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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校图书馆2楼，有块近40平

米的特殊场地。和图书馆的静谧不

同，这里的轨道上记录的是人工智能

小车的动感身影，和学生们成功时的

欢呼、失败时的相互鼓励。

这是AI人工智能社团的训练场

地，更有意思的是，社团的三名指导

老师中，90后教师佘城良和管权并非

计算机专业出身，一人教化学，一人

教数学，巧的是，两人都是西位校

友。他们和科技总指导、信息课教师

李启晨一起组成了教师团队，带领学

生在各项AI赛事中争金夺银。

AI社团是创建于2005年的机器

人社团的“升级版”，经过多年打磨，

“机器人”早已成为西南位育的一张

名片，如今AI社团在3个校区设有

“机器人”“AI”“AI无人机”“乐高机器

人”和“乐高结构”等5个不同学科领域

的科技分社团。由佘城良、管权等青

年骨干教师组成的“一专多能型”的教

师队伍，构成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在母校读书的时候，信息课陶

然老师就让我觉得，编程是件有意思

的事情。”佘城良说，虽然在华师大读

的是化学专业，但是一颗兴趣的种子，

不知道何时就默默在内心生根发芽。

2018年，西南位育中学和上海交通大

学合作在校内开设了第一届人工智能

夏令营，他跑去听，一下就被吸引了，

通过自学开始钻研AI的世界。

佘城良认为，自己之所以可以“一

专多能”，也要归功于学校的认可和支

持——不仅帮社团嫁接丰富社会资源，

也在资金和场地上给予充分支持。从

零起步的他，面对同样从零起步的学

生，并不愿意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共同

探讨，教学相长。令他欣慰的是，有一

些原本将自己定义为“文科生”的学生，

主动提出来AI社团试一试，尝试和他

一样“跨界”。佘城良相信，中学阶段多

尝试、多体验，能让自己在未来专业和

职业选择上，少一些迷茫。

同事们一边笑称小佘是“不会教

AI的化学老师不是一个好的课题指

导老师”，一边也不断拓展着自己教

学的边界。近三年来，150余位教师

指导千余名学生参与全国数学、化

学、生物联赛，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上海“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年

度盛会、上海市“新沪杯”中学生宪法

法律知识竞赛等各类学生竞赛中，担

任优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高位发

展，助推学生获得佳绩。以“西南位

育杯”命名的上海市信息技术奥赛、

上海市英语辩论赛等活动已经在全

市范围内具有较强影响力。

通过高中生牵手初中生，学生拥

有AI机器人社团、话剧社、孟德尔社、

辩论社等，每年的招新活动都被同学

们戏称为的“百团大战”。二月行规

月、三月语文月、四月艺术月、五月环

保月、六月攀峰月、九月尊师月、十月

体育月、十一月科技月、十二月英语

月……不同特长的学生在这些校本

“节日”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虽然经过中考选拔，但历年统计

显示，西南位育初中部超过半数学生

以第一志愿被母校高中部录取。

于学生而言，是一份情怀。而在校

长陈勇看来，“3+4”的连续教育有其独

特的优势，能为学生打造出更符合其成

才规律的教育环境。学科教学不以初

高中为分隔，而是以学科分组，学科组

作为一个整体，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

初高中教师互相听评课，联合教研。

数学老师叶春怡已经经历了两轮

初高中循环。作为一名高中教师，两

度执教初三，她更真切地体会到这座

“桥梁”的重要性。就数学学科而言，

初高中学习内容的难度和节奏上都存

在比较大的差异，初高中学习需要实

现学习方法、习惯和思维模式等多个

方面的衔接。她发现，一些学生在新

课学习中对新知识的理解比较慢，她

就会提醒学生那要注意课后与老师交

流，避免不懂的问题积累起来，影响后

续的学习；有的孩子理解力不错，但遗

忘率有点高那就需要养成定期复习的

习惯。在初三早做提醒，学生就更能

适应课堂容量大、节奏快的高中数学

课堂。此外，在初三的教学中，她时常

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引导学生

一题多解，并比较各类解法优缺点，从

而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此外，面对“摇号”新政后民办学

生生源的变化，西南位育通过课后分

层辅导，将办学思想中的“适位”二

字，落实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在初中

部，采取集中培优、点拨复习、分班级

个别化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以分层提

高学习效果为目标，以学情动态曲线

和需求为基础进行常态化层级调整，

让学生在适度学习中释放动力；高中

部则基于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为学

生提供“6选3”的全部课程选择模式。

校党委书记金琪介绍，西南位育

有一句口号，“一切为学生一生幸福

着想，一切为学生终生发展奠基”。

今天的教育，如何为未来奠基？老师

们给出答案——一个涵盖选修、主题

教学、城市探宝、课外讲堂与联赛冲浪

等多样化的“中和书院”课程群，一张

有100多门校本特色课程的课程表。

在强调综合素质评价的今天，综

合素质的提升，不是临时抱佛脚地完

成一次课题，更不是老师、家长越俎代

庖“交差”了事。从2012年起，西南位

育中学逐步完善研究性课程的开发，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主题

教学模块，分别在预初、初一和高中段

高一、高二四个年级开设课程，由任科

老师根据自身特长选择内容执教。

预初阶段主题课程分为礼仪修

身、动手达人、生存体验、思维广场等

4个版块。中国古代礼仪、汉字与书

法摄影、传统美食制作、安全急救、心

理保健、演讲的艺术、大师级人物系

列选讲……学生通过学习、体验、创

作完成课程内容。初一年级开展W·

探究课程，调动高中学科教研组设计

和指导微型课题，为学生埋下课题研

究的一颗种子。

高中阶段主题课程则更具有综合

性和自主性。六年前，高一课程由分

主题升级为跨学科，从政治、历史、地

理、艺术、语文、英语6个学科多角度引

导学生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去、

现在以及可期的未来。高二以“i研

究”为主题，由学生自主根据兴趣确定

课题和指导老师，开展为期一年的课

题研究，在青少年科创大赛中屡屡亮

出创意闪光。

这是一所能“听见”学生声音的学校。
有孩子说，我们想要更多的运动场地。于是，一个篮球架上

“长”出4个篮筐，宛若一对对“翅膀”，托举起少年腾飞的梦想。
有孩子说，除了教科书，我们还想闻到更多书香。于是，教

室里建起书墙，随时随地就能和图书馆藏书零距离接触。
毕业生说，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7年时光，长大后我

