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诗为引
让每一步成长有迹可循

在魏盈的书架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
多本诗集。

翻开这些诗集，每一首诗歌后面都是
一个孩子成长的故事。这些诗歌的展现，不
仅是孩子们思想火花的凝聚，更是他们成
长的轨迹。

作为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党总支
书记、校长，魏盈会在每一本诗集前面写一
封给孩子们的信。

诗集是东方双语学校教育衔接实践的
一个缩影。发挥九年一贯制优势，在全环境
育人的指导思想下，东方双语学校经过初
步梳理、深化实施、系统构建、总结提升四
个阶段，构建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四维三径
三保障”小初衔接课程体系。

“‘四维三径三保障’的小初衔接课程
体系，是我们25年不断探索、优化、总结的
结果。”魏盈说，这7个字虽然简单，但是却
指向学生最关键的小升初衔接阶段。魏盈
告诉记者，很多初中老师和家长都反映，本

来在小学阶段表现很好的学生，进入初中
后在很多方面需要“补课”。

但是，小初衔接的这节“课”，谁来“补”，
“补”什么，怎么“补”？这些问题引人深思。

直面堵点
统筹规划衔接教育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东方双语学校的
老师发现，小学、初中虽然都属于义务教育阶
段，但在教学、管理上还是存在很大不同。初
中学习科目多、难度大、要求高，学生知识建
构能力亟待增强，学习技能有待提高，学习方
法需要进一步改进。不仅如此，因为青春期的
到来，很多孩子对生理、心理上的变化不适
应，都造成了小初衔接出现割裂现象。

“孩子需要什么，学校就攻关什么。小
初衔接成为我们学校重点研究的课题。”东

方双语实验学校副校长李晓蕾介绍，从小
初衔接的教法学法、心理适应、课程衔接、
成长历程等方面入手，东方双语学校统筹
规划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全学习流程的衔接
教育。从身心健康、学习方法、生活习惯、社
会担当四个维度，打通“四维”并进式衔接
月专题课程、“四互”渗透式学科衔接课程、

“六线”贯通式特色衔接课程三条路径，建
立跨学段教研制度、衔接性家校协同制度、
一体化学生管理制度三个保障体系，有效
实现了小初自然衔接。

全方努力
打破小初教学隔阂

“我觉得七年级和六年级虽然就差一
年，但语文课程内容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更
重要的是学生也有着很大不同。六年级的

学生言谈举止还像孩子，但七年级就已经
是少年了。”东方双语学校六年级语文教师
付钰如说，自己去年教七年级的语文，今年
教六年级的语文，感觉到学生明显处于两
个成长维度。

“除了老师教学年级的调整交流，六、
七年级教师还共同研究学案、教案、试题编
制和试题答案，在互动交流中，不断碰撞出
教学衔接渗透点。”付钰如说。

“为实现六、七年级学生在知识准备、
学习方法、心理素养和社会责任等多维度的
有效转变，学校开设衔接月专题课程，实施渗
透式学科衔接，开发贯通式特色课程，实现学
生身心发展的平稳过渡。”李晓蕾说。

在东方双语学校，一切衔接有迹可循，
又润物无声。在潜移默化中，让每一个孩子
完成平稳的成长过渡：体验式学科引领，转
变学生认知方式；共鸣性学长分享，坚定学
生理想信念;多样态活动体悟，树立学生社会
责任；规范性军事训练，锻造学生良好品质；
系统化读本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在课程设置上，中医药课程、诗教课
程、木工体验课程、悦动双语课程、十二生
肖大盘点、校园活动课程等贯通式课程的
开设，让每个迈入初中阶段的学生，在课程
学习上不再迷茫。

经过25年的实践探索，在东方双语学
校，小初衔接教育成效逐渐显现。近三年，有
百余名学生在全国信息技术大赛、山东省国
防知识竞赛、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活动
中获一等奖，近十名学生获山东省新时代好
少年、济南市优秀学生等荣誉称号。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为每一名学生
的成长之路减陡度、缓坡度，为学生铺设稳
步登高的台阶。”魏盈说。

为初一新生开启平滑的进阶通道
——— 济南市东方双语学校一场长达25年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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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延瑜

个头不高，肩膀宽厚，暗黄的脸上嵌
着一双小而有神的眼睛。这位从业20年的
乡村小学校长，还有另一个身份：校留守
儿童足球队兼职教练。

2001年，孙集镇中心小学只是一座普
通的农村小学。王长龙来到这所“百废待
兴”的学校担任校长。到了2008年，学校留
守儿童达到100多个，不少学生沉迷网络
游戏。为了解决留守儿童放学后监管难的
问题，王长龙和老师们决定成立一支留守
儿童足球队，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
号———“足球要和网络游戏‘抢’孩子！”

