘颂》《国殇》《渔
家傲》时，在场的老师和专家们都相信，赖肖勤同学已经替实验班
展示了这四年的所学、四年的功底。而彭老师也与孩子们一同成长着，
她被江西师大文学院邀请作为 2017 年宜春和 2019 年丰城、奉新的
国培经典授课教师。彭芳老师登上了人生的最高讲台！   

学校更加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采用倒逼的方式，让老师自我

加压，派老师外出听课、培训，回校后在全校汇报；大力实施语文
主题学习实验，并把它列为课题进行研究；安排老师撰写教学论文、
教育故事、读书心得、工作总结等；全程采取直播形式，集中进行
教研、备课；每堂公开课，老师都要在群里评课等等。经过多年锻炼，
许多老师脱颖而出，喻国芬、欧阳建英老师被邀请到兄弟学校——
黄茅中小讲座，并获得一致好评；黄芳老师经常被聘请到县进修学
校讲座；相隔百多里的宜春市慈化中小的老师特意到万载一小来磨
课，希望得到我们名师点评指导。奉新县、井冈山教体局慕名来万
载一小交流语文主题学习教学经验……

学校更加注重团队建设。万载一小充分发挥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学校难以做出的决定、难以处理的问题，交给老师们来解决，让团
队来出谋划策，既挖掘教职工潜能，又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因爱而聚、有家而安。“家和”文化的核心就是爱，其内核就是
责任，爱让学校教育有广度、有深度；责任让学校文化有生命、有
活力。

2 用国学经典浸润心灵
用书籍点亮人生，用经典浸润心灵。2006 年，万载一小实施经

典诵读活动以来，不断营造适合读书的环境，通过楼宇命名、文化
长廊、办公室文化布置、班级文化建设大赛等，发挥环境对学生的
教育与熏陶作用；浓厚阅读氛围，在教学楼设立开放式“图书室”，
学生可以在课间自由取阅，不用办理任何借阅手续；每年的寒暑假，
学校都会举行“书香伴假期”的读书活动，鼓励师生多读书，读好
书，并要求教师撰写读书心得；学校还会举行读书沙龙、悦读分享、
读书笔记评选等活动。大力实施经典诵读特色亮点工程，成立课题组，
把经典诵读编入课程表；组织精干教师编写校本教材——《经典美文
读本》，同时把它当做一个教学课题来探讨研究，用理论来指导课堂
实践，提高诵读质量；成立“鹿鸣国学素读实验班”，进行朗读、吟
诵实验；每天坚持“晨读午诵”“我要诵经典”活动，每周坚持“每
周一诵”“经典咏流传”活动；扎实开展各项活动，如微信打卡吟诵
活动，“一米阅读”、组团阅读、“汉服汉韵”、师生经典诵读比赛等；
积极参加县、市、省乃至全国的经典诵读比赛活动，激发师生诵读
热情，提升师生人文情怀与文化内涵。正如袁文希同学代表江西省
于 2016 年参加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全国国学达人挑战赛”后，说：
“是经典涵养了我，是经典让我有了全国比赛的机会与经历，是经
典让我找到自信与差距，是经典为我描绘了无限光明的未来，经典
也将引领着我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我努力并快乐着。”

3 用“生活教育”成就孩子
生活即教育，享受教育的过程即是体验生活、体验幸福的历程。

根据学校发展愿景、办学特色，该校提炼出了“新生活教育”的办
学理念，注重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充分发挥校园内外时时处处
都蕴涵着的教育元素，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在活动中受教育。所以，
我们不仅重视课堂育人、课程育人，还重视德育教育，重视实践活动。
比如该校的大课间活动（乒乓球、羽毛球、跳绳、课间跑操等）、年
级特色操（一年级的呼啦圈操、二年级的足球操、三年级的羽毛球操、
四年级的啦啦操、五年级的篮球操、六年级的剑操）、社团活动（吟
诵、纸艺、书法、围棋、绘画、舞蹈、球类等体艺社团），以及德育
处为孩子们创设的各种舞台：文娱汇演、班级足球联赛、红歌合唱
比赛、“小学生大讲堂”、垃圾分类、消防演练零距离、小小交警体验、
“寻找春天的灵动”研学旅行、“小主持人”评选、“红领巾校长助
理”评选、七彩阳光少年评选活动等，这些不断拓展延伸的活动课
程，让孩子们浸润在不一样的课堂中，从而获得了知识，掌握了方法，
培养了习惯，拓宽了视野，提高了兴趣，陶冶了情操。

“花香修人性，绿篱筑爱心”。今后，万载一小将不断加强人文
管理，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发扬“尚德求真、博采创新”的学校精神，
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积极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构建浓
浓爱意、淡淡书香的校园，让学校成为师生向往的乐土、成长的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