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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动教育”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①

唐　蔚
（冷水江市第五中学，湖南 冷水江４１７５０２）

摘　要：高品质的校园文化是特色学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学校确立了“灵动教育”
的文化内涵。“灵动教育”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教育，一种向上的生命的教育。通过校园环境建设、链式德育活动、特色

课程设置、灵动课堂教学等系列载体，培养学生的灵性、陶冶学生的情操、丰富学生的生活，使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同

时，有利于建设教学理念先进、业务水平精湛、创新精神强的教师队伍，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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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江第五中学在“以文化引领方向、以改革推动发
展、以特色提升品质”的发展思路指引下，通过不断探索

和积淀，以“多元互动，和谐发展”为校风，“有心、有志、有

为”为校训，“学园、花园、乐园”为办学目标，“灵启智能，

动出精彩”为办学理念，坚持“从他律到自律”的管理思

想，倾心竭力去塑造孩子的灵魂与生命，走出了一条“学

生灵动发展、教师主动发展、学校恒动发展”的“动”文化

特色发展之路。

１　移步换景：建设美丽校园
校园文化是人类文化凝聚的客观必然。校园环境文

化建设是一个学校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文化，是实现文

化育人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实践证明：好的环境，使人心

旷神怡、赏心悦目，有助于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美好

心灵，激发人的开拓进取精神，从而促进人的全身心健康

发展。

冷水江五中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锡矿山腹地，

学校依山而建，呈现出梯级分明的特点。根据这一独特

特点，我校借创省合格学校的机遇，因地制宜，新建了学

生生活楼，２００米环形塑胶跑道，乒乓球场地和羽毛球场
地，为师生提供了宽敞的健身场地；学校班子成员和教师

开展义务劳动，利用节假日、寒暑假担沙、刷墙、涂漆，坚

持“每一寸土地都要利用好、建设好”的宗旨，绝不浪费一

块空间，不闲置一个角落，精心设计，通过建筑造型、绿色

植物造景、人文景点设置，实现了“移步换景”、“让每块墙

壁都说话”、“让每棵花草都能开口”的目标。目前，整个

校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静谧宜人，是全市出名的花园

式学校，这为教书育人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２　“劳动—活动—运动”：开展链式德育活动
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以“灵启智能，动出精彩”

为理念，为学生创设一个幸福宽松的成长环境，提供一个

自我发展的平台。开展“劳动－活动 －运动”链式德育活
动。一是劳动。耕读传家是我们先辈历来提倡的优良传

统，它告诉我们，读书是一方面，必要的劳动实践，同样重

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应当摒

弃，除了传授书本知识外，还应培养我们的孩子积极向生

活学习、向劳动学习、向社会学习，才是正确明智的选择。

为此，我们开辟了占地大约１０亩的农场劳动基地，精心
打造“开心农场”。自编校本教材《开心农场之蔬菜种植

篇》，学生以班为单位分季节在农场种植农作物，班级再

每小组分管一块小地，收获的菜卖给学校食堂作为小组

经费。这样，提升了学生的思想品德、科学素养、写作能

力、审美情趣等综合素养。二是活动。活动是开展德育

工作的重要载体。我校各项德育活动已走向内容序列

化、形式多样化的轨道，逐渐形成特色。每月活动主题由

学生会商议确定，学生组织并实施，教师只起引导和辅助

作用。一年中，我校总要举办诸如篮排球赛、校园摄影、

农场写生，辩论赛、艺术节、现场手工制作等活动。三是

运动。校园里有了体育，就有了生命的阳光；校园里有了

艺术，就有了文化的底蕴。我校随着“２＋１项目”活动的
不断深入开展，校园内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学校购买

大量的体育运动器材，并构建自主高效的管理机制，以人

为本，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从“他律”到“自律”

的自主管理目标，如学校对乒乓球、篮球等体育器材，都

放在运动场所，爱心伞、拾物箱均实行无人管理。这些工

作具有十分明显和非常重要的德育效应，有利于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根据校歌“动起来”自编篮球操、跑操在大课间演练，

根据自己的爱好或者特长自主通过“劳动－活动－运动”
这一链式载体，让学生通过各种平台展示自己、发现自

己，体验成功，收获自信，使学生的身心、个性得到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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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为积极向上、幸福快乐的“灵动学生”。

３　因材施教：开设“特色灵动校本课程”
返璞归真，亲近自然，是当代人的渴望与需求。“小

农场大课堂”的构建与研究，正是让学生走进自然，感受

生命的意义、体验创造的快感、表达自我情感的一种新的

教学内容。另外教育部在“教育事业‘十五’规划和２０１５
年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各学校要改革教学内容，构建

面向２１世纪的教育课程体系，确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
课程、内容、目标与标准，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因而，我

