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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优秀创新人才培养

赋予“一师一品”教师文化新内涵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王淑英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是一所百年历史名校。一进校园，就能感受到学校具有

比花香更浓、比美酒更醇的校园文化气息。近年来，学校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研究、

先学后导主题学习校本模式研究和九年一贯制新课程体系创新研究等一系列课题，

形成了“清、正、雅、和”独特的教师金色成长文化。面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与贯彻落实、高考制度的改革、钱学森之问等，引发我们

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今年，学校致力于“优秀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的研究”。优秀创新人才的

培养有一定的制约因素与规律，其中转变教育思想与观念是前提；推行创新课程体

系是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是重点；科学研究全面渗入是保证；评价创新是导向；

而建设高水平高素养的教师队伍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核心。也就是说，未来的道路是

学生个性成长、成才创新的旅程，更是教师素养提升、走向卓越的旅程。因此，面

对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有赋予金色成长文化以新的内涵——“一师一品”培养“一

生一才”，“一生一才”成就“幸福人生”。

只有创新型教师才会培养出创新型人才，这就要求教师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具

有竞争意识和知难而进的勇气，大胆探索、创新，用新视野、新知识、新观念，构

建新教育途径和方法。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好

奇心，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异想天开；大胆质疑，不因循守旧，不盲从权威；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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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学生的个性，正面引导。创新型教师应树立“天生其人必有才、天生其才必有用”

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培养学生。同时，需要教师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研究，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提炼、总结成功的经验。

在总结中提升，形成自己独特创新的教学风格，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成就“一师一品”

专业发展与素养提升。

学校开展了以“我的一师一品教学风格”案例研究为核心的名师工程。老师们

从理念历程（讲述自己个人成长和教学理念形成的过程）、风格解析（表明并简要

诠释自己的教学风格）、案例分析（教学风格的课堂实例教学片断）、名师引领（专

家对自己教学的评价）、同伴互助（同事对自己教学的评价）和我的自画像（个人

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五个模块，将自己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融

入其中，深刻的教育思考、高超的教学艺术、持续的创新精神，让我们感慨不已。

此次丛书，总结记录了教师个性教育教学成长创新的历程和为培养创新人才奠

基的理念觉醒和文化创新。一是从教师自主成长的独特视角，展现了教师的职业生

涯规划的理念觉醒，从教师教育的本体性和生命性出发，体现教师在培优创新中自

身德性的提升和生命境界的拓展，提炼了教师成长创新的规律，引导教师品味教育

幸福与快乐。二是节选了培优创新中的典型课例、专业引领、同伴互助。教师独特

的教学风格如同金莲花一样，尽情释放，形成一种特殊气质的金色教师文化的再创

新。

希望读者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学思想与经验。是为序。

　　　　　　　　　　　　　　　　　　　　　　　2014 年 3 月



· 1 ·目　录

目　　录
（上）

第一章　我们的学校—— 一师一品源头活水

附校，让所有梦想都开花 ⋯⋯⋯⋯⋯⋯⋯⋯⋯⋯⋯⋯⋯⋯⋯⋯⋯⋯⋯⋯⋯⋯⋯⋯⋯（ 3 ）

第一节　幸福金色成长，我们这样走过 ⋯⋯⋯⋯⋯⋯⋯⋯⋯⋯⋯⋯⋯⋯⋯⋯⋯⋯⋯（ 6 ）

　幸福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 ⋯⋯⋯⋯⋯⋯⋯⋯⋯⋯⋯⋯⋯⋯⋯⋯⋯⋯⋯⋯⋯⋯⋯⋯（ 6 ）

