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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礼仪”育美德少年 科学教育培智慧学子
合肥市第七十中学特色办学 培育优秀学子

走进合肥市第七十中学的校园，首先感受到
的是幽雅怡人的校园环境。精彩纷呈的艺术墙，
文明火花四射的橱窗与板报，这些无不渲染着合
肥七十中独特的文明礼仪氛围，浓厚的文化气息，
温馨的育人环境，昂扬向上的师生群体。不仅是
文明生活，科学教育也已经积淀成为一种可见、可
闻、可感的文化因素，彰显在全体七十中人的价值
追求和言谈举止之中，渗透在校园的方方面面。

□李莉萍 潘妥 祁琳

以“文明礼仪教育”为载体
走特色办学之路

“不学礼，无以立”。中华民族素有“礼仪

之邦”的美称，文明礼仪的养成教育是学校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的重要途径。七十中学确立以“文明礼仪教

育”为载体，走特色办学之路，实现学校新的

突破和跨越。

为此，学校成立以校长为首的特色建设

领导小组，把文明礼仪教育与班集体建设和

班级各项活动紧密相连，积极创建文明礼仪

教育特色班级，在全校建立了学校、班级两级

联动的特色创建模式，形成了特色创建全员

参与、全面开展、全程管理的良好局面。学校

一方面，通过学习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的

师德修养。另一方面，开设“师德讲坛”，一次

次鲜活的经历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敬业、

奉献的火种积淀在每个人的心头，产生了强

劲的感召力。

只有当好行为成为好习惯，才能让学生

终身发展受益。七十中将文明礼仪教育融入

学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每周一，大队部开展

“国旗下讲话”活动。校长讲，教师讲，学生

讲，家庭礼仪、课堂礼仪、语言礼仪、升旗礼

仪、课间礼仪、交友礼仪等文明礼仪素养知识

犹如涓涓甘泉滋养着学生的心灵。每周五的

班级主题班会活动，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学生

们学习《学生行为规范》《七十中学养成教育

读本》等，规范行为，习礼成德。

经典诗文是中华名族的魁宝，先人的智

慧和做人的道理蕴藏其中，诗文诵读是七十

中的重要活动，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每周背一

首古诗，每学期诵一本读本。朗读让孩子们

走进了中华古典诗文，走进了体现具有自我

个性的阅读世界。一个个活动像颗颗璀璨的

明珠串起了孩子们对礼仪的理解，对文明的

传承。

“文明礼仪”教育不仅局限于培养彬彬懂

礼的少年，更是培养有担当，积极阳光向上的

未来公民。学校将文明礼仪融入教育教学，

并营造良好校园环境，注重培育学生“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智慧，“威

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品

格。校园里处处流淌的是文字，传承的是文

化。石榴树上果实累累，无一人采摘；红叶李

下落叶纷飞，有众人拾焰；松柏之间傲然挺

立，有诗文吟诵。整个校园成为师生学习的

乐园，创造的学园，文化的圣园。

课题研究为教育教学再添源动力

家长、老师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部

分学生进入初中后，学习不知从何下手，上课

不懂记笔记，不会有计划地复习，不会处理与

同学之间的关系，难以适应新环境等。这些

情况实际都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小学衔接出

现“断层”。因此，七十中结合自身年级跨度

特点，将中小学学科的衔接作为探究方向，整

合学科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014 年 5 月，学校正式开展“中小学学

科衔接”课题研究，成立了以校长为核心，有

较强教育科研能力的语、数、英学科教师为组

员的课题研究组。组织课题组核心成员收集

资料信息，进行文献研究，邀请有关专家对该

课题的研究作理论和实践指导。

课题研究共三个阶段，主要包括对初中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教学方法衔接的研

究。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从九年制义务教

育的整体入手，通过对中小学语文、数学、英

语《课程标准》、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的调查

研究，找出中小学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提

出解决办法，激活学生的学习潜能，减少教

师的重复性劳动，提高学科教学实效，全面

实现中小学语、数、英学科教学的无缝对接

与平稳过渡。

2015 年 3 月，课题组深入钻研《课程标

准》，并撰写了心得体会，明确课题研究方

向。4月，课题组认真研读著名课程专家佐藤

学教授的教育论著《静悄悄的革命》，成员们

将读书与教学反思结合，撰写读书心得。5

月，课题组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教师教学方

法及学生学习情况的问卷调查，为接下来了

解中小学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化教学

改革，加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提高教育教学

的实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相

信，在七十中这片教育热土上，定将培育出更

多优秀的人才，结出更丰硕的教育成果。

香格里拉小学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成立学校科技创新工作领导机构，制定了科

技教育长期发展规划和每学年的科技教育

工作计划，做到：目标确立层次化、管理工作

网络化、活动安排系列化、学生参与全员化。

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

水。为了长足的发展，香小加强科技师资队

伍建设，充分挖掘每位教师个性特长，让每

位有科技潜力的教师都有机会参与科技创

新比赛，给他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平台；积极

组织科技辅导员外出参加各级各类科技培

训；每年还积极组织科技辅导员外出观摩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经过三年的全方位专业化培养，目前，

