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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海海洋洋文文化化精精神神在在学学校校生生根根
孙家疃小学“海文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孙家疃小学位于威海海岸线东北端
的葡萄湾畔，是一所省级规范化学校，这
里民风淳朴，海洋文明历史悠久。学校生
源主要来自周围六个渔村，依托资源优
势，自2009年起，学校将滨海地域特色与
学校文化积淀相结合，积极打造以海洋文
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提出“海纳百
川——— 关注每一名学生发展”的办学理
念，以“厚蓝色底蕴 建和谐校园”为办学
目标，提炼“扬帆向未来”的口号，建设海
洋特色校园，完善师生发展系列规章制
度，开展一系列海洋文化教育活动。校园
文化建设的推进，使校园海洋文化气息浓
郁，海味十足的孙家疃小学成为威海教育
特色发展进程中一张精致的名片。

本报记者 许君丽
通 讯 员 宋协兵 于丽

海味环境建设，打造“海洋文化公园”

走进孙家疃小学，处处都能
感受到海洋的气息。学校不论是
围墙还是凉亭，都有一个海洋文
化主题。走进教学楼，海洋的清
新感觉扑面而来，一楼突出童真
童趣，主题是“海趣”，尤其是在
走廊的尽头，几张小渔网、一些
海洋小贝壳，让这个小角落充满
渔家的温馨；二楼传承民风民
俗，主题是“海风”；三楼突出智
趣，主题是“海韵”，彰显生命的
韵味；四楼的主题是“海情”，突
出校情、校史。在设计制作的过

程中，学校加入了更多让学生主
动参与的动态元素。楼梯的墙
上，贴着一幅幅学生们亲手做的
海洋生物标本，给学校增添了更
多的海洋味道。

和别的学校不同，孙家疃小
学的学生很多家长都是渔民，在
认识和接触海洋生物、环境等方
面，孩子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了将这些优势利用起来，学校
成立了贝雕制作、电脑绘画、剪
纸、英语配音等十几个学生社团，
同时制定了社团管理、考核和评

价等系列制度，确保社团课程良
性发展。每周的社团课中，学生们
或开心地制作，或自由地畅想，引
领学生走出书本的狭小空间，在
广阔的知识海洋中扬帆远航。学
校浓郁的海洋氛围，给予孩子们
心灵的惬意和不屈不挠的学习精
神。

“童真童趣真趣自然 海风海
韵风韵无边”。这是学校阅海亭上
的一副对联，是学校教师自主创
作的，折射出师生对“海文化”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班级吉祥物来自大海，海洋精神在心中

走进孙家疃小学五年级二
班，墙上一张小海马的画像格
外醒目，这是班级的吉祥物。班
主任老师说，自然界的海马对
环境不挑剔，生存能力很强，游
泳姿势十分优美，而且是一种
经济价值较高的名贵中药。取
海马适应能力强，对人们有价
值这两大优点，他们确立班级
目标：我们将像海马一样持之
以恒、锲而不舍；像海马一样忠
勇顽强、奋勇拼搏。而班级宣言
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收获

一点点。为了达成目标，班主任
老师还和同学们一起制定了班
级公约，设立了“海马大比拼”，
从“学习、卫生、纪律”三大方面
进行个体的纵向评价，关注学
生的点滴进步，“海马”真正成
为了班级的代言人。

在孙家疃小学，各个班级
的吉祥物都来自大海，有憨态
可掬的企鹅，朴实无华的海草，
搏击风浪的海鸥，锲而不舍的
海龟、以静制动的海螺、适应力
强的海马等，都成为班级吉祥

物。
各班级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和兴趣爱好，自主开发班本
课程，确立特色班级目标和班
级吉祥物。每个班级都有一张
海洋明星榜，鼓励孩子们积极
向上，好好学习。每个班级都有
班本课程，挖掘了师生的潜力，
促 使 各 个 班 级 不 仅 厘 清 了 特
色，而且让学生在参与、体验、
创造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了富
有个性的、充满活力的班级文
化。

海洋文化活动，提升“亲海”素养

王国杰先生是威海有名的贝
雕达人，也是孙家疃小学的校外
辅导员，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到
孙家疃小学，与孩子们一起了解
各种海洋生物，学习制作贝雕的
技艺。在孙家疃小学，这样与大海
亲近的机会很多。每年春节，学校
都会进行“渔家民俗游园”活动；

“六一”开展海文化艺术节活动；
国庆节开展“海鲜我来做”活动；
学期末举行“海洋教育文化超市”
等。学校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建
立校外实践基地，将学生的校外

实践活动纳入了教学常规，并聘
任本土作家、贝雕达人、老船长等
能人担任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走
进课堂为学生上课。这些举措整
合了社会各方力量，构建起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
系，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激发学生潜能，引导学生
主动发展，是海洋教育的归宿。
近年来，孙家疃小学积极整合
校内外资源，开展系统性强、主
题鲜明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成