　教育是幸福的 ⋯⋯⋯⋯⋯⋯⋯⋯⋯⋯⋯⋯⋯⋯⋯⋯⋯⋯⋯⋯⋯⋯⋯⋯⋯⋯⋯⋯（10）

　教师金色文化的成长、发展与创新 ⋯⋯⋯⋯⋯⋯⋯⋯⋯⋯⋯⋯⋯⋯⋯⋯⋯⋯⋯⋯（20）

第二节　九年文化新质，我们完美跨越 ⋯⋯⋯⋯⋯⋯⋯⋯⋯⋯⋯⋯⋯⋯⋯⋯⋯⋯⋯（33）

　九年影响一生的完美跨越 ⋯⋯⋯⋯⋯⋯⋯⋯⋯⋯⋯⋯⋯⋯⋯⋯⋯⋯⋯⋯⋯⋯⋯⋯（33）

第三节　一师一品内涵，我们这样解读 ⋯⋯⋯⋯⋯⋯⋯⋯⋯⋯⋯⋯⋯⋯⋯⋯⋯⋯⋯（37）

　一师一品吟莲韵，传承创新绽师魂 ⋯⋯⋯⋯⋯⋯⋯⋯⋯⋯⋯⋯⋯⋯⋯⋯⋯⋯⋯⋯（37）

第四节　一师一品培塑，我们这样经历 ⋯⋯⋯⋯⋯⋯⋯⋯⋯⋯⋯⋯⋯⋯⋯⋯⋯⋯⋯（42）

　执著坚守心灵信仰  传承探索教育幸福 ⋯⋯⋯⋯⋯⋯⋯⋯⋯⋯⋯⋯⋯⋯⋯⋯⋯⋯（42）

　自然、和谐、创新求实，教育之梦从这里起航 ⋯⋯⋯⋯⋯⋯⋯⋯⋯⋯⋯⋯⋯⋯⋯⋯（44）

　“一班一品”，引五彩莲花共绽芬芳 ⋯⋯⋯⋯⋯⋯⋯⋯⋯⋯⋯⋯⋯⋯⋯⋯⋯⋯⋯（46）

第二章　我们的三型名师—— 催生一师一品

第一节　美丽型名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53）

　 热情、真情、激情，唱响教育生命之歌 ⋯⋯⋯⋯⋯⋯⋯⋯⋯⋯⋯⋯⋯⋯⋯⋯⋯⋯（53）

　睿智而温情，幽默而沉稳 ⋯⋯⋯⋯⋯⋯⋯⋯⋯⋯⋯⋯⋯⋯⋯⋯⋯⋯⋯⋯⋯⋯⋯⋯（56）



· 2 · 教育是幸福的 —— 一师一品金色成长历程

　平实、自然、清新 ⋯⋯⋯⋯⋯⋯⋯⋯⋯⋯⋯⋯⋯⋯⋯⋯⋯⋯⋯⋯⋯⋯⋯⋯⋯⋯（59）

　宽松和谐、生动活泼、循循善诱⋯⋯⋯⋯⋯⋯⋯⋯⋯⋯⋯⋯⋯⋯⋯⋯⋯⋯⋯⋯⋯（62）

　激情飞扬　深邃悠远　民主平等 ⋯⋯⋯⋯⋯⋯⋯⋯⋯⋯⋯⋯⋯⋯⋯⋯⋯⋯⋯⋯（65）

　云锦织新春　迎来百花香 ⋯⋯⋯⋯⋯⋯⋯⋯⋯⋯⋯⋯⋯⋯⋯⋯⋯⋯⋯⋯⋯⋯⋯（68）

　互动与激趣共色　诱思与启智齐飞 ⋯⋯⋯⋯⋯⋯⋯⋯⋯⋯⋯⋯⋯⋯⋯⋯⋯⋯⋯（75）

　细雨润物　静待花开 ⋯⋯⋯⋯⋯⋯⋯⋯⋯⋯⋯⋯⋯⋯⋯⋯⋯⋯⋯⋯⋯⋯⋯⋯⋯（81）

　激情、委婉、亲切、自然⋯⋯⋯⋯⋯⋯⋯⋯⋯⋯⋯⋯⋯⋯⋯⋯⋯⋯⋯⋯⋯⋯⋯⋯（84）

　简洁、灵动、个性张扬，静待满园春色初绽⋯⋯⋯⋯⋯⋯⋯⋯⋯⋯⋯⋯⋯⋯⋯⋯（88）

　平实中绽放华彩，严谨中凸显活泼 ⋯⋯⋯⋯⋯⋯⋯⋯⋯⋯⋯⋯⋯⋯⋯⋯⋯⋯⋯（94）

