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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育人
“善”浸校园

经过六十年的风雨历程，长
清区第三初级中学确立了传承、
优化和提升的基本工作基调，扎
根乡野文化沃土，开创特色教育
之路，着力打造善文化，提出了

“有善心、做善事、成善人”的育人
方向。

学校坐落于张夏镇驻地，这
里民风质朴淳厚、善良勇敢，村民
们崇尚“向上”“向善”。莲台山里
有着丰富的文化景观，周边自然
环境优越，风景秀丽，人们“居善
地，守善心，为善事”。基于对地域
环境和学校特质的研究，该校有
效借助地域文化的滋养，建设了
以“善”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善文
化育人精髓，充分体现在德育多
元模式和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建
设上。学校成立了以徐民校长为
组长的领导小组，开展以善文化
为特色的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工
程。

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文化长
廊”秉承传统之风，在营造校风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紧紧围
绕善文化建设这一核心，利用有
限的校园空间传承博大的中华文
明，演绎善文化思想。目前，以善
文化为主题的学校文化已完成了
三期建设。为了让善文化深入每
一位学生的心中，成为每一位学
生的行为准则，学校对校园内建
筑、景观、设施、环境进行了综合
改造，全方位的文化植入，让学生
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
魅力。一面墙壁、一块牌匾都透露
着传统文化底蕴，一块绿地、一潭
清水都饱含着传统文化风情。校
内建筑廊柱及墙壁上点缀着中华
传统美德格言，构筑起一道国学
文化长廊，学生漫步校园，感受着
浓浓的“中国味道”。教室里，精美
的诗文图画悬挂于教室墙壁上，
班级的“学习园地”还开辟了“经
典诵读”专栏。

校园文化不仅彰显着一个学
校发展的理念，更代表着一个学
校的发展方向。经过多年的浸润，
学生们将“时时有善心，处处行善
事，世世为善人”铭记于心。

以课程育人
“善”在课堂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好的
课程应该以小见大，能引导学生
举一反三，在有限的时间里传授
无限的知识。该校注重课程建设，
特色高效的课程学习与教育“减
负”实现同频共振。课堂不是强
灌输，“减负”不是减知识。给学
生减轻负担，最重要的是推出优
质课程，让学生得以高效学习。

为在教学中增加趣味和亮
点，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首先推
出了一批优质传统文化课程。学
校紧跟时代要求，使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材，在初一和初
二开课，由本班语文教师兼任传
统文化教师。在教师授课前，全
体语文教师会进行集体教研备
课，规范并优化了传统文化授课
流程。在语文课程基础上，课程
深度融入了传统文化知识，在趣
味学习中培养了学生崇德向善
的精神理念，并能引导学生反思
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不足。

让学生“知善”，即让学生理
解“善”的含义。善文化课程重在
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三观”教育，
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在道德观
念上，教育学生懂得孝敬父母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亲敬长
光荣；在道德情感上，教育学生
对父母、对学校、对社会、对国家
怀有感激之情；在道德行为上，
培养训练学生说话要恭敬，尊敬
父母和长辈，接受父母和老师的
教导，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坚持服务于社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通过“知善”教育提
高学生的道德行为素质，使他们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优秀
的品质。

仅仅局限于室内课程是远
远不够的，室外教学课程也是优
化知识技能学习的一方舞台。为
了丰富学校的课堂教学，拓展农
村学生的视野，发掘学生的个性
潜质，学校组织成立了学生野外
写作社，充分利用农村特有的自
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培养学生的
写作技能。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
深入探究，学生的写作技能有了
明显提升，在学校举办的“与善
同行”作文比赛中佳作频出，许
多学生还获得了全国写作比赛
的奖项。这些学生喜闻乐见的室
外课程，减少了单一固定环境教
学的枯燥，呼应了教育部“双减”
政策的要求。

经典浸润人生，文化伴人成
长。为提升传统文化德育课程的
效力，学校开展了以“问礼寻善，
立己达人”为主题的研学活动。
三中学子走访东方圣城曲阜，亲
临“历史现场”，通过参加开笔
礼、成人礼、祭孔大典等方式感
受传统文化，他们诵《论语》、穿
汉服、拜先师，重拾对传统文化
的崇敬之心、敬畏之情。经过深
度体验，学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
从简单认识到深入理解，激发了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兴
趣。

