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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万二中”：
教研视角下的教育变革典范

陈绍清

关于名校研究，我向来是用心、用情、用
智的。

倾慕“课改名校”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
学（以下简称“万二中”）很久，今年6月14日，
借中考巡考之机，我有幸深入万二中实地探访，
从教研视角深度探寻这所老牌名校高质量发展
的秘诀。

此行让我深刻感受到，万二中名不虚传。
“名”在诗意管理的大方略、诗意课程的大智慧、
诗意课堂的大境界和诗意人生的大格局。

诗意管理：打造和谐共生的教育生态

在万二中党委书记陈兵和党委副书记、校
长朱黎秀的引领下，我漫步于这座精巧雅致的
校园，仿佛踏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教育殿堂。
在这里，“五彩党建·五心育人”不仅是学校党
建工作的核心理念，更是其诗意管理的鲜明旗
帜。

学校巧妙地将“红”“蓝”“青”“橙”“黄”
五彩党建教育活动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各环节和
全过程，实现学校精彩、教师多彩、学生出彩、
家长光彩、社会喝彩。具体实施路径为：红色
教育守初心，增强引力铸忠诚；蓝色培育树公
心，增强活力善育人；青色工程炼匠心，增强
能力促成长；橙色行动润爱心，增强动力强担
当；黄色警示养清心，增强定力守廉洁。

在“五彩党建”的引领下，“五心育人”成
为万二中诗意管理的核心实践。教师们秉持“五
心”，以爱心为桥梁，搭建起与学生心灵沟通的
纽带；以耐心为基石，筑起学生成长的阶梯；
以细心为钥匙，开启学生心灵的宝藏；以责任
心为担当，扛起学生未来的希望；以匠心为追求，
雕琢学生卓越的才华。这种“五心育人”的理念，
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实力，让每一位师生
都能在其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

在这里，诗意管理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为
万二中打造了一个和谐共生的教育生态，让这
里成为真正的教育殿堂。

诗意课程：绘就五彩斑斓的教育画卷

漫步万二中，仿佛踏入了一幅绚丽多彩的
教育画卷。这里的课程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是教育的艺术与智慧的结晶。学校依托“五
色画笔”党建品牌，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五大课堂，
将红色教育、先锋课堂、移动课堂等创新形式
巧妙地融入日常教学之中，使得每一堂课都充
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语文、数学、历史、
德育（立德树人）四个省级课程创新基地犹如
四颗璀璨的明珠，将诗意课程的光芒洒满校园
的每一个角落。

在语文省级课程创新基地，诗意文化如一
股清泉，滋润着学生的心田。这里不仅开设了
古代诗词鉴赏、现代文学赏析等丰富多彩的选
修课程，引领学生深入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还定期举办诗词创作大赛、朗诵比赛等活
动，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他们的表达能
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一日一诵”活动，让
学生们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不断提升文学素养，
让诗意文化真正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他
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数学省级课程创新基地则是一片逻辑与思
维的海洋。在这里，数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
是一种探索世界的方式。基地引入数学史、数
学文化等内容，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数学的魅力和历史的厚重。数学竞
赛、数学建模等活动的开展，更是让学生在实
践中锻炼了思维，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
数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则为学生打开了
一个更加广阔的学习视野，让他们在数学的世
界里自由翱翔，体验知识的无限可能。

历史省级课程创新基地是一座家国情怀的
熔炉。这里以《三峡乡土历史人文》这一精品
选修课程为引领，将学生们带入一个既深远又
亲近的历史世界。该课程深入挖掘三峡库区的
历史文化，成功地将地域特色与国家历史相融
合，使学生在探寻家乡历史的同时，深刻感受
到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新中国的崛起以及
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结合地
域与国家历史的教学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对
历史的兴趣，更激发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
爱与自豪感。基地还举办历史剧表演、历史讲
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
悟历史的生动与厚重。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学
生的表达与组织能力，更让他们在扮演历史人
物、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历史的

鲜活与魅力。此外，该基地还勇于创新，实施
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这种跨学科的教
育模式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和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学
生们在历史与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的交融中，
不仅获得了全面的知识，更培养了他们的创新
思维和综合能力。

德育（立德树人）课程创新基地则是学生
品格塑造的摇篮。这里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
质和社会责任感，通过一系列富有创意和实效
性的活动，如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让学生
在实践中感悟道德的力量，学会做人、做事。
基地还积极构建家校共育机制，与家长携手共
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习惯，为学生的全面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片德育的沃土上，
学生们不仅学会了知识，更学会了如何成为一
个有道德、有担当的人。

参观完四个省级课程创新基地，我内心无
比震撼，久久难以平复，敬意油然而生。万二
中的课程创新直抵教育本质的最深处。教育的
本质是什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塑造莘莘
学子高尚的灵魂。我坚信，从万二中这片教育
高地走出去的学子们，必将以卓越的才华和深
厚的家国情怀，成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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