　求真、求实、求活 ⋯⋯⋯⋯⋯⋯⋯⋯⋯⋯⋯⋯⋯⋯⋯⋯⋯⋯⋯⋯⋯⋯⋯⋯⋯⋯（97）

　亲切　动情　撼人心灵 ⋯⋯⋯⋯⋯⋯⋯⋯⋯⋯⋯⋯⋯⋯⋯⋯⋯⋯⋯⋯⋯⋯⋯⋯（102）

　平等和谐　循循善诱 ⋯⋯⋯⋯⋯⋯⋯⋯⋯⋯⋯⋯⋯⋯⋯⋯⋯⋯⋯⋯⋯⋯⋯⋯⋯（105）

　民主　严谨 ⋯⋯⋯⋯⋯⋯⋯⋯⋯⋯⋯⋯⋯⋯⋯⋯⋯⋯⋯⋯⋯⋯⋯⋯⋯⋯⋯⋯⋯（109）

　和谐、开放 ⋯⋯⋯⋯⋯⋯⋯⋯⋯⋯⋯⋯⋯⋯⋯⋯⋯⋯⋯⋯⋯⋯⋯⋯⋯⋯⋯⋯⋯（114）

　亲切自然，如涓涓细流润心田 ⋯⋯⋯⋯⋯⋯⋯⋯⋯⋯⋯⋯⋯⋯⋯⋯⋯⋯⋯⋯⋯（120）

　简约严谨　润物无声 ⋯⋯⋯⋯⋯⋯⋯⋯⋯⋯⋯⋯⋯⋯⋯⋯⋯⋯⋯⋯⋯⋯⋯⋯⋯（124）

　上善若水，润物不争 ⋯⋯⋯⋯⋯⋯⋯⋯⋯⋯⋯⋯⋯⋯⋯⋯⋯⋯⋯⋯⋯⋯⋯⋯⋯（127）

　简洁、严谨、平和，追求自己的幸福教师梦 ⋯⋯⋯⋯⋯⋯⋯⋯⋯⋯⋯⋯⋯⋯⋯（131）

　实、启、活、新，以爱育人，用爱传递 ⋯⋯⋯⋯⋯⋯⋯⋯⋯⋯⋯⋯⋯⋯⋯⋯⋯（136）

　情理交融，活跃开放 ⋯⋯⋯⋯⋯⋯⋯⋯⋯⋯⋯⋯⋯⋯⋯⋯⋯⋯⋯⋯⋯⋯⋯⋯⋯（139）

　快乐　简洁　细腻 ⋯⋯⋯⋯⋯⋯⋯⋯⋯⋯⋯⋯⋯⋯⋯⋯⋯⋯⋯⋯⋯⋯⋯⋯⋯⋯（143）

　活泼、生动、简洁、发散 ⋯⋯⋯⋯⋯⋯⋯⋯⋯⋯⋯⋯⋯⋯⋯⋯⋯⋯⋯⋯⋯⋯⋯（145）

　自然流畅，思维绽放，上学生喜爱的英语课 ⋯⋯⋯⋯⋯⋯⋯⋯⋯⋯⋯⋯⋯⋯⋯（149）

　愉悦、严谨、创意 ⋯⋯⋯⋯⋯⋯⋯⋯⋯⋯⋯⋯⋯⋯⋯⋯⋯⋯⋯⋯⋯⋯⋯⋯⋯⋯（155）

　严谨活泼　严肃幽默 ⋯⋯⋯⋯⋯⋯⋯⋯⋯⋯⋯⋯⋯⋯⋯⋯⋯⋯⋯⋯⋯⋯⋯⋯⋯（160）

　实、细、真、新 ⋯⋯⋯⋯⋯⋯⋯⋯⋯⋯⋯⋯⋯⋯⋯⋯⋯⋯⋯⋯⋯⋯⋯⋯⋯⋯⋯（164）

　探究实践综合，知识与生活并重 ⋯⋯⋯⋯⋯⋯⋯⋯⋯⋯⋯⋯⋯⋯⋯⋯⋯⋯⋯⋯（170）

　巧智慧心，以时事为基、以创新为斧 ⋯⋯⋯⋯⋯⋯⋯⋯⋯⋯⋯⋯⋯⋯⋯⋯⋯⋯（174）

　清灵、睿智育新苗 ⋯⋯⋯⋯⋯⋯⋯⋯⋯⋯⋯⋯⋯⋯⋯⋯⋯⋯⋯⋯⋯⋯⋯⋯⋯⋯（177）

第二节　风格型名师，风采彰显，做好自己 ⋯⋯⋯⋯⋯⋯⋯⋯⋯⋯⋯⋯⋯⋯⋯⋯（182）

　品读经典、文化育人，亦师亦友、亲切平和 ⋯⋯⋯⋯⋯⋯⋯⋯⋯⋯⋯⋯⋯⋯⋯（182）

　关注整体　民主平等，看到差异　耐心深情 ⋯⋯⋯⋯⋯⋯⋯⋯⋯⋯⋯⋯⋯⋯⋯（187）



· 3 ·目　录

