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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为啥心急盼开学
校园有新质教学工具，还有快乐社团和成长养料

■ 德育 上海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框架初步搭建。建设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

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

体化建设创新发展中心，布局3所全国重点、7

所上海高校重点和13所上海高校特色马克思

主义学院，思政课内容供给平台持续建强。

■ 智育 改革育人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项目化学习、主题式综合活动课程、教学数字

化转型等上海一大批教学改革成果向全国

推广。《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教育——义务

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上海经验》获得基

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 体育 落实学生每天综合运动2小

时，促进人人会游泳、人人熟练掌握至少2

项运动技能。国家最新监测显示，上海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及格率97.9%、优良率61.1%，

较2018年明显提升。

■ 美育 帮助每位学生通过在校学习

掌握1至2项艺术专项特长。构建上海市学

校艺术“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布局，实

现“人人有项目、班班有团队、校校有活

动”。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上海学

校参与率达95.3%。

■ 劳动教育 构建学校为主导、家庭为
基础、社会全方位支持的劳育格局，建设全国

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布局2100余家社

会实践基地，提供80多万个劳动实践岗位。

数读“五育融合”

今年的春季开学比较晚。这几天，沪上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盼开学已经盼得有些心
急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觉得，学校远比
家里“有趣”“好玩”，因为校园里有他们吸吮
不尽的成长养料，有引领他们丰富头脑的新
质教学工具，还有众多培养个性特长的快乐

社团……
自从2018年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

会召开以来，上海在让每一个孩子从“有学
上”向“上好学”“学得好”转变的过程中，出
台了许多新举措，破解了许多新难题，涌现
了许多新面貌。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 丰富的课间十分钟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海大附中在野外上好实践大课程 学校供图

幼儿园里建“生活体验馆”
寒冬里，申城气温“冻”人，但在徐汇区宛

南实验幼儿园里，每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却暖

意十足：入园后一杯暖身汤，太阳升起后的暖

身活动，暖暖和和的午睡室……这一切都源

自园长卫晓萍从教30余年来对孩子方方面面

细心呵护的办园理念。

“生活有多丰富，世界就有多大。”卫晓萍

和老师们一起展开了一场看上去不起眼实则

大有学问的儿童“生活教育”创新研究。她

说：“生活二字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生活

本身就是一个大课堂，处处蕴藏着教育契

机。”

在一次蹲点过程中，卫晓萍发现孩子

们不爱喝水，就提议每班设置“饮水观察

表”，让孩子们用“饮水日记”来记录自己一

天的喝水量，从成人“提醒支持”转变为孩

子力所能及的“自我管理”。园里设立了

“儿童议事厅”，老师们时常走进议事厅倾

听孩子的愿望。老师们将原本高大的成人

楼梯改造成孩子们喜爱的观景台和滑滑

梯，将原本冷冰冰的洗手间变成可玩、可互

动的生活空间。

宛南实验幼儿园还有几间真实再现幼儿

生活场景的客厅、卧室、餐厅，它们被称为“生

活体验馆”。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实现“宝贝

当家”的梦想，体验整理、清洁等简单劳动。

孩子们也可以在“宝贝厨房”里学习揉面、包

饺子、包馄饨、制作小点心，学习吃中餐、西餐

和品茶的各种礼仪。在另一间“生活创意馆”

里，每个孩子都可以发挥想象，学习如何利用

废旧木块、纸盒做成相框、收纳盒等各种实用

物品。通过做做、玩玩、尝尝，孩子们慢慢地

体会到生活的乐趣，从而自然习得各种生活

经验和智慧。

“孩子们的成长是老师和家长替代不了

的。包办是很容易的，但学会等待他们的成

长，这才是最可贵的。”卫晓萍说。

新貌：“宝宝屋”全覆盖
近年来，上海学前教育托幼一体建设取

得了新进展，为千家万户小宝宝带来了福
音。本市新建和改扩建259所幼儿园，平稳应
对了在园幼儿峰值。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学
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立法，持续抬高幼儿园办
园质量底部。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常年保持在
99%以上，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84%，普
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3%。高质量幼儿园建
设全面推进，师幼互动、科学保教、幼小衔接
和户外两小时活动等实施质量不断提升。
2023年，4个区通过教育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督导实地验收，2024年又有5个区接受实地
验收并得到充分肯定。
为促进托幼一体化，全市托额供给量超

过10万个，八成以上幼儿园开设了托班，社区
托育“宝宝屋”基本实现街镇全覆盖，保教和
看护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普通孩子拥有“高光时刻”
在普陀区洵阳路小学公共艺术空间里，