回到母校，学着老师的样子，教书育人。如今，在它的青年教师
队伍里，有  余人曾在此就读。

这便是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在家长和学生口中，它被亲昵地称
为“大西”。    年，西南位育获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授予的”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这也是上海第一所获此殊荣的民办学校。追寻
着“人文立校，适位育人”的教育理念，“大西”迎来了它的而立之年。

办学30周年纪念

引导学生学会探究门课程

师资队伍迸发活力一专 能

学生
感言 “大西”的N种模样

从庄中文老校长建校之初提出

的“中和位育”办学理念和“高雅务

实”的校风，到张建中校长倡导的“凝

炼中和位育文化，激发师生成长自

觉”核心要义，西南位育中学始终秉

持着“追求完美、力求发展”的校训，

保持了本市民办高中质量的领先地

位，校风好、质量高，社会信誉日增。

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它的

实现却体现在每一堂课、每一项活

动、每一道题目和每一句劝导中。

这要求我们返璞归真、不忘初心，兢

兢业业，埋头实干。西南位育过去

的三十年的成就正是这种精神的体

现，希望西南位育的未来，能继续在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思想

引导下，把创建特色普通高中作为

新的起点，利用好民办校特有的优

势。办特色学校，育特长学生，实现

万物并育的教育使命。

我能想到的 最好的素质教育
陶泽成     届西位毕业生

现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初中时，在叶新建老师的指导

下，我和小伙伴设计了一款具有上下

楼和导航功能的轮椅车。高中时，我

在王红妹老师指导下，对快递包装绿

色化推进困难的问题开展了田野调

查，对光启城外卖骑手的社保状况进

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进入大学后

我发现，当时的多学科视野与社科启

蒙依然如同指路明灯，是我最大的定

心丸。我还在学校推荐下进入徐汇

区和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研究院，并当

选为学生理事长。

我的老同学中，有的在为难民孩子

们提供帮助，有的在四川的山林之中寻

找和保护濒危鸟类，有的在大洋彼岸举

办艺术展……大家都带着母校的滋养，

追求完美、力求发展。西位，永远是我

们明亮、温暖的家。

我们的校园 我们自己管
张轶诚     届学生 学生会权益部部长

在“红房子”生活了6年，每一天

都能感受到，这个校园真的做到了

“小事听学生的”，看似平常的每一天

都“由学生设想，由学生准备，由学生

组织管理”。

校园中角角落落都有学生会的影

子，小到文艺部的“      点歌台”每一

首歌曲的选择、劳卫部日复一日的执

勤检查，大到外联部组织跨校的明信

片互寄活动，或是权益部负责的学生

最高维权渠道“维权档案”等。企划部

会为高三年级准备高考前的欢送活

动，权益部定期展开食堂满意度调查，

一学期两次的频率能让我们大致把关

同学们的口味偏好和对食堂的建议。

学生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公众号，“西位

研究所”。看着校园变得越来越好，真

的会有发自内心的自豪和满足。

“小胖墩”逆袭 让奇迹发生
许钰栋     届学生 学生会体育部部长

刚进初中时我是个小胖墩，在老

师的鼓舞下，对篮球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下课一有空就跑到操场上与同学

们一起切磋。到了初三，我的体型在

不知不觉中变得健康强壮，在与同学

们交往的时候多了一份自信，本来沉

默寡言的性格也变得大方起来。到

了高中部，我报名参加了学生会体育

部，心想着也要将西位的体育精神传

递给其他人。在出操晨跑等的检查、

执勤中，我养成了冷静、果断、高效的

品质；在班赛的策划组织过程中，我

的组织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也提高

了。从不曾想过，一个曾经以吃零食

为最大爱好的“胖墩”，竞选成了体育

部部长，是西位，让奇迹发生。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创办于    年，是上海市第

一批公立转制试点中学。

    年 月正式转制成民办学校，现

由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基金会主办，聚

焦民办学校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建设

品位高雅、人文厚植、特色鲜明的卓越

品牌完中。学校构建以“中和位育”为

内核的高雅和谐学校文化，聚焦“五个

人”，即“至诚现代人、担当社会人、优

雅文明人、乐学智慧人、活力健康人”。

建校  年来，学校无论从规模

与内涵上均“适位发展”，现有三个校

区，  多个教学班，    余名师生，荣

获教育部等颁发的全国教育系统先

进集体、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等单位

颁发的优秀民办中小学等称号。

学校于    年开设国际部，是

上海市教委批准的首批开展高中国

际课程试点的学校，现开设有美高

和  课程，尽最大可能满足学生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

学校
简介

校长
的话 人文立校 适位育人

陈勇（西南位育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人工智能社团是学校王牌社团

更懂学生成才规律贯通

篮球架长出“翅膀”满足更多学生运动需求

3+4

百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