　承载智慧、放飞激情、张扬个性，绽放生命光彩 ⋯⋯⋯⋯⋯⋯⋯⋯⋯⋯⋯⋯⋯（191）

　自然、和谐、开放，守望幸福花开 ⋯⋯⋯⋯⋯⋯⋯⋯⋯⋯⋯⋯⋯⋯⋯⋯⋯⋯⋯（194）

　简单、自然、朴实、清新 ⋯⋯⋯⋯⋯⋯⋯⋯⋯⋯⋯⋯⋯⋯⋯⋯⋯⋯⋯⋯⋯⋯⋯（199）

　民主平等　思想自由　快意酣畅 ⋯⋯⋯⋯⋯⋯⋯⋯⋯⋯⋯⋯⋯⋯⋯⋯⋯⋯⋯⋯（203）

　智慧、从容、灵活，丹心一片育桃李 ⋯⋯⋯⋯⋯⋯⋯⋯⋯⋯⋯⋯⋯⋯⋯⋯⋯⋯（206）

　朴实往往创造出自然的境界，民主让智慧绽放耀眼的光芒 ⋯⋯⋯⋯⋯⋯⋯⋯⋯（209）

　自由平等　张扬个性 ⋯⋯⋯⋯⋯⋯⋯⋯⋯⋯⋯⋯⋯⋯⋯⋯⋯⋯⋯⋯⋯⋯⋯⋯⋯（213）

　严谨治学，执著追求，静候花开 ⋯⋯⋯⋯⋯⋯⋯⋯⋯⋯⋯⋯⋯⋯⋯⋯⋯⋯⋯⋯⋯（215）

　自然、自主让思维之花绚烂绽放 ⋯⋯⋯⋯⋯⋯⋯⋯⋯⋯⋯⋯⋯⋯⋯⋯⋯⋯⋯⋯（219）

　严谨　亲切自然　平等 ⋯⋯⋯⋯⋯⋯⋯⋯⋯⋯⋯⋯⋯⋯⋯⋯⋯⋯⋯⋯⋯⋯⋯⋯（224）

　亲切自然、简约、民主，让数学课堂绽放美丽 ⋯⋯⋯⋯⋯⋯⋯⋯⋯⋯⋯⋯⋯⋯（228）

　活力、干练、和谐、开放 ⋯⋯⋯⋯⋯⋯⋯⋯⋯⋯⋯⋯⋯⋯⋯⋯⋯⋯⋯⋯⋯⋯⋯（234）

　善思、求实、和谐 ⋯⋯⋯⋯⋯⋯⋯⋯⋯⋯⋯⋯⋯⋯⋯⋯⋯⋯⋯⋯⋯⋯⋯⋯⋯⋯（238）

　自主、高效，畅享数学学习 ⋯⋯⋯⋯⋯⋯⋯⋯⋯⋯⋯⋯⋯⋯⋯⋯⋯⋯⋯⋯⋯⋯（242）

　创新灵动、睿智严谨，赏满园蓓蕾吐芬芳 ⋯⋯⋯⋯⋯⋯⋯⋯⋯⋯⋯⋯⋯⋯⋯⋯（249）

　教师一师一品展示 ⋯⋯⋯⋯⋯⋯⋯⋯⋯⋯⋯⋯⋯⋯⋯⋯⋯⋯⋯⋯⋯⋯⋯⋯⋯⋯（255）

　一师一品　展我风采 ⋯⋯⋯⋯⋯⋯⋯⋯⋯⋯⋯⋯⋯⋯⋯⋯⋯⋯⋯⋯⋯⋯⋯⋯⋯（258）

　我的教学风格 ⋯⋯⋯⋯⋯⋯⋯⋯⋯⋯⋯⋯⋯⋯⋯⋯⋯⋯⋯⋯⋯⋯⋯⋯⋯⋯⋯⋯（261）

　激情、开放，收获幸福课堂 ⋯⋯⋯⋯⋯⋯⋯⋯⋯⋯⋯⋯⋯⋯⋯⋯⋯⋯⋯⋯⋯⋯（264）

　严谨质朴，开放真实，追求师生思维火花的碰撞 ⋯⋯⋯⋯⋯⋯⋯⋯⋯⋯⋯⋯⋯（268）

　激情四射，思维绽放 ⋯⋯⋯⋯⋯⋯⋯⋯⋯⋯⋯⋯⋯⋯⋯⋯⋯⋯⋯⋯⋯⋯⋯⋯⋯（274）

　轻巧　灵动 ⋯⋯⋯⋯⋯⋯⋯⋯⋯⋯⋯⋯⋯⋯⋯⋯⋯⋯⋯⋯⋯⋯⋯⋯⋯⋯⋯⋯⋯（280）

　智慧、热情、民主 ⋯⋯⋯⋯⋯⋯⋯⋯⋯⋯⋯⋯⋯⋯⋯⋯⋯⋯⋯⋯⋯⋯⋯⋯⋯⋯（283）

　灵动与怡情共生辉 ⋯⋯⋯⋯⋯⋯⋯⋯⋯⋯⋯⋯⋯⋯⋯⋯⋯⋯⋯⋯⋯⋯⋯⋯⋯⋯（287）