们根据本校特色资源，在强化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

础上，以实践型课程为突破口，开发出具有五中特色的校

本课程。如依据本校农场基地，开设“开心农场校本”课，

让学生掌握种植本地蔬菜的一些基本常识；每周五下午

增加了一堂全校性的“劳技”课，全校师生一起，共同体会

在“开心农场”中劳动带来的快乐。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

第二节，构建大课堂兴趣活动课，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或

者特长自主选择参加篮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器乐、声

乐、普通话、舞蹈、书法、美术等兴趣小组。

４　“三模四动五环”：构建灵动课堂教学模式
有效教学管理是学校管理永恒的主题。只有当教学

管理赋予文化的含义，触及被管理者心灵，唤起教师的热

情，才能为教学提供合理的信念支持。因此，努力构建具

有校本特色的教学文化，是提高学校教学管理有效性的

重要途径［１］。因而，学校要求所有一线教师勇于实践，大

胆探索，敢于创新，积极学习先进课改区的经验，探索形

成“三模四动五环灵动课堂”的课堂教学模式。

４．１　三模
三模是指课前主动预习、课中互动展示和课后灵动

升华。课前主动预习即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编写导学提

纲，让学生根据导学提纲提示在课前阅读教材，把握文本

的主要内容，批注出自己阅读后的收获以及本课的重难

点，并生成本课的学习目标。二是课中互动展示：课堂上

在小组内、班内进行展示，交流课前预习的学习成果，提

出自己预习时遇到的困难和疑惑，通过小组合作、班内交

流达到对本课重点难点的知识把握与理解，并能迁移运

用。三是课后灵动升华：课后要总结、反思、升华，对课前

预设的导学提纲进行回归性的检测，并对本课知识进一

步总结、延伸。当然，“主动学习、互动展示、灵动升华”三

环节并不是孤立的，也可以穿插在教学过程中的时时处

处，教师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适时进行相关环节的

安排。

４．２　四动
四动是指灵动课堂的四动教学策略：问题驱动、学生

主动教师导动和多元互动。一是问题驱动。指教师在课

标的引领下，对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后，结合单元教学，巧

妙地将课堂要实现的教学目标通过问题蕴含于导学提纲

中，使学生通过自学、合作、探讨、交流后解决问题，并完

成学习任务。二是学生主动。指教师通过对教学过程有

效的设计，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各个环节中处于主动求

知、主动提问、主动回答、主动帮助同学释疑等状态。三

是教师导动。指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不能替代学生思考，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应该

做教学的主导者、学习方法的引领者，激发学生的灵感与

智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动口、动脑、动手、动情。

四是多元互动。指学习的整个过程，应该是处于一个学

生与文本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文本的互

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多元互动之中。

４．３　五环
五环即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操纵要领，由主动学习、合

作交流、互动展示、点拨总结、巩固升华五部分组成。一

是出示导学提纲。教师通过对课程标准的把握，对学习

章节的精心研究，对学生学情的了解，制定出导学提纲，

学生借助教师提供的导学提纲，通过阅读教材，初步把握

文本，形成自己的学习目标。二是主动学习。学生以教

材和导学提纲为对象，通过主动学习，初步完成基本的学

习任务，批注出自己在自学时的收获，圈点出遇到的困难

和疑惑，从而达成学习目标，并且不断地在主动预习中积

累学习经验。三是合作交流。围绕小组内同学自学生成

的重点、难点，本组同学进行合作交流、探讨，教师要指导

小组成员交流预习成果，解决疑难问题，交流探讨过程

中，要培养学生倾听、质疑、释疑的能力。对于本组不能

解决的问题要记录好，等到班内展示时拿到全班交流。

四是互动展示。小组内交流成果，合作探讨、立体学习，

班内展示、全面提升。疑难问题学生不能解决时，教师要

相即点拨。展示环节是生生、师生互动的过程。五是巩

固升华。教师每节课都要留有时间对学习效果进行检

测，及时总结反思，并适宜安排形式多样化的课外拓

展题。

“三模四动五环”灵动课堂模式，以“主动”学习为着

力点，根据课前“主动预习”、课中“互动展示”、课后“灵

动升华”的课改目标，坚持“问题驱动、学生主动 、教师导

动、多元互动 ”的课堂教学形式，通过课中“主动学习、合

作交流、互动展示、点拨总结、巩固升华”五个环节致力于

让学生具有扎实的知识、学习的能力、发展的潜力。让学

生拥有灵动的童年，经历童真生活的完美；让教师拥有灵

动的人生，享受和学生快乐成长的幸福；让学校拥有灵动

的教育，打造特色教学品牌。

总之，学校文化是学校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

血脉［２］。我们这样一所山区学校，因为有了“灵动教育”

文化的引领，新的教育理念、鲜明的教育特色、一流的师

资队伍、优美的人文环境，教学质量一年一个新台阶。湖

南日报、娄底日报、娄底电视台、冷水江电视台等媒体也

对学校特色建设先后进行了相关报道，２０１２年被教育部
评为“全国特色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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