学校涌现出了一大批经验丰富、专业水平

高、合作能力强的优秀科技辅导员，其中1人

获全国优秀机器人教练员，3 人获合肥市优

秀辅导员、26人获瑶海区优秀科技辅导员。

创新启智 梦想成真
香格里拉小学科技创新激发学生创新梦想

近年来，在全国科普示范区“合肥瑶海区”
这片热土上，有一所科技明珠般的学校正在蓬
勃升腾，闪耀出璀璨夺目的光芒，这就是合肥市
香格里拉小学。自2012年学校开展科技创新
教育以来，先后取得国家级科技创新奖13项，
省、市、区级奖项共计300多项，其中全国一等
奖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奖项涉及科
技实践活动、科学DV、电脑机器人等项目。直
接参与活动的学生人数达四千多人次，科技活
动普及到每一位学生与家长。

□代厚华 洪福 潘妥

活动可以丰富校园生活，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还可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香小多角

度全方位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活动：科

技发明创造、机器人教育、科学微电影、科学

幻想绘画、科学创意金点子等等，这些活动

营造了倡导科学、弘扬科学、学好科学、用好

科学的浓厚氛围，学生们也充分享受着科技

活动带来的无穷乐趣，真正体验到科技生

活、创新圆梦的愉悦。

如今的香小校园已呈现出“天天是创造

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大好态势。这种

良好科技创新氛围的形成得益于香小创新

团队多年来的潜心打造与创新实践。他们

的具体做法是：创办科技社团，开通社团网

站。学校先后开展了香小创造社、香娃机器

人社团、香小信息学社团、香小微电影社团

等。这些社团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

如荼。社团网站的开通成了学生交流学习

与展示才华的平台，使校园科技活动更加富

有生机，绚丽多彩。以校园科技节、全国科

普日、全国科技周活动为载体，带动学校科

技活动全面开展。学校于2012年制定了科

技创新五年发展规划，每年举办为期一个月

的校园科技节活动。科技节上，孩子们发挥

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设想出一个个充满科技

含量、奇思妙想的金点子；绘制出一幅幅神

奇而又不离奇的科学幻想绘画；发明出许多

有科技含量又方便实用的创新作品；拍摄出

许多部科学探索型的微电影……；在科技节

的一个月内，整个校园都成了孩子们异想天

开、快乐实践、快乐创造的乐园。此外，每年

五月的校园科技活动周和每年九月的全国

科普日教育大型活动，也促使全校师生形成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注重

大面积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实践活动。通过

实践，学习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科学知

识，探索出更多科学真理，养成严谨的科学

态度，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三年来，学校

先后开展的三次科技实践活动都取得了全

国科技创新奖项，参与师生数累计达到四

千余人次。其中 2012 至 2013 年开展的

《探寻计算机发展史》获全国科技实践活动

三等奖；2013 至 2014 年开展的《普及校园

机器人 香娃来助力》获全国科技实践活动

二等奖；2014 至 2015 年开展的《环保机器

人使校园更清洁》获安徽省科技实践活动

一等奖，即将代表安徽省参与今年 8 月份

在香港举办的全国第三十届科技创新大

赛。每年一次的科技实践活动都是全校师

生全员参与，更带动全体家长共同参与，很

好地达到了寓科学知识与快乐学习之中。

开展校园科学影像节活动。每年暑假，学

校组织学生参与科学微电影社团拍摄活

动，让学生们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自己亲

身经历的一个个科学探究活动，创作富含

科学内容的剧情故事，引人入胜，并且通过

班班通平台在全校班级展播。2013 年香

小有 5 部微电影获第四届全国科学影像节

大奖，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2014 年香小又有 4 部微电影获第五

届全国科学影像节大奖。

正是丰富多彩的科技实践活动、引人入

胜的科学微电影、神秘而亲切的香娃机器人

……每一项都强有力地吸引着学生们的感

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强烈的求知欲望与

探究精神，才有今日香小蒸蒸日上，蓬勃发

展的科技创新良好局面。相信香娃们将在

科技创新中找到更多的乐趣，学习到更多的

知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培养学生科技创新兴趣

加强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储备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