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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名学生都成人成才
———沭阳安博银河学校办学掠影

■苏洋

沭阳安博银河学校创办于
2000 年 , 是九年一贯制民办寄
宿学校 ，2008 年加盟北京安博
教育集团 ， 成为具有集团化办
学优势的学校 。 目前学校有初
中 、 小 学 共 90 个 教 学 班 ，近
5000 名在校学生 。 学校位于沭
阳县南部新城区中心位置 ，校
园布局合理，环境优美。 现代化
交 互 式 教 学 一 体 机 已 走 进 课
堂 ，图书室 、阅览室 、实验室 、书
法室 、 钢琴室等功能室配套齐
全 ；音乐室 、美术室 、舞蹈室为
学生开启艺术的殿堂 ； 图书室
拥有藏书 20 多万册 ，各类报刊
应有尽有，阅览室宽敞明亮 ，给
师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求知环
境 ；理化生实验室 ，高标准配备
实验器材 ，学生可以动手操作 ，
体验科学的魅力 ， 徜徉在知识
的海洋。 校园花团锦簇、芳香四
溢、景色宜人 ，自然景观与人文
风情融为一体，如诗如画。

近年来 ， 学校领导班子勇
立潮头 ，务实求真 ，开拓创新 ，
形成了一套完善 、科学 、规范 、
系统的管理制度 ， 推动学校教
育教学不断取得喜人成绩。 “三
尺讲台 ，终岁莫问枯荣事 ；两袖
清风 ，回首只闻桃李香 。 ”学校
现有专任教师 220 人 ， 中高级
教师 52 人 ，市 、县级学科带头
人 、骨干教师 61 人 ，教师学历
达标率为 100% ， 师资力量雄
厚 ，汇聚了一支德才兼备 、素质
精良的新型教师队伍 。 责任感
和服务意识是实现良好师生关
系的纽带 ， 是获得优秀办学成

果的关键 。 学校将 “服务意识 ”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三大关键
词之一 ， 体现了民办学校的特
殊需求 。 学校要求教师站在家
长和学生的立场上 ，为家长 、为
学校、 为学生提供热情周到的
服务 ， 自觉主动满足家长的期
望和需求 ，急家长之所急 ，想家
长之所想。 教师工作敬业，要求
严格 ， 给予学生贴心的关爱和
科学的引导 。 学校将良好的师
生关系纳入对教师的常规考评
中 ，并定期组织学生进行 “我喜
爱的老师 ”评选活动 ，以促进师
生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发展。

教学质量永远是学校的生
命线。 狠抓教学管理，提升教学
质量 ，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根本 。
教 务 处 要 求 教 师 注 重 课 前 备
课 ，提升授课能力 ，关注作业批
改 ，侧重提优补差 ，紧扣教学评
估 ，以 “有效教学”为核心 ，探求
“优质高效 ”的新型课堂 。 初中
部积极探索高效课堂 ， 根据学
生不同学情 ，实施分层教学，因
材施教 ， 充分发挥小组合作与
导学案的作用 ，提高课堂效率 。
在教学常规各项检查中 ， 分层
检查 ，逐级负责 ，及时总结 ，查
找问题 ， 进行各种形式的通报
和反馈 ， 对教师教学提出指导
性意见 。 小学部扎扎实实地开
展 “小组合作课堂 ”的研讨和比
拼 ， 定期举行教师学科组互听
互评课 、校级研讨课 、专家点评
课 、外出学习汇报课 、骨干教师
示范课 、青蓝工程验收课 、教师
基本功训练等 ， 师生在课改中

成长 ，在成长中进步 ，在进步中
蜕变 ， 把全面提升教学质量落
到实处。 2016 年 8 月，学校成功
引进由北京师范大学安博教育
研究院开发的校本课程———学
能课程 ，在一 、二年级尝试并取
得良好效果 ， 学生在课堂上的
注 意 力 和 记 忆 力 得 到 明 显 提
高 ， 同时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
惯，学习成绩得到大幅提升。

初中部努力坚持课堂教学
改革 ，积极探索高效课堂模式 ，
组建合作学习小组 ， 将传统的
“秧田 ”式座位改为以 6～8 人围
坐的合作学习小组 ， 原则上要
求每班分为 6 个小组 ， 按照组
间同质 、 组内异质的原则来分
组 ；建立 “自主 、合作 、交流 ”的
课堂教学模式 ，自主学习 、小组
合作 、交流展示 、小结质疑 ；对
学生提出了 “三声 ”要求 ，即 “讨
论轻声 ，倾听无声 ，发言大声 ”，
建立了 “组内是合作 ，组间有竞
争”的机制。 教师对表现好的小
组，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既激
发他们参与合作学习的热情 ，
又 保 证 了 课 堂 纪 律 的 安 静 有
序 。 扎实高效的课堂教学改革
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
力，也为师生的发展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 。 2017 年 ，学校在 “金钥
匙 ” 化学竞赛中获省团体二等
奖 ，“中学生与社会 ” 作文大赛
中，18 名学生获市 、 县一等奖 ，
省二等奖。学校在历年的中考中
也取得优异的成绩，考取重点高
中的人数和比率均在全县前列，
特别是 2017 年中考， 优秀率在

