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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重德———德育工作经验

百年徐汇：品牌教育的缩影

　　徐汇中学建校１６０年了！１６０年前，法籍耶稣会士南格禄在徐家汇创办了徐汇

公学。在一个半世纪多的办学过程中，学校将西方的教育科学思想与我国教育实践

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方针和教育方法，开启了我国近代东西方教育交汇

的先河，是沪上公认的“西学东渐第一校”。学校在上海最早进行图画和音乐教育，

最早成立学生西洋乐队，最早规定外语和科学学科为必修课程，最早开展校园戏剧

活动，最早开辟体育运动场。在一个半世纪前，中国绝大部分的适龄孩童还在拜先

生、进私塾、诵读“四书五经”的环境下，学校就尝试用现代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培养学

生，形成了“崇尚科学”的办学理念。

１６０年中，学校群贤毕至，名人辈出。最值得纪念的，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

驱马相伯先生。马先生是徐汇公学的优秀学子，学成以后又出任徐汇中学历史上第

一位华人校长。在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他深感富国强民，必先提倡科学的重要性，从

而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宏伟理想。为此兴办实业，创办学校，甚至毁家兴学。在徐汇

公学任校长期间，他通过东西文化的兼容，积极推进现代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教学模

式，注重培养学贯东西的学生，为徐汇中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马老先生已９１岁高龄，面对国土沦丧，山河变色，手书“还

我河山”，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国人都为之爱国精神所感召。学校在马老先生

等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执著追求下，形成了“爱国荣校”的办学传统。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饱经风霜的百年老校适逢快速发展的良好时机。难能可贵

的是，学校的历任领导和教师们都没有因为坎坷的发展历程而丧失再次崛起的勇

气，而是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发扬“好强的个性，竞争的意识，不服输的精

神，不断进取的追求”的奋斗精神，在教育改革的潮流中顽强拼搏，奠定了区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的“龙头”地位。近年来，学校传承创办伊始就重视课程创生的办学传

统，坚持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技并重，科学、艺术、人文并举，学生、教师、学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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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百年徐汇：品牌教育的缩影

荣，家庭、学校、社会共建的课程建设原则，以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为抓手，完善了学校

的科技、音乐、美术和体育等四大特色课程，形成了“多彩发展”的办学特色。

１６０年了，学校久负盛名，蜚声海外。为祝贺学校１６０周年的大庆，徐汇中学“崇

思楼”修旧如旧工程顺利完工，成为徐家汇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校为此撰

写了《西学东渐第一校———从徐汇公学到徐汇中学》的校史书，创建了徐家汇源的源

点———“汇学长廊”的文化景观，修建了陈列百年校史的“汇学博物馆”。学校领导、

师生和校友们编撰了体现学校蓬勃发展的《多彩发展的生态型学校研究文丛》，整个

学校沉浸在在稳定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的喜悦之中。

此情此景，感慨万千，一个想法从心底油然而生：盛世兴学！衷心祝愿学校的

１６０年庆，诚挚期待学校的灿烂明天。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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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中发展　在继承中创新
———《多彩发展的生态型学校研究文丛》总序

　　感谢上级组织信任，把沪上“西学东渐第一校”传递给我；适逢历史的选择，幸运

地迎来了建校１６０周年。几年下来，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时刻在思考，如何使“古老

而年轻”的学校“在稳定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呢？

为此，尝试做了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办学理念的继承与创新

首先继承了学校“多彩发展”教育理念，从课程的多彩、学科的多彩、教学内容的

多彩、特色办学的多彩到教师的多彩发展、学生的多彩发展、学校的多彩发展等，但

“继承”不是目的，“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创新”才是发展的原动力。为

此，我们提出了“构建多彩发展的生态型学校”的办学目标。“多彩发展教育生态型

学校”是以爱为基石，以赏识为阳光，以鼓励为雨露的育人天地。在这片天地里充溢

着多彩、和谐、奋进、踏实、愉悦的文化氛围。生态型学校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

适应个体差异，实现多元发展；二是个体的差异发展，构成整体的和谐发展；三是多

维度、立体化的教学资源满足多彩发展的需要；四是与外界进行更有深度和效度的

信息交互，促进学校向优质、开放、可持续发展。

为了努力达到这个目标，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立项了上海市“十五”规划课题

“完全中学以多彩发展教育理念构建学校文化的实践研究”，用课题统领全校的工

作，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２０１０年６月以较为成熟的成果成功结题，学校开

创了“在稳定中发展”的新局面。

　　二、校园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文化立校”是我们办学的不懈追求。围绕“崇尚科学、爱国荣校、多彩发展”的