一幅名为《想》的画作格外引人注目。它色彩

鲜艳、充满童趣与想象力，主体的笑脸由斑斓

双手托举着，仿佛在脑海中想象着拥有无限

可能的美好未来。令人意外的是，这幅留存

在学校的画作，出自一位普通孩子之手。这

位叫哲语的孩子曾在学习上很受挫，但老师

们却用赏识教育打造了属于他的“高光时

刻”，放大他的闪光点，让他对自己重燃自

信。这其中，学校的储值评价模式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评估报告里，老师们不仅看到数据所

呈现的哲语在艺术领域表现出的优势，更看

到了他创作出的大量艺术作品，展现出他绘

画空间感强、想象丰富、戏剧表演能力强等诸

多优点。为此，教师团队为哲语同学策划了

一次个人画展。这种自信也反哺到哲语的学

科学习上，让他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洵阳路小学原本是一所老城区的普通公

办小学，自从朱乃楣校长上任后，便开启了一

场教育变革之旅。面对课堂上孩子们的拘

谨，学校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花了13年时间

从语文学科切入，逐步开展以结构优化为特

征的教学范式研究，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在校园里，时常能看到带着孩子越玩越

聪明的“梁格拉底”老师、越玩越跨界的黄老

师、创建洵阳儿童文学课的郑老师、带着孩子

们搞科创发明的曹老师……每一个孩子在老

师们的眼里都是“宝藏”。浩霖同学从一个不

爱运动的男孩成长为“棒球小子”、热爱上海

地铁的管霄同学将手绘城市平面图变成3D

立体城市模型、60多人组成了“操场运营团

队”、近200人一起玩转“梦想+”空间改造项

目、500多人成为洵阳艺术展的参展“小小艺

术家”……

“为每一个孩子寻找生命中最美的曙

光。”这是朱乃楣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新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建设

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上海依托基础教育综合
改革试验区建设，立足基础教育各学段多样化特
征，深入实施扩优提质行动计划，坚持打好政策
“组合拳”，扎实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和
“公民同招”，迭代升级义务教育质量“绿色指标”
3.0版，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久久为功，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上海，连续实施两轮的城乡学校携手共

进计划，使得142所郊区学校提升了办学质量。
目前，市级新优质项目学校增至162所，增量重
点向相对薄弱地区倾斜。城乡、区域、校际和群
体差距不断缩小，优质均衡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师生带着课题出海远航
在浦东新区，有一所拥有80多年办学历

史的高中，2018年成为浦东第一所获上海市

教委命名的市特色普通高中。这就是以“航

海文化教育”为办学特色的上海海事大学附

属北蔡高级中学。

校长马淑颖说，海大附中“航海文化教育”

致力于让学生成为具有航海精神的自强者、坚

毅者、合作者与创新者。学校结合航海特色和

当前普通高中“双新”实施要求，在高质量落实

国家课程的前提下，不断用“航海文化”为校本

特色课程建设注入“续航力”。学校将人文、科

技、工程、商贸等诸多知识元素贯穿于教学，使

航海校本课程呈现多样性和可选择性的特点，

并以选课走班的方式有效满足学生的差异化

需求。学校依托“航海创新实验室”的建设，以

情境模拟、操作体验、合作探究、实践创新等方

式，持续驱动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教

师评价方式的积极转变。

为了使航海文化和航海精神深入每一个

师生的内心，海大附中把课堂搬到了山海间，

让师生们带着课题出海远航。老师带着同学

们一同到海南岛、全富岛、银屿岛采集海水，调

研“深浅不一的海水与微生物的关系”。在芬

兰考察“桑普号”破冰船时，同学们和芬兰小伙

伴共同探究中芬破冰船的技术奥秘……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的改革，不仅要求学

校为学生创设丰富的学习经历、多样的学习

方式，更要在高中这个关键的求学阶段，引导

每一个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点燃未来的梦

想，激发和谐成长的动力。令老师们欣慰的

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学校特色课程的熏陶

下，心中种下了‘蓝色种子’，把航海设为自己

终身发展的志趣和志向。”马淑颖说。

新貌:普通高中特色多样

特色多样、品质一流的普通高中，已成上
海基础教育发展新常态。本市编制了《关于
推进普通高中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展课
程实施监测与发展性督导。
连续实施两轮的“特色普通高中三年行

动计划”，培育了90余所市区两级项目学校，
带动全市30%的高中特色办学，评估命名20

所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涵盖人文、科技、金
融等多个特色领域，普通高中教育由分层发
展逐步向分层与分类相结合的格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