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如今的段玉裁中学以
优良的师资和丰富的校园活动声名
鹊起。 2017年新学年开学时，学校只
招收了 189 名学生，2019 年 9 月入
学人数已达到 425人。“我们的目标
是明年创建成为常州优质学校，5 年
后创建成为常州新优质学校。 ”谈及
学校的未来，卢凌信心满满。

让集团核心校参与新校建设，使
新校起步时就与高质量相伴，这是常
州推进集团化办学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思路。“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落脚点
就在于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常
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常仁飞说，“到
2020 年，常州全市基础教育中小学、
幼儿园增量和存量缺口合计 250所，
市教育局和各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在
规划新校建设时，必定要将集团化办
学工作一起统筹安排。 ”

如果说“名校+新建校”的集团
办学模式推动了薄弱学校的迅速
成长，实现了“公平与质量双赢”的
话，“城区校+农村校”的结对共进，
则推动了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协调了“城里与乡下”的矛盾。 目
前，常州的每一所乡村校、乡村园
都已纳入了集团化管理的范畴，各
校积极探索乡村学校与城区名优
校结对帮扶管理模式，将城镇优质
教育资源引入乡村， 为乡村教育
“强筋壮骨”。

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由星河实小、星河实小分校、礼嘉中
心小学、坂上小学、横林实小、横山
桥中心校 6 所学校组成， 后 4 所均
位于乡村。 为了让这些乡村学校跟
上核心校发展步伐， 星河实小教育
集团校长庄惠芬花了不少心思：对
每一所学校的文化系统进行规划梳
理， 为每所学校构建具有本土特色
的课程体系， 将每所学校的办学理
念具化为更丰富的实践平台……如
今， 集团内星河实小、 星河实小分

校、横林实小、横山桥中心校 4 所学
校均加入中国新样态实验校、 全国
新教育实验学校行列； 坂上小学和
星河实小分校成为江苏省“物型课
程”项目基地学校；礼嘉中心小学则
加入了省乡村品质学校的队伍中。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几所乡
村学校还充分利用庄惠芬名校长工
作室的资源， 带动附近乡镇学校一
起自发成立了 16 个乡村教师培育
站， 以区里的各学科带头人为领衔
人，助推站点学校教师的专业成长。
培育站每月至少举办一次研究活
动，包括课堂教学展示、评课议课、
座谈会、沙龙等，受到教师们的一致
欢迎。“集团化办学，最大的担忧是
优质的资源被稀释，”庄惠芬说，“所
以我们工作的重点， 就是建立一批
自产‘奶’的优质‘牧场’，而不是仅
仅将优质的‘鲜奶’往外输送。 ”

提升品质丰富内涵发展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目前常

州已经走上了集团化办学内涵发展
的快车道，在扩大规模、提供更多教
育资源的基础上， 不断提升办学品
质， 最终实现集团化办学的高品质
发展。 ”2018年 10月，在常州市集团
化办学现场推进会上， 常州市委常
委、市委副秘书长方国强（时任常州
市副市长）掷地有声。

提升集团化办学的品质， 师资
是最关键的因素。 常仁飞告诉记者，
近两年， 该市积极探索集团教师统
一招聘、 内部梯队培养人才的新机
制，并于今年 3 月出台了《关于创新
干部和教师管理机制推进教育集团
化办学的若干意见》。 集团招聘的新
教师可由集团统一配备带教师傅，
制定专业发展规划， 并在核心校接
受为期 1—2 年的“首站式培养”，逐
步建立起“骨干教师流动蓄水池”。

在常州市局前街小学教育集

团，仅仅 3 年，核心校局前街小学已
经向成员校龙城小学、华润小学、凤
凰新城实验小学等派出骨干教师 81
人次。 这些被派出去的教师中，很大
一部分并没有再回局小。 他们在新
校扎下了根， 凭借满腔热血与一身
才华撑起了另一片天空。

局小原副校长谢春华就是其中
之一。 2015年，她来到新开办的凤凰
新城实验小学担任执行校长， 兼任
一年级语文教师。 当时，平行班的语
文教师刚从学校毕业， 谢春华的课
堂随时向她开放， 这位新教师几乎
是听一节课上一节课， 慢慢摸清了
“门道”。 此后，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
走进了谢春华的课堂， 谢春华也时
不时在年轻人上课时“串串门”，不
知不觉中促进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的提升。 2019年 8月，谢春华任凤凰
新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 编制也
被移入该校。 她告诉记者，自己虽然
离开了局小，但“局小文化已经成为
我的精神底色， 也将成为凤凰实小
的精神内核。 ”

