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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公民到底要做什么？现
代小公民要有什么素养？围绕这几
个问题，张敏带领学校老师们归纳了

“六要六会”的现代小公民素养。
“六要是好奇、梦想、合群、感恩、

自信、关爱，六会是健体、生存、发现、
欣赏、表达、合作。”张敏介绍说，“六要
六会”完全和课程、孩子发展的导向全
部融合在一起，“去年开始，国家又提
出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所以我们又
把‘六要六会’与核心素养做了一个对
接，重新梳理出现代小公民围绕核心
素养背景下，必须要有的三个维度。”

有了这个顶层设计之后，学校又
打造了对学生的立体培养体系——

“小公民教育2+1”，即“小公民系列
全学科活动”、“现代小公民素养十项
体验活动”和“小公民自治委员会”。

而在课程方面，在传承陈鹤琴先
生五指活动的基础上，学校引进了国
际理解课程，打造了“五指课程＋”现
代小公民课程。

“学校每年都做课程结构图，围

绕‘五指课程＋’，打造有特色的课
程。比如，为五年级毕业班打造的毕
业季小初衔接课程。”张敏介绍说，学
校每年会在5月下旬把毕业考全部
考完，进入6月份就开始从我@自然、
我@母校、我@中学、我@世界、我@未
来5大板块推进五年级的毕业课程，

“其间学生不上语数外课程，也不刷
题目，3周后的毕业典礼就是这5个
板块的课程汇报。”

张敏表示，毕业季小初衔接课程
已经连续做了两年，超过80%的学生
对这一课程都非常喜欢，课程期间，
学生们和母校有了难忘的告别，对即
将升入的初中也有了初步的了解，而
且全程家长参与度很高，学生和家长
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结束小学生
活。而除了小初衔接课程，静安一种
新还有针对一年级新生的幼小衔接
学习准备季课程，“通过4大板块校
园探秘、关爱相伴、牵手相识、独特的
我等课程内容，让一年级新生在一个
月内习惯小学生活。”

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明确目标定位 打造个性化现代小公民教育

传承办学理念 名校也要擦亮招牌
最近几年，每

到招生季，静安区
第一中心小学都
非常火爆，周边居
民总是想方设法
让自家孩子进入

这所学校。而之所以如此“受宠”，得益于
这所创办于1930年的历史名校近几年来
走出的特色化办学之路。作为一所知名度
较高的小学，静安一中心小学在创办人陈
鹤琴先生“活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注入了时
代元素，以“一切为儿童”为办学出发点，提
出了“培育现代小公民”的教育宗旨。如
今，这所“老字号”小学正在打造现代小公
民学院，等相关课程体系配套完成，不久的
将来，小学生做学院院长将成为这所学校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是
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陈鹤琴于
1930年创办的学校，至今已有87年
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秉承陈鹤
琴先生的办学思想并将其不断发扬
光大，一直是上海的一所“名校”。

“在这么多年的办学过程中，学
校一直有比较高的知名度。”静安一
中心小学校长张敏介绍说，1954年
上海评选第一批重点小学，全上海只
评了四所，静安一中心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50年代，静安一中心的拼音
教学独树一帜，不少教学模式和方面
沿用至今；70年代，上海评选第一批
特级教师，全市共评选了17位，静安
一中心有两位；80年代初，“低幼衔
接——小学新生教育”让一年级顺利
完成角色转化，被全市普遍采用；80
年代中期，开辟第二课堂让更多的同

学有了自主发展的空间。
“上海汉语拼音进小学、英语进

小学、第二课堂进小学、一期课改、二
期课改等等都是在静安一中心做试
点，然后全上海铺开。”张敏说道。

2013年4月1日，张敏正式就任
静安一中心小学的校长。作为一名
从外校调来的校长，张敏对整个区域
内的学校情况了解得相对比较客观，
而当时静安一中心给她的感觉是有
一点封闭，“因为一直以来学校都是
历史名校，所以整个教师团队骨子里
也是有点傲气。”

