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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会资源　助推学校发展 ①

米仁金
（株洲市九方中学，湖南 株洲４１２００１）

摘　要：“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是《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要求。我校自觉践行这一理念，开拓和运用社会资源，优化办学条件，推
进课程开发，提升教师素质，促进学生发展，成效显著，获得了学生、家长、社会的肯定与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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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九方中学创建于１９５６年，前身为铁道部株洲

电力机车厂子弟中学，２００６年学校整体由中国南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移交给株洲市人民政府管理，隶属于

株洲市教育局。承载着５０年历史的厂矿中学，有过辉煌、

有过困难。面对新世纪、新起点，如何改革创新、谋求持

续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树立系统培养观念，……加强学校之

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

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

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学校领导的社会影响力、社

会交往能力是学校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１］。

学校决心充分利用学校所处的区位优势，开拓“校 －

社合作”之路，与电力机车公司、电力机车研究所、市农科

所、株洲九华新材料公司（现华联高科公司）、湖南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等企业和高校大力合作，为学校发展寻求丰

厚的资源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获得了显著成果。这种社

会资源就是学校的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包括内外两

方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各自又由两个联系构成，即纵向联

系和横向联系。学校利用外部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源，

运用内部关系网络使获取的社会资源产生效益，并协调

学校内外两方面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其产生整合效益，最

终使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己的目标［１］。

１　开拓社会资源，优化办学条件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是国家一级企业，作为它以

前的子弟中学，我们与它有着血浓于水、千丝万缕的联

系，它首创的“火车头精神”是株洲市的主体精神，它拥有

饱满的现代科技、科学管理，它的生活区石峰区田心社区

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社区交通便利，有多路公交车直

达，其中Ｔ３５路终点站即为九方中学。社区经济处于高

速发展态势———千亿轨道产业群，社会综治环境良好，居

民富裕，且素质较高，对教育比较重视，有能力也愿意为

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该社区有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络，九方小学、田心中学、湖铁职院均在学校附近，其中田

心中学是九方中学的主要生源基地，而湖铁职院，是国家

级重点的技术学院，因其自主招生的优势、毕业生的高就

业率和发展前景成为了九方中学成绩靠后的百分之十左

右学生升学选择的学校，这几所学校间有着割不断的历

史渊源和现实纽带，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学校。这一切

都是我校宝贵的办学资源及提供社会实践的理想场所。

湖铁职院这一资源同样宝贵：现代中国急需数以千

万计的专业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职院丰富

的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和设施设备能为我校学生学好科学

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提供有力的支持，它提供的就业途

径还能为我校大批学生开辟宽敞的就业之路。

当然我们所开拓的“校 －社合作”没有限于本社区。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株洲九华新材料公司（现为华联高科公

司）、市中小学救助受援捐赠中心与我校共同签订协议，

在我校开办“九华·宏志班”，由九华公司设立“九华奖学

金”和“九华助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高中贫困生三年学

杂费并奖励其中的优秀者。２０１３年３月，我们又在全市

率先开拓了与科研机构株洲市农科所的合作，建成“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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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科所实验教学基地”，为培养未来的生物高科技人才