“走了一个，再培养一个，虽然
累，但是值得。 ”李伟平告诉记者，如
今的局小已经和成员校之间建立了
促进教师自身“生血生肌”的完备机
制，每一个新学年开学，局小都会向
各成员校输出优秀教师， 成员校则
向核心校输入新教师， 双方人员岗
位轮换， 发挥优秀教师的团队引领
作用。 为了促进教师快速成长，局小
和成员校共同创造了“集团研发中
心”，由局小的课程研发负责人牵头
形成核心小组， 其他成员校相对应
的课程研发人员一起参与。 目前，局
小教育集团所有课程的研发， 都由
研发中心负责。

除了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常州各集团校纷纷在积极推进教育
集团特色化建设、课程建设、推动办
学内涵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比如常州实小教育集团的“树—林
课程”、二十四中教育集团的“雅慧
课堂”“情智课堂”、武进实小教育集
团的“上善+”校园文化等等。

以常州实小教育集团为例 ，
2011 年，这所百年老校与钟楼实小、
新闸中心小学、邹区实验小学、平冈
小学 4 所学校组建教育集团， 探索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集团化办
学之路。 核心校常州实小充分利用
临近青果巷的地域优势， 深入挖掘
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资源， 开发了
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青果文化》，
旨在培养学生对家乡、 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提升其艺术文化修养。 新闸
小学、 邹区实验小学则在借鉴实小
课程开发模式的基础上， 利用常州
特产萝卜干产地、新闸荷园、邹区灯
具城的地域特色，分别研发了“萝卜
干”民俗文化主题系列课程、“荷”文
化课程和邹区灯具创客文化课程，
深入推进集团化课程研究， 丰厚集
团化办学的文化底蕴。

“课程建设是提升集团化办学
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常州实小教
育集团校长杨娟玉说，“目前集团内
的各个学校都基于学生发展构建了
丰富多样、 各具特色的课程， 下一
步， 我们需要进行集团校整体课程
的架构，最终达到彼此吸纳、合作共
赢的效果。 ”

如今， 常州已提前一年实现基
础教育集团覆盖率 50%的计划，全
市力争到 2020 年， 完成市级以上
优质高中校加入教育集团比例达
到 100%， 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分
别达到 90%和 85%以上的目标，常
州教育人对此满怀信心。“集团化
办学现在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将
其真正做好，各地各校必须遵循教
育规律，因地制宜，找到最合适的
道路。 ”杭永宝说，“我们相信，未来
会更加美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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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春季 ， 失 散 多
年的弟弟与 家 里 联 系 上 。
过 程 并 没 有 像 寻 亲 节 目
中 那 样 曲 折 艰 难 ，而 是 像
在 外 漂 泊 久 了 的 游 子 想
家 了 ，给 家 里 捎 个 安 好 或
回 家 作 短 暂 栖 息 那 样 ，自
然而然 。

那是一个午后 ，暖风熏
人 。 办公室电话突然响起 ，
电 话 那 头 的 声 音 遥 远 、沉
稳而又清晰 ：“喂 ，你好 ！ 华
涛老师在你们学校吗 ？ 我
想找他接个电话 ！ ” “你是
哪位 ？ 我就是华涛啊 。 ”对
方略一停顿 ， 随后急促地
说 ： “是 我 啊 ，42 年前 送 到
山东微山县的弟弟啊 ！ ”

二弟 出 生 于 1971 年 4
月 ， 只 5 个月就经人介绍
被送到山东微山县了 。

送的那天一早 ，母亲带
着我和大弟 ， 怀里抱着二
弟 ，跟着介绍人出发了 。 父
亲死活不肯去 ， 他不愿意
把二弟送人 。 可母亲铁了
心 ，她说介绍人很可靠 ，养
父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军人 ， 弟弟送过去肯定
比在家里好 ，有前途 。

坐船到了无锡 ，母亲给
我们兄弟三人在照相馆合
了影 。 那 是 一 张 黑 白 的 2
寸照片 ， 是我们兄弟三人
唯一的童年合影 。 照片里 ，
二弟坐在童车里 ，我和大弟站在两边 ，三人都
傻傻地望着镜头 ，满脸天真与懵懂 ，全无分离
的伤感 。 这些年 ，母亲把照片压在镜框里 ，每
年雨季过后 ， 她都要把照片从玻璃下拿出来
晾干 。 家里买了数码相机后 ，我把它翻拍成电
子照片 ，存放在了电脑里 。

当时我们拍完照片 ，赶到火车站 ，对方早
已等着了 。 那是一对年轻的军人夫妇 ， 很神
气 、很漂亮 。 女的从母亲手里接过弟弟 ，又和
母亲拉了拉手 ，就转身走向进站口 。 不知母亲
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 只记得她对着进站口站
了良久 。