张敏认为，要想一直保持老百姓心
中崇尚的好学校的地位，光靠“老本”是
不够的，学校必须要有开放型的胸怀，
走个性化道路。为此，她上任静安一中
心校长后，提出的目标就是擦亮老字号
招牌，让这所历史名校再创辉煌。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静安
一中心自创办之日起就有明确的办
学理念，陈鹤琴先生一直提倡“活教
育”思想，其核心就是“一切为儿
童”。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此基础
上，静安一中心的老校长在上世纪90
年代提出了“小公民教育”的理念。

怎样既传承学校长久以来的理
念又能根据时代特色做出创新？张
敏上任后，在仔细调研、思考、讨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现在小公民教育”的
理念。

“我的考虑是，聚焦未来学生的发
展，聚焦学生的核心素养，光小公民教
育还不行，要培养现代的小公民。”张
敏说，这个理念其实是对创办人陈鹤
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到一切为儿童、
再到小公民教育做的一个梳理、延伸，

“现在提出的现代小公民教育能从源
头上找到理论支撑、起点，和学校一直
以来的办学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是‘接
地气’的，所以大家也都认可。”

在传承发展办学理念的基础上，
张敏提出了学校发展的目标定位，

即：高起点（以先进的文化统领学校
的发展）、开放型（以开放的胸怀推动
学校的发展）、国际化（以国际的视野
审视学校的发展），要办一所现代品
牌学校。

明确了这些之后，张敏又开始谋
划学校的教育特色。“我刚来的时候，
很多人跟我说，学校有花式跳绳的特
色，有象棋、国际象棋特色，但我觉得
这些都只是特色项目，并不是一所学
校的教育特色。”张敏认为，学校创办
以来秉承的办学理念其实就是一种
教育特色，“比如，陈鹤琴先生提倡的

‘活教育’，里面提出‘一切为儿童’，
所以在我们整个校园的设计中有很
多细节都体现了这一点；再比如，老
校长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小公民
教育’，学校里一幢楼就变成了小公
民楼，20多间活动教室有小银行、小
医院、小菜场等，一个房间就是一个
学生体验活动室。那个时候，这里就
已经有了素质教育。”所以，对静安一
中心来说，现在的教育特色就是要培
育现代小公民。

如果一个学校里学院的院长是
由小学生担任，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情景就将出现
在静安一中心。

张敏认为，现代小公民教育，一
定是孩子的责任感、主体性要强，“走
进学校，孩子们一个个都能够自我管
理，这才是小公民教育的一所学校，
如果都是靠老师管着，就不是小公民
教育。”正是因为这种思路，张敏一直
有打造现代小公民学院的想法，“由
小朋友做学院的院长，各个职能岗位
也都由孩子来担任。”

目前，静安一中心小学已经为现
代小公民学院成立了五大中心，均
以小公民命名，具体有：小公民自治
中心、小公民传媒中心、小公民艺术
中心、小公民健康中心、小公民科创
中心。“现在还在打造配备的课程体
系，等课程匹配好后，将会陆续推出

班子。”
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张敏担

任校长的四年多时间以来，静安一中
心小学的很多指标都已明显提升，而
周边居民对这所学校也更加“热宠”。

“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得到全面
而又有个性的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
教育内涵要更丰富。”张敏认为，要让
学校内涵更丰富，就要打造学校的课
程，让课程更体现育人的价值，“这就
要求学校要有教育创新，‘活教育’一
定要活，要动脑筋、激活人。”张敏坦
言，一所学校要有教育追求，不但校
长要有教育追求，老师们也要有教育
追求，而在全体自觉为特征的教育追
求中，老师们也会收获专业的成长，

“作为一所历史名校，在办学过程中
有自己文化的魂、文化的根、文化的
故事，这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去传承、
关注的。”

“老字号”名校也要擦亮招牌

传承发展办学理念谋划教育特色

归纳现代小公民素养打造特色课程

配备课程体系打造现代小公民学院

静安一中心小学校长在介绍学校的特色教育。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