校园文化，我们进行了三大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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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撰写《西学东渐第一校———从徐汇公学到徐汇中学》的校史书。我们把发

现和挖掘校史作为课题项目进行专门攻关，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研究员

和马学强研究员带领的团队鼎力帮助下，花大力气查阅、研究数百种中外文著作，历

时一年余，编辑了４０多万字、５００多幅图片，该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

我们献给建校１６０周年的最珍贵礼物，也是对学校历史做了一次全面、系统、精细地

梳理，更是“传承学校精神”的校本课程教材，又是对上海近代天主教会学校乃至中

学教育史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学术书籍。

二是修建“汇学长廊”文化景观。作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配套工程之一的“徐汇

中学崇思楼修旧如旧”顺利完工，近百年的欧式古典建筑旧貌如初，典雅、肃穆、庄重、

大气。作为徐家汇源的第一文化景观“崇思楼”相应的徐汇中学校史立体展示的“汇学

长廊”，以时间作为明线，以“崇尚科学，爱国荣校，多彩发展”为暗线，把１６０年的精华演

绎到长廊中，让墙壁上的史实说话，让地面的年代述说，让历史震撼学子心灵，让徐汇

精神传递和弘扬。在这里，学校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华东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海释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市第四建筑公司、上海市第

五建筑公司、徐汇区教育局、徐家汇街道、徐家汇藏书楼、复旦大学哲学系、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上海外贸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徐汇中学

１９４４届三三级同学会等单位和团体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郑时龄院士对长廊设计的

指导。这条长廊，是将学校文化外显的一种新创意，充满了人文性、艺术性和教育性。

三是修建“校史陈列馆（汇学博物馆）”。包括马相伯陈列馆、汇学课本博物馆、汇

学名人馆、复原老教室、汇学珍藏馆等板块。从史实的角度，利用丰富的文物以及校友

资源来设计的博物馆，让实物证明，让事实活现，让人真切感受到徐汇中学的文化积

淀，从中解读学校的文化基因和密码。

　　三、特色办学的继承与创新

学校从创办伊始就高度重视课程的创生，我们进行特色课程建设的原则：一是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劳技并重，为学生多彩发展立魂奠基；二是科学、艺术、人文并举，

为学生多彩发展创造机会；三是学生、教师、学校共荣，构建多彩可持续发展空间；四是

家庭、学校、社会共建，形成多彩发展的支持系统。

（１）“科技”特色　我们选择了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是一门实验科学，让学生置

身以应用生物实验为主的“生命科学创新实验中心”，就能更多了解生命科学前沿的知

识和信息，能有更多机会动手做实验。学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培养动手能力

和合作能力。实验中心承担现代生物技术普及教育及学生创新课题研究工作，是学生

科技创新活动的实验基地，加深学生对现代生物技术在医药、食品、环境等领域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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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及对相关生产工艺流程的掌握，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技创新能力，为学校

师生搭建了一个科学研究平台。

２００８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帮助下，在１９４４届校友任九皋先生的赞助

下，建立了“生命科学创新实验中心”，实验中心由五个代表现代生物技术应用领域的

实验室组成：微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基因工程、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信息实验室。

学校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实训基地，林志新等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

学院１５位教授、博士作为导师，对本实验中心作技术支撑，在实验室建设、教师培训、

教材编写、课题研究等方面进行全程指导。学校被命名为上海市科技特色学校。

（２）音乐特色　为了让学生具备与时俱进的高品位的音乐素养，提高审美能力中

的立意美、情境美、音韵美、曲调美、配器美、伴奏美等，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性，徐汇公学