按照约定 ，两家应该保持通信 ，但到年底
并无来信 ，家人焦急不安 。 于是母亲就与介绍
人一起到山东微山县寻找 。 经过多方打听终
于找到 ，但弟弟已经和养父母去了新疆 。 弟弟
的新家是个大家庭 ，有伯伯 、叔叔 、姑姑 ，还有
两个姐姐 。 他们家人很客气 ，留母亲在那里住
了一周 。 弟弟的奶奶让母亲放心 ，说他们一定
会好好抚养弟弟的 。 弟弟的名字他们也没大
改 ，只在前面加了他们家的姓氏 。

母亲遂安心回家 ， 并与弟弟的养父母常
有 联 系 。 他 们 还 曾 寄 送 给 母 亲 一 套 女 式 军
装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初 ，那 是 时 髦 的 稀 罕
物 。 军装被公社宣传队借去一直没还 ，直到
现在母亲谈起还耿耿于怀 。 几年后 ，渐无回
信 。 父母知道弟弟过得很好 ，也怕打扰他们
的生活 ，就不再写信 。 原先的信件父母一直
珍藏着 ，时不时拿出来看看 。

所 以 我 不 敢 相 信 ， 已 经 40 多 年 不 知 音
讯 的 弟 弟 ，相 隔 千 里 的 弟 弟 ，逢 年 过 节 时 父
母 口 中 经 常 念 叨 的 弟 弟 ， 怎 么 突 然 就 找 上
门 来 了 呢 ？ 他 的 声 音 真 真 切 切 ，仿 佛咫 尺 之
间 ： “我 现 在 住 美 国 旧 金 山 ， 在 硅 谷 的 一 家
通 信 公 司 工 作 ， 下 个 月 要 到 昆 山 一 家 电 子
厂 出 差 ，离 江 阴 不 远 ，想 顺 便 到 家 看 看 。 ”
“你 怎 么 找到 我 的 ？怎 么 找 到 我 的 单位 的 ？ ”
我 惊 喜 地 问 。 “这 还 不 简 单 啊 ！ ”弟 弟 笑 着
说 ， “网 上 搜 一 搜就 找 到 啦 。 去 年底 ，养 父 病
重 住 院 ，临 终 前 把 母 亲 写 给 他 的 信 给 了 我 。
我 知 道 你 在 学 校 当 老 师 ， 二 哥 和 妹 妹 在 通
讯 系 统 工 作 。 这 不 ，网上 一 搜 就 找 到 了 你 和
你的 学 校 。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妹妹在北京读书 。 母
亲到邮局给她寄东西时 ， 看到了贴在墙上的
邮政编码有微山县的 ， 就给弟弟的养父母写
了一封信 ，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 信是请弟弟老
家的叔叔转交的 ，没有回信 。 但没想到 ，这封
信竟成了弟弟几十年后寻亲的线索和桥梁 ！

一个月后 ，弟弟回来了 。 虽然一直相信他
过得很好 ， 但 40 多年没有消息的孩子站在眼
前 ，听他讲述如何读书 、出国 、成家立业 ，父母
还是喜极而泣 。 他们张罗了一桌好菜 ，全家吃
团圆饭 。 席间 ，妹妹提议建一个 “群 ”，起名 “花
园 ”。 很快 ，老父亲也学会了微信聊天 ，一家人
在群里互致问候 、商量家事 、分享图片 。

一次交流 ，我给弟弟留言 ：“人的命运和时
代紧紧联系在一起 。 把你送那么远 ，不要见怪
老人 ，在那时实属无奈 。 一直没有主动找你 ，也
不要见怪 ，他们有他们的顾虑 。 时间和距离终
究阻隔不断血肉亲情 ，科技进步让一家人虽然
天各一方 ，但又近在咫尺 。 感恩这个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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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先生 (1892—1982)被誉
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他是
公认的中国现代幼儿教育泰斗，也
是我的外祖父。 我小的时候，他与外
婆每年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
间， 都会邀集在北京的子女孙辈去
他们下榻的民族饭店或前门外的全
聚德烤鸭店聚餐。 我们这些小孩子
跟在后面听大人们聊天， 不时被摸
摸脑袋并称赞“都长这么大了”“又
长高了”。 那时我们只知道外公是一
位“民主人士”与“教育家”，但对于
其中的含义并不了解。

大约在 1971 年，那时我刚上中
学， 我和弟弟随父母第一次到南
京，住在位于太平南路文昌巷的外
公家中。 外公外婆见到我们十分高
兴，吩咐阿姨做了几道菜。 饭后，他
把我的父母请到楼上的书房聊天，
过了一会儿，母亲下楼了，父亲被
留下继续深谈。 晚上，我听父亲对
母亲说，老人家很想将自己的著作
进行整理并出版，如果有可能还想
将自己 50 岁以后的亲身经历写出
来，留给后人。 此时，父亲母亲都感
到了老人家深藏多年的炽热愿望
与急迫心情。