　趣味、愉悦、创新 ⋯⋯⋯⋯⋯⋯⋯⋯⋯⋯⋯⋯⋯⋯⋯⋯⋯⋯⋯⋯⋯⋯⋯⋯⋯⋯（291）

　兴趣、创新、轻松、愉悦，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画家 ⋯⋯⋯⋯⋯⋯⋯⋯⋯⋯⋯⋯（295）



第一章　我们的学校

                          ——  一师一品源头活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3 ·第一章　我们的学校  —— 一师一品源头活水

附校，让所有梦想都开花
王淑英

人总是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梦想和希望，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我们克服一个又

一个困难和挑战，不断迎接——美好生命。

刚满周岁的附校正值做梦的年龄，附校的梦想就是让 117 年的老校发新枝⋯⋯我

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梦想，我的梦想也是孩子们梦想的翅膀。

我是师生梦想的助梦人：回顾这十五年梦想追寻之路是艰辛的，回忆附小的点点滴滴，

反思附小的时时刻刻，回首十五年历程，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的内心总是拥有——一股

力量。

是什么，使一所昔日的老校焕发生机？是什么，让一所流浪学校变成今日保定教育一

颗璀璨的明珠？——因为有梦想！

是什么，使一所招生曾进社区幼儿园发招生简章的学校成为儿童的美丽乐园？是

什么，让附校成为无数家长心中的向往？——因为有信念！

是什么，让十五年前九亩危房的院子、让一年前还是大泥坑的荒凉之地，成为拥

有两个校区、150 亩地、8 个年级、120 个班、学生达 6600 人的现代化花园式学校？是

什么，使学校成为全国绿色学校、全国国际象棋高层次人才基地、全国红旗大队、全国

创新型学校、全国家长管理创新单位、全国优秀家长学校？是什么，让这 200 余次殊荣

成就了附校这一保定教育最亮丽的名片？——因为有使命！

回首十五年历程，我们的内心拥有一股力量，我们最宝贵的记忆，仍然是梦想 !