建校之初就实行西洋音乐教育，现开设音乐艺术类拓展课程：舞蹈、弦乐、数字影视、口

风琴合奏、合唱、民乐合奏。２０１０年５月音乐组承担的区级重点科研课题“初中音乐舞

蹈校本特色课程的开发与建设的研究”以丰硕成果圆满结题并获得徐汇区教科研成果

评选一等奖。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准专业级学生舞蹈团应英国国家芭蕾舞蹈团邀

请，参加大型舞剧《天鹅之旅》，进入了世博园演出。学生的音乐美术获奖连连，已达上

千次，学校被命名为上海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被评为上海市学校艺术教育先进集体。

为此，学校成立了２０个特色教师工作室，为每位教师的错位发展搭建平台，形成了音

美学科为代表的特色教师多彩发展的优秀群体。

（３）美术特色　以审美为核心，以学生愉悦感受和积极参与美术活动为出发点，培

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学

校在传承了“美术”的国画、西洋画等基础上又有了多品种的创新发展。学校开创之

初，就有图画教学，学校与我国油画起源地土山湾画院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学校原

来辟有近千平方米的“徐汇画苑”，“画苑”内拥有可以和一所美术院校相媲美的美术教

育设施、器材。开设油画、国画、水粉、雕塑、陶艺、蜡染、扎染、线绳艺术、环保艺术、剪

纸、版画、包袋设计、装置艺术、皮影、服装设计、面塑、皮雕、卵石画、篆刻、书法等课程。本

丛书收录了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现在不同时期师生的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体现了我校

美术发展的脉络。

（４）体育特色　为了促进学生力量、耐力、柔韧性和协调能力的身体素质的发

展，增强学生自信心，形成坚强、永不服输的意志品质，我们的“体育”特色已走向世

界。我校是徐汇区教育局、体育局“体教结合”的女篮、飞镖布点单位。初中女篮队

曾夺得上海市中学生篮球联赛和篮球锦标赛的初中组冠军；我校是国家首个飞镖青

少年基地学校，已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好名次。

“科学教人求真，文学教人求善，艺术教人求美”是我们特色办学的目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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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特色办学和创新办学的思路，与今年出台的《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思想要求相吻合，我们很

欣慰。

　　四、学校管理的继承和创新

民主管理———让师生有成就地做事。党政工三驾马车和谐高效。在民主管理

方面，行政会上、教代会上让每个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尊重每位教师，让教师有主

人翁责任感，形成主动有为的风气。“做到五个凝聚”：以学校发展的目标凝聚教师，

以个人的专业发展成就凝聚教师，以学校的主人翁身份凝聚教师，以团结合作的人

文环境凝聚教师，以为教师排忧解难凝聚教师。大家都为着共同愿景而互相激励

着、努力着。

制度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三年前我们就进行了“师德规范制度”建

设。学校的所有制度经每位教师充分发表意见后由教代会通过，然后由制度管底

线、让制度管人。

开放办学———经营人脉的蓝海战略。“人力是最宝贵的资源。”为此，我们整合

人力资源优势，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的“蓝海战略”思想，打破人力资源围墙，上接上海

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下接

汇师小学、高一小学等特色小学，横联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美术馆、街道社区等，强

强联手，资源共享，让更多的教育资源进入学校，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平台来开阔

视野。

通过管理，引领学校进入创新状态，引领教师进入研究状态，引领学生进入自主

状态，引领员工进入自觉状态，引领家长进入共导状态。

　　五、教学质量的继承和创新

狠抓常规教学的规范化管理，加强师资合理配备，向教学管理要效益，教学质量

早已跻身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行列，初中办学成绩多年来一直稳居公办学校

前列。

学校先后被评选为上海市行为规范示范校、市安全文明校、市艺术特色学校、市

科技特色学校、市人民群众最满意事业单位、区实验性示范性学校、亚太国际教育实

验学校、中央教科所教育科研实验基地校、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

培训基地徐汇中学实训基地等，已建设成“学生有特长，教师有特色，教学有质量，办

学有成就，社会有声誉”的区域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特色学校。

为了把办学的思想实践积累下来，也为了总结提炼办学成果，作为１６０周年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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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在稳定中发展　在继承中创新