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楼上书房
翻看外公的藏书， 其中有一本是记
录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盛况
的画册， 外公走进房间看到我看得
着迷， 便走过来指着书中每一幅图
片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当时他兴
奋与喜悦的表情深深地留在了我的
记忆中。

母亲告诉我， 外公外婆在南京
最早的寓所在鼓楼附近的头条巷
内， 当时外公在高校教授儿童心理
学，外婆操持家务。 1920年 12月 26
日， 他们的长子一鸣在那所房子里
出生， 外公在外婆的协助下开始以
儿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长达 808 天

的连续观察、试验，这成为中国最早
的儿童个案研究。

随着一鸣发育长大， 外公为了
继续自己的研究， 同时为了实现创
办“中国化” 幼稚教育的愿望，于
1923 年春天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
实验幼儿园（当时称“幼稚园”）。 创
办初期，园内只有 12 名儿童，大多
是东南大学教授的孩子， 还有 3 名
日本儿童。 过了几年，幼儿园不断发
展，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南京城里最
有名的幼儿园。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
将这所幼儿园交给了国家，改名“鼓
楼幼儿园”。

然而，在我与外公的接触中，几
乎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更多讲起过
自己的经历， 尤其是创办鼓楼幼儿
园的往事。 几十年后，我在整理他留
下的笔记本时， 在许多文字中看到
了他对于幼儿园特质的阐释， 可称
为“四化”，即中国化、儿童化、家庭
化和环境化。

我曾听母亲说过， 外公外婆平
日里生活十分平静， 除了子女孙辈
与有关领导外， 有两拨客人到访最
使老两口感到亲切、兴奋。 其中一拨
客人是 20 世纪 40 年代外公在江
西、上海创办“幼师”“女师”时期的
学生。 在艰苦条件下， 外公创办的
“幼师”“幼专”招收了许多从沦陷区
流浪到大后方的十六七岁的女学
生， 其中有的是偷偷从家中逃婚出
来的童养媳， 有的是无家可归的流
浪学生。 他待学生如女儿，学生称他
为“校长妈妈”。 1944 年，因日寇南
侵， 外公带领 200 多名学生长途跋
涉几百里， 辗转来到一处偏僻的小
山村继续办学。 此后，分布在各地的
学生时常来家中看望或写信问候。
听我母亲讲，外公临去世前几个月，
躺在病床上一遍遍听由女儿们念的
学生来信， 口中喃喃念着每一个学

生的名字……另一拨客人是来自鼓
楼幼儿园的小朋友。 每年“六一”儿
童节， 外公和外婆总会坐着轮椅前
去鼓楼幼儿园参加庆祝活动。 而到
了元旦，他们会老早做好准备，或买
些糖果，或买些小玩具，等待小朋友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向他们拜年。
每到这些时候， 陈宅内总是充满儿
童稚嫩、清脆的歌声与欢笑。

几十年后，有一次我与母亲讨
论陈鹤琴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时代
特征， 我认为首先应该是“科学
性”，母亲却语气坚定地说道:“你说
的不对，应该是爱，一切为儿童！ ”
一年多前，母亲猝然离世，我的脑
海中时常浮现母亲说这番话时的
情形。 不久前，我带着对外公与母
亲的思念又一次来到南京。 与以往
的心情不同，当我再一次站在外公
的塑像与经过整修复原的故居小
楼前时， 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母亲、舅舅们生前为了这故居
小楼的恢复与陈列内容花费了许
多心血，在他们看来，这幢小楼的
意义不仅是为了纪念外公，更是中

国现代幼教发展的里程碑。
这次到南京， 我没有再去太平

南路文昌巷外公曾经住过的另一幢
小楼。 那里也是我小时候受到外公
外婆的慈爱、 关怀而感到无比幸福
的地方。 在那里，外公教我古诗词的
韵律，有时还叫我陪他下棋。 有一次
他带我坐人力三轮车到不远处的工
人俱乐部看了一场锡剧《海岛女民
兵》。 1979 年底，我从部队复员后路
过南京， 专程去文昌巷看望外公外
婆， 记得当时二老见到我时非常高
兴，从外面餐馆叫了好几样菜。 现在
想起来，这已经是 40年前的事情了。
听说，太平南路经过拓宽后，周边环
境改变了许多，但是文昌巷还在，外
公曾经居住过的小洋楼也仍然在，
现在的主人是谁不得而知了。 往事
如风，思念犹在。

我想起了外公写下的一段题
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
们使之胜过前人。

（注： 本文作者为陈鹤琴外孙，
现为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
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背教育 影

站在陈鹤琴先生故居前凝思
■柯小卫

常州：集团化办学的“求是”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