成长在附校——且行且思、且思助行，艰难跋涉中，收获一路好风景

过去一学年，我们这样走过——创建高品质学校的号角已吹响，这注定是不同寻

常的一年。这一年，好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有水土不服、有痛苦挣扎；也有埋头苦干、

奋勇拼搏；更有大胆创新、敢为人先。我们没有墨守成规，更没有坐井观天，我们互相

扶持着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附校的教育长征路，经历了无数个不

眠之夜的思索，遭遇了狂风暴雨的洗礼，经受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我们，终于凤凰涅槃，

走向了明亮的那一方——作为经历者，我们是幸运的；作为创造者，我们是幸福的。我

们筛去的是不愉快和煎熬，留下的是生命中那些珍贵的体验和写满真情的记忆。

今天，让我们共同回望，回望那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它，属于你，属于我，

属于我们附校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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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有了《保师附校课程实施方案》，开创了仁智乐活一片天。能否为孩子

们的幸福人生奠基，决定了我们是在循规蹈矩中销声匿迹还是在继承发展中华丽转身。

带着对附校深沉的爱，我们梳理过去、诊断现状、展望未来。《保师附校课程实施方案》

的诞生 ，正在塑造和改变着一群人 ，让我们，一起倾听来自高层的声音——于是，有

了全国督学考察团的赞誉、有了教育部减负万里行检阅后的评价。上海督学说：“在上

海，这所学校也是示范学校，从办学规模上上海还没有。”杜司长说：“学校理念新，

课改步子大，课程有特色，学生素质高。”教育厅素质教育示范校验收说：“这所学校

不仅硬件比北京很多名校好，而且文化软实力很过硬，特色更明显。”河北省主管教育

许宁副省长视察说：“学校办得很好，非常有文化内涵，历史悠久，改革成绩突出，要

在全省推广经验。” 

第一次：有了初中部，开创了零起点办学的新纪元！永远都记得 2012 年，第一次踏

进北校区时候的情景，前广场一个很深的大坑，几十个流程都待顺利完工，购买设备申

请、招考教师报批没有着落，空、乱、前路茫茫⋯⋯我们在极度艰难反思中突破，催生

“条条大路通向成功，人人都有发展方向”的理念，民族情怀与国际视野融合，多元文

化与传承创新碰撞，特色育人体现两个“关注”——关注课程创新：提供绿色升学、科

技创新、特色发展、国际交流成才道路，设计可供不同发展潜能学生选择的仁、智、乐、

活课程，实行选课走班的“分组、分层、分类”指导学习形式，使幸福课程不仅有宽度、

广度还有了个性。关注个性舞台：激励教师彰显一师一品独特风格；开设100多个社团，

今日莲池书院、张玉奎科技创新研究院、艺术学院、国际理解学院，学生自主选择，发

掘多元潜能。于是，才有了全国创新能力大赛上战胜各省高中代表队斩获一等奖，才有

了全国说课大赛上独占鳌头的特等奖，才有了“影子校长”中肯的评价，才有了暑期英

语夏令营包揽前三甲的辉煌，才有了全国科技创新比赛辉煌的战果。这一切让我相信：

只要用心用脑，我们的教育也可焕发光彩，而敢于改革、敢于突破、敢于试验，才有幸

福的教育，才可以培养出幸福的人！

第一次：与社区共建艺术节，利用好社区的每一片叶子，开创社区工作一片天。

不仅要有勇气、有底气，还要有落地思维的视野。优化环境、捐献树景、支持笔记本、

教师节慰问金，迈出了走向社区的第一步。场馆、专业教室向社区开放，师生社区共庆

节日。我们互相扶持，携手同行。打造美丽附校，办更好的教育同铸复兴路；九年影响

一生，育卓越的人才共圆中国梦！

盘点这一学年，“更好的教育”的召唤，“文化创新道路”的自信，学校信息化、

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这一年，让所有学生感受到了校园的美丽与温馨，让所有附

校教师对自己刮目相看，让所有家长感到了附校的飞跃⋯⋯正如新华社记者评价的那

样——附校就是一个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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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家长们的心中，只为了寻求那一份附校之美，感受那

一份附校之美。在这十五年中，全体附校人将幸福教育的精华送至学生的心间、家长的

心中，所有的汗水、辛苦都是我们无怨的选择，我们将苦难演绎为幸福花开，化作了赢

得别人尊重的力量。

十五年间，曾经激扬青春，虽然容颜在岁月中渐渐消退，但被阅历磨过之后的青

春和容颜，则更显示出它特有的成熟、魅力与理性的光华。仔细凝望——这座汇聚了附

校人努力、辛苦、汗水的学校，我们可以坦然的说一声：十五年，真的无悔！

梦想在附校——坚守理想、追求价值，坚持中铸就隐形的翅膀

伟大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这样表述一个组织的成功：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长青，