长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学校
对各项活动进行了整体梳理，
把 凡 是 立 足 于 学 生 的 现 实 生
活，学生感兴趣的、且能实现学
生全员参与的活动确定为传统
活动，并与节日文化进行了有
效链接。每次策划活动方案时，
学校都依据年级特点，反复斟
酌，确定活动目标和活动项目，
内容体现螺旋上升的特点，满
足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真
正让孩子们亲近大海，爱上大
海。

开发“海语”校本课程，大海在身边

“天上有什么，海里有什
么。上天有天宫，深海有龙宫。
天空有星星，海中有海星。海星
五个角，能游也能动。”这是本
土作家苗丰云老师写的一首小
诗《海星》，这首小诗被收入孙
家疃小学的校本课程中，朗朗
上 口 的 节 奏 让 孩 子 们 非 常 喜
欢。

要扎实推进海洋教育，教
学是核心，课程是载体。孙家疃

小学一直把校本课程的开发和
校本教材的编写当作常态化的
工作来做。2009年，在教研员的
指导下，在骨干教师的辐射带
领下，首套校本教材———《大海
在我身边》走进校本课程。在实
施过程中，学校注重动态化，引
导 教 师 深 度 挖 掘 校 本 课 程 资
源，通过合理的形式、多样的方
法组织实施。在二度开发的过
程中，教师们不断补充新信息，

生成新目标、新主题、新内容，
逐 渐 成 长 为 课 程 开 发 的 研 究
者。

动态多元、着眼实际的教
材开发历程，经历了破除“坚
冰”的过程，将所有教师的思想
都统一到海洋教育课程的研究
上来，发挥了集体合力，使教师
真正成为课程有效开发和实施
的中坚力量，实现了课程开发
与教师成长的双赢。

大学生进校园，海洋教师队伍壮大

10月初，12名来自山东大学
(威海)海洋学院的大学生被聘为
孙家疃小学的校外海洋教育辅导
员，任闯就是其中一位。对于海洋
有着深深的热爱的他，利用自己
的学业优势，为小朋友们补充海
洋知识，带领他们了解大海，任闯
觉得很开心。在孙家疃小学，像任
闯这样走进课堂的校外辅导员已
经有20多位了。

为了保障课程的实施，让孩
子们学到更多的海洋知识，每学
期孙家疃小学专门从山东大学
(威海)海洋学院招聘大学生作
为校外海洋教育辅导员，担任校
本课程的专职教师，并协助班主
任老师组织海洋科普活动，这样
就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结合的海
洋教育教师队伍，保证了学校海
洋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

学校统筹安排，把综合实践、社
区与校本课程这三级课程打通
使用，“海洋教育”每周一个课
时；社团课程每周一个课时；“海
洋科普”通过每周一节的综合实
践课开展研究性学习。同时还将
部分海洋课程与德育活动进行
了有机的整合。这样无论是从时
间、空间、内容、形式等方面，都
为学生探究海洋奥秘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学校每学期期末都会
举行校本课程检测，了解课程实
施的效果，并出台“优秀海洋教
育辅导员”评选办法，从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和课程资源的开发
等方面评奖，调动大学生海洋教
育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自从有了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的到来，学生们也更喜欢
和他们一起亲近大海。

促进师生和谐发展，海洋文化品牌初显

经过整整六年海洋文化品牌
的打造，孙家疃小学全校师生和谐
发展，学校工作迈上新台阶。

六年来，孙家疃小学课程建设
日趋规范，海洋教育特色日益显
著，2011年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学
校”；2012年，学校代表环翠区在

“威海市中小学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现场会”上做了题为《充分发掘海
洋教育资源 打造学校实验教学特
色》的专题汇报。2013年学校升级
为威海市特色培育学校，并被环翠
区教育局评为“AAA级特色学校”。
在区第二届教育科研年度成果评
选中，学校获得一等奖。孙家疃小
学还先后被评为“和谐校园建设先
进单位”“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等。
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学校的办学
水平和质量不断攀升。

海洋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提高了教师教科研能力和开发课
程的能力，成就了教师。学校有市
级学科带头人1人，区级以上教学

能手3人，3名教师被聘为环翠区兼
职教研员。学校的海洋课程资源有
多项获得市级奖励。学校开发的小
学综合实践教材在威海市“十三大
课题”阶段成果评选中获得二等
奖。

进步最大的还是学生们，因为
喜爱丰富的课程，孩子们激发了对
学习生活，对自然世界，对同学老
师，对班集体和学校的热爱，初步
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精神。在环翠区
举办的科技节活动中，孙家疃小学
学生撰写的科技小论文、制作的标
本等全部获奖，而且成绩名列前
茅。学生们开展的实践探究活动多
次获得省级奖励。

多年风雨历程，数载辛勤耕
耘，孙家疃小学的办学特色初步形
成，并将继续以海洋文化为载体，
营建科学与人文并重、师生共同发
展的教育乐园，引领学生“纳海之
广博，取海之深邃”，扬帆向未来！

▲春节期间，学校组织学生们走进渔村，了解渔家风俗。(资料片）

学校开展贝雕等课程，丰富孩子海洋文化知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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