全县民办学校中名列第一。
学 校 以 艺 术 教 育 为 突 破

口，大力发展素质教育 ，努力培
养 “合格＋特长 ”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 。 小学部
利 用 每 天 下 午 一 节 活 动 课 时
间 ，开展艺术社团活动 ，成立了
舞蹈 、声乐 、美术 、书法 、笛子等
18 个社团， 确保每个学生至少
参加一项艺术活动 。 每学期学
校都有计划地举行绘画 、书法 、
歌唱比赛等活动 ， 扎实开展校
园 “读书节 ”“体育节”“英语节 ”
等活动 。 学校在 “六一 ”节前认
真组织 “学生素质展示会 ”，使
学生在活动中得到锻炼 ， 受到
教育 ，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主
动健康地发展 。 初中阶段的学
生对外部和自身内心世界开始
产生强烈的了解和探索欲望 ，
对这种欲望的正确引导和适当
满足十分重要 。 初中部开设了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 有拓展
学科学习的兴趣小组 ， 有培养
兴趣特长的音 、体 、美技能培养
课 ， 更有探索身边事物的综合
实践课……学生乐在其间 ，学
在其间 ，悟在其间 。 办学以来 ，
学校师生在省 、市 、县各级各类
比赛中有 5000 余人次获奖 ，器
乐合奏 《花儿与少年 》获得县文
艺汇演特等奖 ； 《打虎上山 》获
得市文艺汇演一等奖 ；《牧民之
歌 》获市特等奖 ，并代表宿迁市
参加省文艺汇演获省二等奖。

办学 18 年来， 学校深谙生
源是民办学校的生命之源 ，家
长的认可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

基础 ，坚持站在家长的角度 ，理
解家长和学生的需求 ， 同时坚
守教书育人的理想 ， 让每一名
走进学校的学生成人、成才。 学
校把 “服务 ”两个字放在所有工
作的首位 ，不论是教学服务 ，还
是生活服务 ， 学校都力争做到
服务好每一个学生 、 每一位家
长 。 后勤服务管理在学校管理
中非常重要 ， 这就要求学校不
断提升后勤服务水平和质量 。
学校有约占 80%的学生寄宿在
学校 ， 每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
能在家生活两到四天 ， 而家长
中又有约 70%的人常年在外工
作 ， 即使在假期也无暇给予孩
子更多的时间 。 孩子在学校是
否安全 、 身体是否健康成了家
长们首要关心的问题 。 为了让
家长放心 ， 学校对住校生实行
封闭式管理 ， 安排校领导和教
师住进学生宿舍值班 ， 在重要
区域安装摄像头 ，24 小时全程
监控 ， 不仅注意安装安全防范
设施 ，制度上也严格要求 ，做到
管理无漏洞 ， 确保学生校园内
的人身安全。

针对小学低年级学生好动
且自我保护能力弱的特点 ，学
校专门改造出 8 人一间的学生
宿舍套间 ，给 1—3 年级学生配
备低高度单人床 ， 细心的设计
保证了小学生的就寝安全 。 每
30 名小学生 配 备 一 名 生 活 老
师 ，管理 、帮助和指导小学生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 学校近 3
年投入 200 余万元用于学生生
活条件的改善 ， 所有宿舍配有

空调 、热水器 、卫生间 、洗漱间 、
衣柜、鞋柜，生活安全舒适。学校
同时将学生的饮食营养及身体
健康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
设立生活部 ， 学生实施 “包餐
制”，每周提前确定下周菜单，确
保学生科学用膳 ， 营养全面均
衡。 学校还加强学生就餐管理，
培养学生良好的就餐习惯，初中
部实行无声就餐和零滴洒管理，
1500 人就餐从进入餐厅到就餐
结束不到 20 分钟， 全程无一人
讲话 ，文明有序 ，餐桌上无饭菜
滴洒，不浪费一粒粮食。

历经 18 载， 学校教育教学
成绩硕果累累，先后被评为 “全
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 市 、县
级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社会
力量办学先进单位 ”“德育示范
学校 ” “诚信民办学校 ”、县 “法
制教育先进单位 ”“平安校园 ”、
市 “绿色学校 ”等 ，被国家教育
部教育发展中心评为 “全国深
化实施素质教育典型学校”。