能够不断走向卓越，并不是因为这个组织有个伟大的领袖，也不是因为这个组织有一群

聪明的人，而是因为这个组织中的领袖和团队成员都将组织的发展目标作为自己的使命，

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地方。

使命？生命价值？在我理解就是将心安下来，“尽本分、尽本能、求发达”——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心系附校，才能为附校发展尽力，才能将附校发展目标作为共

同的愿景，去追求、去努力、去拼搏，使命是一种来自内心灵魂深处的召唤。附校人在

为灵魂而工作，灵魂与学校捆绑在一起，遇到困难便不曾动摇，教育要用一辈子来做。

借用一位著名实业家的话：在荆棘道路上， 唯有信念和忍耐能开辟出康庄大道。是啊，

伟大的追求不只是靠力量完成的，更是靠坚定不移的信念。在附校，我们不断让自己的

幸福教育信念开花结果，让每位教师张扬个性，形成一师一品的风格，让每一个学生都

能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做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共同倾听：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有风就飞多远吧，

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

发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是啊，理想是丰满的，坚持理想是艰难的，然而我们教育者自己，必须是一个理

想和梦想的坚守者，因为很多梦想都已经慢慢实现，我们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在此中学

会了坚持，并最终为梦想翱翔。

附校这个新的生命体正在发育成长，这个生命体更具活力、耐力，更丰富、开放，

意志更坚定，目标更远大。

他——是隐形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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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幸福金色成长，我们这样走过

幸福教育模式的理论探索

一、保师附校幸福教育模式的提出

2012 年，保师附校向九年一贯制办学转轨，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零起点的初中

办学开始，每年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几十名有经验的初中教师，这些教师有着不同的教

育和成长背景，如何让他们融入附校文化并形成新的文化新质，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初中

教师团队；二是随着名校品牌的形成，原有小学教师如何消除职业倦怠，形成名师群，

发挥学校整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三是如何着眼于“九年影响一生”，传承创新学校文化，

用更广阔的视野、更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成长。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必然要深入

研究两个规律：人的成长规律和九年一贯制办学规律。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幸福的

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怀着对教育本源的追求，

我们把教育的一切都与师生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

二、国内外关于幸福教育的相关研究

我国在中小学最早提出“幸福教育”的是山东东营市胜利第四小学校长、潍坊市

北海双语学校校长高峰，他们在 2002 年开始提出并实施幸福教育，在中央教科所朱小

蔓教授和北师大肖甦教授的帮助下，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形成相互支撑。

朱小蔓教授在《情感德育论》系列中提出了“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

“幸福教育”的本质是促进学生精神的发育和发展。刘次林博士在《幸福教育论》中提

出“幸福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他对当代教育作了理性的反思。吴安春博士在北京新源

里中学等学校就幸福教育进行了研究与实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最近，部分专家、学

者从德育角度就“幸福教育”展开了论述。

教师幸福是教育幸福的前提，是引领学生走向幸福人生的重要资源。朱永新在《新

教育实验与教师专业发展》指出：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阅读、写

作、共同发展的教师专业发展的模式。肖川在《教师的幸福人生与专业成长》提出：哪

些因素影响教师的幸福、教师的幸福与专业成长有怎样的关系、如何促进教师的成长。

高峰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与幸福教育》提出：幸福教育要通过构建幸福课程、打

造幸福校园、促进教师幸福等多种途径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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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师附校幸福教育理论依据

1. 人本主义思想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人的正面本质和价值，强调人的成长和发展，自我实现。

追求的是实现人的“内在价值”，如果能实现这些价值，便可以达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和

快乐。强调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的——人的目的、人本主义的目的，追根究底就是人

的自我实现，即帮助人达到他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

2. 个性教育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个性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指出个性发展和全面和谐发

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没有个性发展，全面发展难以实现。在长期教育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