一切从零开始。没有训练场地，王长
龙便物尽其用，组织体育教师清理出一个
长约35米、宽约25米的土场地，两端放上
砖块当球门，一个“简易”足球场就建成
了！

一个“简易”足球场，一个足球，一双
胶鞋，构成了那个年代乡村小学足球运动
的初印象。找不到专业教练，王长龙抽调
数学教师王恩灵担任男足教练，让语文教
师王长礼兼职女足教练。半路出家的两位
教练一边参加培训学习一边带队，球队慢
慢变得有模有样了。随着喜欢踢球的孩子

越来越多，王长龙也上了足球场，当起了
学校第三位兼职教练。

2012年，孙集镇中心小学留守儿童足
球队第一次参加县级联赛，就拿到了冠
军。一战成名后，学校的训练条件开始改
善，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各级赛场，“踢”出了更广阔的人生。同时，
王长龙带领着老师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
较为成熟的校园足球普及和特长培养路
径，全校90%以上的孩子会踢球，形成了

“班班有球队、周周有比赛、人人会踢球”
的良好氛围。

足球队成立十年来，学校共荣获2个
省级联赛冠军、1个亚军，10个市联赛冠
军，包揽了17个县联赛冠军；连续十年在
全县的综合素质测评中荣获一等奖；为省
市运动队输送队员34人，其中8人取得“国
家一级运动员”称号，4人被授予“运动健
将”称号。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从
2010年的不足80%提高到2022年的98%，
优秀率从不到10%提高到46%。

学校也先后被授予“首批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央级乡村少年宫”

“山东省全环境育人规范校”“乡村温馨校
园”“创新素养实验学校”“济南市特色学
校”等60个国家和省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济南商河孙集镇中心小学校长王长龙：

“足球要和网络游戏‘抢’孩子！”

见习记者 延瑜

别看它是一所“不起眼”的城乡接合
部小学，近几年取得的体育成绩可不一
般：校园体育竞技蓬勃发展，学生体质健
康成绩和学业成绩逐年提高，肥胖率和近
视率逐年降低，心理健康筛查的预警数越
来越少，以体育人在广大教师、家长、社区
居民中深入人心，辐射带动了周边学
校……如此成绩，学校校长李强用了8年
时间精心打磨实践。

2015年，李强到学校担任校长后，下
定决心要让每个孩子在毕业时掌握一到
两项运动技能。

2016年，他带领部分体育老师从
“全员体育”的理念出发，结合学情、校
情和师情，以每人掌握一到两项运动技
能为基点，开始探索教学模式改革。“定
项-分级”分项式体育教学模式诞生了！
学校将其运用到了三至五年级的体育教
学上。

“开学选课时，整个年级的学生和老
师都到操场上，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
相应专业的体育老师，保证孩子在毕业时
掌握一到两项伴随他们终身的体育特长，
满足个性化的发展。”李强说。

“学生运动技能的提升，极大地促进
了学校体育竞技的发展。”李强介绍，八年
来，在国家、省市区各级各类正式的体育
竞赛中，学校学生共获得466枚金牌，315
枚银牌，398枚铜牌。

“全员体育”的理念在学校生根发芽
后，李强又把目光投向了运动困难的学
生。2022年上半年，李强亲自组建了一支
特殊的体育社团———“远东豹&朱鹮”社
团，成员刚开始是35个体重超标的孩子。
社团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的减
肥方法，通过努力，原来胖乎乎的孩子瘦
了5-10斤，他们的眼神也有光了，性格也
变得外向、开朗了许多。”

社团的成立在关注运动困难学生方
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为其他学校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李强介绍，“看到
多名学生减重成功，纠正了不良的生活
习惯，身心健康也有了较大改善，这是
最实在的善事。我常常跟老师们说，将
来学校毕业生画像中，我们的孩子肥胖
率是最低的，也是更阳光、更自信的，这
是我们的愿景。”

在李强看来，孩子们在每天的体育活
动中充分体验快乐，在快乐中学习和成
长，体质健康良好率逐年大幅提高。

这位校长成立了减重体育社团

让运动困难学生动起来
今年1月，第四届蔡崇信以体

树人校长计划启动，寻找10位具
有体育精神的校长。该计划共收
到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500余位
校长的报名资料，经过百余位志
愿者及项目人员两个多月的评
审、线上面对面交流以及视频和
实地访校，确定40位提名校长，济
南商河孙集镇中心小学校长王长
龙就是其中一员。

今年1月，第四届蔡崇信以
体树人校长计划启动，寻找10位
具有体育精神的校长。该计划共
收到来自全国27个省市区500余
位校长的报名资料，经过百余位
志愿者及项目人员两个多月的
评审、线上面对面交流以及视频
和实地访校，确定40位提名校
长，淄博市周村区正阳路小学校
长李强就是其中一员。

从六年级到初一，不是简单的学段升级，
而是学习、生活的一次跨越，是孩子到少年的
人生转折。小学、初中作为义务教育的两个阶
段，既一脉相承，也是一场着力提高学生核心
素养的双向奔赴。

在全环境育人的指导思想下，济南市东
方双语实验学校用一场长达25年的教育实
践，为每一名初一新生开启平滑的进阶通道。

记者 郭春雨 崔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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