开辟了新路。

２　运用社会资源，推进课程开发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

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

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

选用适合本校的校本课程资源。我校深入挖掘、充分运

用社会资源，组织专人编写了《九方中学周边企业企业文

化导读》作为本校核心校本课程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

了《光色心情》、《生活中的生物学以及技术实践》、《看中

国的人心与传统文化的垃圾与精华》、《我爱发明》等在内

８０余门课程的校本课程体系，能让有不同发展方向的学

生自主选择。《初步构建田心美食地图》这一校本课程一

开始就赢得了众多“吃货”学生的极大兴趣，这一校本课

程的开拓者谢佳老师本身也是美食的爱好者，“每周二第

八节课在谢佳老师的带领下去挖掘田心地区的味觉密

码，比在教室里中规中矩上课有趣多了！”学生感慨，“我

们很乐意为以后的学弟学妹们设计美食路线，希望他们

以后能在此基础上慢慢完善”。

“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的自主性与探索性学习为基

础，从学生生活和社会生活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通过个

人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的课程。”我校“就地取材”依托

各类社会资源开发了一系列研究性学习课题，如《田心社

区物业管理的调查》，在政治老师的带领下，对田心的紫

藤苑、牡丹园、馨柳等社区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对这些

小区的清洁卫生、绿化物日常维护、治安管理、公共蓄水

池维护、水电管理、排污设备管理、电梯维护等公共服务

进行的统计分析，排查出物业管理存在的漏洞及值得借

鉴的经验，并将调查结果与改善建议反馈到每个社区的

物业管理处。这一做法赢得了业主的大力赞赏，这一课

题也因此被评为校级的优秀课题。我校的不少研究性课

题还被评为省、市及优秀课题，在湖南省２００９年度中小学

生综合实践活动成果评审中我校有五个研究性学习课题

参评，其中《中学生校服面面观》获一等奖，《中学生发型

研究》及《关于提取橘皮精油的方法研究》获二等奖，《肥

皂的制作工艺研究》及《关于烟花爆竹的实验研究及相关

社会实践活动》获三等奖。校级的优秀课题更是层出不

穷，如《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企业精神调查》、《田心社

区物业管理的调查》、《株洲田心社区交通现状调查及畅

通对策》、《校园与周边社区落叶的处理的调查与研究》、

《对新型公交车未来的展望》、《田心社区居民及业余安排

及身体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等等。我们撰写的《立足校本

教研，提升学校品位》在第三届湖南普通高中校长论坛上

获一等奖，说明我们的上述做法和所获得的成果被学术

界及社会认可，这些校本课程被誉为“九方中学校内课程

超市”。

３　运用社会资源，提升教师素质
首先是推进一般意义上的专业发展。那些高科技企

业和科研所所拥有的现代化设施设备、现代化生产技术

及其流程以及现代化管理，让我们的老师大开眼界、深受

教育，对转变他们的人才观、教育观、课程观和管理观，推

进教学改革与班级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一是南车

株机公司和南车电机公司所传承下来的团队精神和积极

开拓的精神被用到我校的教学改革当中，学校努力进行

课堂教学改革实验，全面推行 “三主、一案、五环节”的教

学模式。２０１１年开始在全校推行了“三主、一案、五环节”

教学模式，通过多次教师培训、学生培训，三主一案五环

节的教学模式已经深入全校师生。我们还将企业的激励

机制延伸到班主任工作，实施星级班主任制度，以及学生

的民主化、自主化管理，提升班主任的工作热情，发挥学

生的自主管理。学校的教师、职工和学生在利用社会资

源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１］。

还有特殊意义上的专业发展。以与市农科所合作共

建“生物实验教学基地”为例：近二年来，该所多位专家特

别是郑思乡博士（原云南省中青年学术与技术花卉方向

带头人、“百合切花国产化希望之子”、我市重点引进人

才）六次走进学校，手把手培养我校生物教师团队，对他

们生物学专业素质和生物教学能力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例如我校的生物组织培养室，２０１１年建成以来，其

高效使用多遇瓶颈，始终限于组织小范围的学生研究性

学习活动，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在郑博士等专家的指导

下，它终于成为教师引领学生开展生物学研究的科学殿

堂，让师生们感受到了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的生命力。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我校教师的专业发展获得诸

多成果。比如２０１１年，在南车株机公司的大力帮助和指

导下，我校９名学生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版权协会、中

华商标协会联合主办的、以“科技、环保”为主题的“第五

届中国尚德创意大赛”中获奖，“太阳能水车及环保纸车”

项目并获团体银奖，周向东老师评为“全国百名创新型教

练”，学校被授予２０１１年度“中国创新教育学校”。２０１３

年在株洲市第二届高中生物教师专业素养竞赛获奖通报

中，我校获得城区１组团体总分、说课竞赛、实验竞赛、理

论竞赛四项一等奖第一名的好成绩；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我校

生物老师谢佳在中南六省的生物教学竞赛中获一等奖。

４　运用社会资源，促进学生发展
在精神引导、道德升华方面，社会资源的运用功不可

没。浸透身边的南车株机公司“火车头”精神，多门企业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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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让学生们更关爱社区、更向往科

学。刘友梅院士来我校面向全体学生举办学术讲座，株

洲市农科所郑思乡博士等专家多次来校指导科研与教

学，九华公司董事长邹昌贵先生多次亲临学校捐资助学，

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学子的精神与品德深深感

染和熏陶了广大学生。

在智能提升方面，这些企业和科研机构给学生们带

来了生动、丰富、紧密联系实际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及其

运用机会，对提升广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和智力品质、对改

进他们的学习方法起到了巨大作用。以２０１３年数理化生

奥赛中为例，我校有４人获得全国二等奖、２人获全国三

等奖、１人获省一等奖、８人获省二等奖、１２人获省三等

奖，１２１人次获市级奖励。

值一提的是，南车株机公司和湖铁职院为我校众多

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科技实践基地和相当广阔的就业平

台。我们依托厂所建立了生产实践车间和校外导师团

队，带领广大学生在科研与生产中大大提高了操作技能

与实践运用能力。我们积极依托南车株机公司与铁道职

院的行业优势和就业平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

天，我校毕业生通过自主招生和高考的渠道考入湖铁职

院，每年都能有相当一批进入各地铁路部门就业。

我们的“校－社合作、创新高中发展”之路取得了初

步成效，社区与企业为我校人才的培养提供资源与平台，

我校为社会输送各类人才。这是一种和谐共赢，尤其体

现在我校贫寒学子身上。爱心托起希望，知识改变命

运”，很多贫寒学子因为爱心企业家的帮助改变了命运，

很多孩子因为社会的赞助而考入理想大学。同时，我校

的学生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尤其是我校品学

兼优的宏志生。他们不但是学习上的“拼命三郎”，更是

用各种方式传递社会的正能量，九方宏志生晴暖福利院、

助学雅安、保护环境、擦洗公共汽车、小年看望鳏寡、独居

老人等等，由于株洲晚报、株洲新闻等媒体的关注，这些

寒门学子被更多人知晓，爱心企业的善举被传递，一些爱

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我校贫困生活上的补

助。社会的帮助成了我校扶贫帮困工作的一大亮点，为

贫困学子架起通向成功的心桥，为祖国未来培养更多的

栋梁之才！

５　结　语
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今后的路还长，我校

校舍合作的层次较低，深度不够，如何建立与合作单位的

经常性联系平台，如何进一步提升老师们教研和教学的

水平，如何以项目或课题为载体建立协会或学会，如何更

好发挥合作单位对我校办学的指导作用；如何 通盘考虑，

统筹运作，使社区、企业的运行与我校办学的诸要素之间

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实现校社合作的整体推进等问题都

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努力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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