步的积极参与者”。所谓“全面和谐”的发展，“意味着劳动与人在各类活动中的丰富

精神的统一，意味着人在品行上以及同他人相互关系上的道德纯洁，意味着体魄的的完

美、审美需求和趣味的丰富及社会和个人兴趣的多样⋯⋯”他指出：“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的技巧和艺术就在于：教师要善于在每一个学生面前，甚至是平庸的、在智力发展上

最有困难的学生面前，都向他打开他的精神发展的领域，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顶点，

显示自己，宣告大写的‘我’的存在，从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并不

低人一等，而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他反对孤立的教育，主张将德育与智育、体育、

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从多个层次来培养道德高尚的人。苏霍林斯基很早就提出：

“教育是培养幸福的人。”

3. 积极心理学关于幸福的理论

积极心理学从快乐论与实现论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出发，分别形成了主观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三大研究模型与体系，使得幸福有了标准的测量尺度和真实的

获取路径。主观幸福感坚持了古典哲学中的快乐论幸福观，其核心思想就是“幸福就是

快乐”，包括情感与认知两种评价模式。评价模式以对个体的情感评价为基础，从个体

的情感层面出发，将个体对自身快乐情感的主观评价作为个体幸福感的评估指标，并且

强调幸福就是拥有愉快的情感体验以及没有不愉快的情感体验。认知评价模式则以社会

经济学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为基础，主要指个体自己构建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标准，将生活

的各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自己的满意程度。心理幸福感以实现论为哲学来源，主要

指人的心理机能的心理幸福感的许多方面体现了自我实现、潜能的充分实现、个性化、

人格成熟以及成人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的各项任务等。从心理幸福感的视角来看，幸福不

仅仅是获得快乐，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而达到完美人生意义的体验。幸福

感不仅是保持愉悦，更重要的是追求真正潜能的实现，体现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是人

的行为的主动性过程和创造性过程的统一。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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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主要包括社会整合、社

会贡献、社会和谐、社会认同、社会实现五个维度。社会幸福感同样继承了实现论的哲

学渊源，但在研究取向上，坚持幸福的真正实现在于个人功能（能力）的实现对于他人

或社会产生了意义或价值，认为个体是植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集体的个体，需要面对数

不尽的社会任务和社会挑战。要了解人的最佳心理机能和心理健康状况，就必须了解个

人的社会特性，需要进一步从社会视角调查和研究个人的社会幸福感，以展现个体是否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在社会生活中展现了他们积极的社会机能。

幸福是享受与发展维度的统一。幸福存在于人生的实现过程，一个人的生命力在

何种程度上得到健康张扬，其创造力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发挥，其潜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

实现，其幸福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幸福的过程是发展与超越的过程，幸福存在

于人们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存在于人们永恒的发展之中。积极心理学则认为，

人是不会满足于生存的，而是要活得有滋有味，要把自己生命中的潜力尽可能地发挥出

来，要把一切可能争取到的幸福都变成现实。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不能只是消极地适

应环境，而应主动地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创造人生的幸福，展现出人生的目的性与超

越性。享受幸福、创造幸福就是统一于获取能力又将能力奉献于社会的人生价值实现之

中，人也就是在这样的不断享受幸福和创造幸福的进程中前行。

四、保师附校幸福教育模式相关概念界定及重要观点

幸福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幸福就是人的根本的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产生的

愉快状态。

教育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是培养人的整个活动过程。教

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

保师附校幸福教育，就是在传承附校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和使命大胆创新，

将幸福视为最核心和最终极的价值理念的教育。幸福教育是在科学的教育观指导下，使

学生获得幸福的感受。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幸福观和自信心及自主追求幸福的能力，从而

使他们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幸福能力的生命的主体。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把教育当作幸福的事业。对于幸福教育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

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幸福生活本身，因为在幸福教育中，师生

双方共同成长，相互感应，是一种共享幸福的内心体验。在教育生活中应该花心思让自

己和学生都幸福，体验、学习、感受，努力做一个幸福教师，和学生一起打造幸福课堂。

幸福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也是一种教育实践。幸福教育既关注学生未来幸福，

又关心师生当下幸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幸福，教育的过程本身也应是幸福的。

五、保师附校幸福教育体系

保师附校幸福教育由三个模块组成：一是保师附校幸福教育的相关理论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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