“双减”政策的落地要稳扎

稳打一步步实现，好的课程不仅
要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还要与
时俱进，敢于创新，将传统与现
代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学习
与践行结合。在善文化的构建
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大力培
养教师“树师德、铸师魂”是学校
师德文化的重点，也是践行善文
化的重要条件。提高师德的垂范
作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建立健全
师德考核监管机制，建设一支高
素质、高风尚的教师队伍。其次，
要求每一位教师走进学生的生
活，宣讲善文化，让学生切实感
受教师的精神和思想处处充满
了正能量和善思想。再次，学校
教师积极争取成为善文化的践
行者。他们利用假期进行家访和
延时服务，走遍了张夏街道每一
个村庄，把爱洒向每一个学生。

以活动育人
“善”在践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高效的课程集中学习是
获得知识的重要渠道，课外活动
则是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领地。

围绕善文化教育的建设，学
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如“善形象大使评比颁奖活动”

“善文化”艺术节、以“善心善行
从我做起”为题的演讲比赛、以

“日行一善做美德少年”为题的
主题班会评选、“善形象大使暨

美德少年”评选等。近年来，学校
相继开展了光盘行动、静思行活
动、擦亮班级名片系列活动、周
行一善活动、“倡导垃圾分类”活
动等等，通过活动育人，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明白如何做人，领
悟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在“周行
一善”主题实践活动中，每位学
生都尽力做到孝心献父母，爱心
献师生，诚心献社会，每周写一
篇感恩日记，在社区进行一次公
益劳动，参加一次感恩主题活动
等。以家庭为单位的善文化主题
教育，能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理
解“善”的含义。教师鼓励学生在
家不但要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还要将孝、善献给父母，积极
帮父母做家务。

学校以“崇德向善”对学生
进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
神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诗文的诵
读和传唱不断增强爱国主义精
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树立文化自信，使学生
树立为祖国的强盛而努力奋斗
的目标。在“我们的节日——— 经
典诗文诵读”活动中，学生自己
进行编排，在本班语文教师的指
导下，一个个优秀的节目呈现在
全体师生的面前。

此外，学校还为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搭建了诸多平台。书法社
团不仅为学生的书写提供指导，
同时也重视学生的习惯养成及
人格培养，“心正则笔正”，学生
在一笔一画中渐渐领悟“规规矩

矩写字，堂堂正正做人”的真正
内涵。国画社团的学生们徜徉在
水墨丹青绘画里，体会中华文化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剪
纸社团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
了民间剪纸的艺术美，增强了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

走近长清第三初级中学的
校报，就能走进三中人的心里，
了解他们深层次的善文化。透过
这个窗口，展现在眼前的是团结
协作的领导和老师，积极上进、
热爱学习的莘莘学子，青春活
泼、充满活力、乐于助人的师生。
校报以“善亮”为名，体现了三中
善文化的传承。透过它，能看到
俯身为父母洗脚，感恩亲情的场
景；透过它，能看到孩子们在家
帮助邻居孤寡老人的善举；透过
它，能看到老师为孩子们缝补衣
服时的师生情深……

徐民校长认为，青少年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华民
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善
文化教育让师生在感受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的同时深度滋养了
心灵，激活了文化育人新模式。
在善文化的引领下，长清第三初
级中学将为百年树人增添浓墨
重彩的一笔。

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

传统文化教育结出丰硕成果
“善文化”传承扎根学子心中

在长清教育界，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面向未来
精心培育的传统文化教育品牌，“善文化”传承已经
形成一大特色和亮点，探索出了一条德育多元模式
和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之路。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从校长徐民到广大教职员工，都对传统文化
传承在读书育人中的作用有着强烈的共识：善文化
长盛不衰，贯穿中华文明古今，“人之初，性本善”的
理念深深影响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融化在我们的
血液之中。“善”作为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质，应当一
代代传承下去，对“善”的精神追求，尤其要体现在
青少年的教育上。

善文化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础，立足地域文化
的“以善育人”的教育模式，在济南市长清区第三初
级中学焕发着勃勃生机，以“善”为主题的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成果。

学校还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搭建了诸多平台。

长清区第三初级中学提出了“有善心、做善事、成善人”的育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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