庆的精神食粮，激励全校师生，我们除了编辑“校史”之外，还编辑了一套丛书：主题

是“多彩发展的生态型学校研究文丛”，共计八本。

１．《明理》，副标题：《以多彩发展教育理念构建学校文化的实践研究》课题成

果，内容是市级立项课题主课题结题报告和子课题结题报告及相关论文，体现办学

的“示范性”———学校的多彩发展。

２．《崇思》，副标题：教学论文选。分为“学校管理”、“教学探索”、“课程建设”、

“教育心理”、“艺术熏陶”和“案例分析”等六章，计６５篇论文———体现教师的多彩

教研。

３．《重德》，副标题：德育工作经验，分为“班主任培训”、“家长学校”、“班级管

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工作”、“社会实践”和“制度建设”等七章———体现

多彩的德育工作。

４．《达人》，副标题：历届校友精彩文集，分为“敬贺校庆”、“母校记忆”、“师生情

谊”、“成长岁月”、“采访学长”等数十篇校友回忆文章———体现徐汇公学到徐汇中学

多彩的校园生活。

５．《砺行》，副标题：生命科学实验教程，分为“环境工程”、“微生物发酵工程”、

“基因工程”、“生物安全与食品安全”和“生物信息”等五章———体现多彩的科技

特色。

６．《怡情》，副标题：音乐、舞蹈、美术教程，分为“舞蹈篇”、“舞蹈基础训练篇”、

“合唱篇”、“民乐篇”、“口风琴篇”、“室内乐篇”和“线绳的创意组合篇”等七章———体

现多彩的音乐、舞蹈、美术艺术特色。

７．《至美》，内容系美术画册，包括三四十年代至今毕业生和在校生的美术作品

１０００幅左右———体现了多彩的美术特色。

８．《尚学》，副标题：２００９届毕业生作文集（内容是在校生活记忆和感恩老师和

母校）———体现多彩的学生校园生活。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本校的师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级

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同时感谢对学校发展提供帮助和作出贡献

的所有人士！

因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上海市徐汇中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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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班 主 任 培 训 １　　　　

第一章　班 主 任 培 训

一、班主任培训的意义、方式与目标

（一）班主任培训的重要意义
班主任，顾名思义，乃“一班之主”，看似平凡，责任却无限重大。她们是班级的管理者与

建设者，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是班级全员的灵魂依靠。班主任是联系家庭与学校的桥

梁和纽带，对于学校德育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理念的革新，当代青少年新

的心理变化和需求，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的教师，应把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启

迪人生智慧、完善学生人格结合起来。班主任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钻研育人方法，提

高工作能力。

加强中学班主任培训工作，对提高班主任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有着极大的

作用。我们的班主任培训立足于本校，从徐汇中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宗

旨，使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为学校的持续性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班主任培训的方式
培训、学习———根据徐汇中学班主任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每个主讲

教师都要做足功课，收集资料，了解班主任的想法，使培训能有的放矢。

听报告、听讲座———了解班主任工作的重大意义，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指导、提高

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

专题、研讨———针对我们学校的班主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普遍问题等进行探讨，提供

切实有效的经验方法，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不断前进。

观摩、交流———班主任培训要“请进来，走出去”。我们不仅邀请一些德育专家举行讲座，

也会有计划地组织全体班主任观摩优秀主题班会展示课，更鼓励教师到各兄弟单位去学习、取经。

论文、个案———经过培训后，班主任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工作的经验，撰写相关个案或论

文，使她们主动地去实践、思考、学习、探究，通过针对性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德育实

践效果。作为班主任，除了踏实肯干，不断积累教育经验，还要关注经验背后规律性的问题，

并善于反思、总结。

表彰———表彰奖励在班主任岗位上表现突出者，挖掘身边的感人事迹，树立榜样。引领

他们认真学习培训，促使自己成一个拥有“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的班主任。

（三）班主任培训的预期目标
班主任都很热爱自己的教育事业，也想要做好这项虽琐屑却又崇高的工作。可在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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