2016 年至 2018 年 ，学校连
续 3 年 被 沭 阳 县 教 育 局 评 为
“教育教学综合考评先进单位 ”
“教研工作先进单位 ”。 2017 年
和 2018 年， 学校两次被沭阳县
委县政府表彰为 “教学质量提
升先进集体”。

成绩属于过去 ， 新的征程
就在脚下 ， 学校全体教师将继
续发扬务实求真 、 脚踏实地的
工作作风 ， 不忘初心 ， 砥砺前
行 ，努力实现 “教 ”和 “育 ”的和
谐统一 ， 继续在教书育人的神
圣道路上阔步前行！

■高邮市第一实验小学 卞龙余

一次上完课，我像往常一
样收拾教具准备回办公室，在
教室的走廊里，一名胖嘟嘟的
小男孩迎上来叫住了我，小声
地对我说：“卞老师，你为什么
这学期不做我们的美术老师
了？ ”我很奇怪，就问：“为什么
一定要我做你们的美术老师
呢？ 你们不是有新的美术老师
了吗？ ”听我这么一问，他有些
着急，忙说：“不是的，不是的，
因为你总是说我画得好，还辅
导我， 帮我在杂志上发表作
品。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股
说不出的滋味。 一句简单的回
答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我笑着
对他说：“是吗，那你以后可要
更用功了，认真学习，勤学苦
练，将来当一位画家，好吗？ ”
他开心地说“好”，就一溜烟地
跑掉了。

这个孩子叫王鹏，长得白
白胖胖，很讨人喜爱，就是胆
子有点小。 我教二年级学生
时，教过这孩子。 一次上课的
时候，学生们大都坐姿端正地
在画画，他却趴在桌子上不知
在做些什么， 而且出奇地安
静。“他在干什么呢？ ”出于好
奇，我慢慢地走了过去，原来
他也在画画，这可是我没想到
的。 他是那么认真、专心地在
完成着这幅画，而且画得非常
好。 我当时很高兴，于是在进
行作业展评的时候，第一个把
他的作业拿到前面进行了展
览，同学们也都报以赞许的目
光。 当我把美术本递给他的时
候，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
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有着一丝

激动和喜悦。
从此以后，我每次在他班

里上课， 他都表现得非常好，
画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令我
满意，我也总是有意识地对他
进行一些指导和帮助。 校园文
化艺术节橱窗布置，我更是鼓
励他将自己的作品放在里面
展示。 有时，我也会把他的绘
画作品向杂志社编辑推荐，并
得以发表。 没想到我不经意的
举动竟然让学生铭记于心。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做课堂
上“发号施令”的人，而要走近
学生、关心学生，做他们的领
路人和朋友，多给他们一点成
功的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成功
的喜悦。 学生享受成功带来的
喜悦的时候，不也是我们教师
最幸福的时刻吗？

幸福是每个人的梦想，每
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幸福的。 教
师的幸福是什么？ 一些教师觉
得自己不幸福，认为自己“起
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
比驴多”。 而像我这样的美术
教师， 可能会面临领导不关
注、学生不在乎、家长不重视
的情况， 评优晋级还比别人
晚，照理来说就更不会知道幸
福是什么了！ 但我最欣赏这样
一句话———觉得自己幸福的
人他就是幸福的。 因为真正的
幸福是自己内心的体会。 当我
把发表有学生作品的杂志样
刊发给孩子时，看到孩子们高
兴地互相传阅杂志，幸福感便
油然而生。

课堂上，我常借鉴《大苹
果》《艺术创想》《少儿美术》
等杂志中的一些优秀课例 ，

吸取它们的精华， 渗透运用
到教学中，孩子们学得愉快，
我也教得轻松。 有时候，我会
依据教学需要， 结合杂志的
一些主题， 让孩子们认真准
备作品。 每节美术课上，我都
带上数码相机， 给学生作业
中优秀的作品进行拍照，捕
捉孩子们创作的镜头， 作为
资料收藏。 我把其中优秀的
作品推荐到杂志编辑部 ，同
编辑们进行沟通、交流，于是
便有了 《奇形怪状的房子》
《大家一起来找鱼》《幸福连
着你我他》《五彩祥龙》《冒险
游乐园》《放大镜里的故事》
等课例的诞生。当我把刊登这
些课例的杂志样刊带到班上
发给孩子们时，那是全班最激
动人心的时刻。看着孩子们的
那股高兴劲， 我心里也很激
动。 课下，孩子们互相传阅杂
志的兴奋场景，时常在我脑海
里闪现。 其实，作为一名美术
老师，还有什么能比“让孩子
喜欢上你的课”更重要呢？ 现

在，我所教的孩子都以能让我
拍他们的作品而高兴。 因为孩
子们知道我对他们的要求比
较高， 凡被我拍过的作品，就
有可能在报刊上发表。 课后，
常有孩子问我：“老师，杂志上
的手工、绘画真有趣。 下一期
的主题是什么呀？ 我也想试
试！ ”除了杂志主题征稿的作
品外，教学中，我也会教孩子
们做一些杂志上的手工课例，
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法、
材料、内容上的创新，收到了
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切为了孩子，孩子们的
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通过同孩
子们一起学习，不但促进了我
个人的专业发展，而且全方位
地开发了孩子们在科技 、文
艺、工艺、游戏、生活等方面的
创造潜能， 并培养了环保意
识，让孩子在思考、探索的无
穷乐趣中开阔眼界、 灵巧双
手、玩出个性、玩出智慧！

做一个幸福的美术教师，
路在远方，我在路上……

做一个幸福的美术教师
人生行板

教育行思 大约是两周前， 我跟往常一样，背
着黑色双肩包，里面有相机、书、笔、水
杯、充电宝、巧克力、园林卡等一大堆杂
碎，去赴婚宴。返回途中，我特意绕道十
里芳径， 想拍一拍这里的山山水水，就
在掏出相机的瞬间，发现它的皮革部分
居然隐隐泛起了霉斑。

当下不由得心生
怜悯， 想它常年跟随
我， 风里来雨里去，我
却很少擦拭它，也从不
曾进行防潮处理，甚至
有一回还连人带机掉
进杭州象山美院的河
里。 它命运多舛，没得
到很好的爱护，却每每
能给我惊喜。 这像极了
一种我喜欢的生活状
态，不事张扬，又有所
坚守， 如同林间修竹，
入世可作凉席消酷暑，
可配咸肉炖笋干，出世
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
天明。

有人说，透过一个
人的照片，能看到他读
过的书、 走过的路、交
往过的人。 从这个意义
上看，这些时光的碎片
如同串接的叙事，它们
让过往的一切有了某
种内在的联系，让人在
奔忙之中有了一些柔
软的依靠。以至于，因为有了一种兴致，
仿佛是得到无形的指引，人会不由自主
地对话自然，点数生命。

好比山间的那些梧桐，我拍过它们
夏天时的满地繁荫，秋天再去，已是金
声玉振， 满身黄叶在风中簌簌落下，仿
佛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又如晚霞中的几
片红叶，窃窃私语，说着人世间最体贴
的情话，暖风夕照里，句句皆温存。

再往前想， 应该是春日的雨后，苏
州城一个游人稀少的园林里，那样长久
地流连于白墙前的花、 花窗下的竹、竹
枝间的风和风中润湿的泥土气息，平平
淡淡度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

而要说近一年来最打动我心的场
景和声响莫过于隆冬时分，一场冰雪过

后，西太湖边，满湖冰碴在阳光照耀下
渐次消融， 发出金戈铁马般的铿锵之
声，美得动人心魄。

这些，都是季节的馈赠，也是时间
的传奇。 而关于时间，诗人林白说得再
妙不过，从一月到十二月，从大雨滂沱、

蔷薇花开、草木丰盛、麦浪滚
滚到云在青天水在瓶，句句读
来俱是景物，却字字晕开了人
的心思。

所以我特别难忘照片中
这样的场景： 从楼上俯瞰外面
的道路，深秋时节，行道树叶正
绿中泛黄， 一辆辆白的黑的红
的汽车疾驰而过， 树下的人行
道上，俱是匆匆行走的路人，我
目睹他们每个人正从季节里呼
啸而过，而我又何尝不是。

我也特别感慨那一次专程
回母校探访，心心念念要去看门
前的一条老街，却见证着它的日
渐衰败，一个中年男人专心致志
地修理电器，一条黄狗旁若无人
地打着哈欠，谁能想到，20多年
前，这可是一群高中生心中的塞
纳河与翡冷翠。

还有在梁溪河边散步，大
好春光，满树繁花下迎面走来
一个拄着拐棍步履维艰的老
人； 在南京乡下的一个水库
边，满眼空旷中看到水边一个
清洗单车的骑士；在桐庐戴家
山， 一位畲族老人倚门而立，

平静注视着我的镜头……他们总是能
勾起我的情思，也总是勾连着一些久远
的典故，让人一不小心就走进了心灵与
时间的深处。

因为留意这些季节里的风景， 也因
为还相信那些时光里的故事，所以，当我
身背一架霉迹斑斑的“狗头” 相机的时
候，也偶然能得到别样的感触与光亮。

当然，无论如何，时间终是奔腾，越
是年岁增长，人心越易松动，对于世易
时移常常有种坦然的放弃与妥协，如黄
沙漫过浅草，似溪水抵达海洋。

然后，春去春又来，浅草再度滋长，
溪水重新出发。

毕竟，世界五彩斑斓，星空辽阔，值
得我们豪迈地行走。

学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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