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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间，每到中午 13:40—13:50，只要你走过
晋江实小凤竹校区的围墙外，就能听到全校学生齐
奏巴乌的情景。经过近6年时间的培养，如今的凤竹
校园已经形成了“人人吹巴乌”的良好氛围，为陶冶
师生情操、提升审美素养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
这，只是凤竹校区在打造特色课程方面的一个缩影。

沿袭晋江市实验小学“励行尚美，以美育人”的
育人目标，近年来，凤竹校区立足自身实际情况，打
造了多样极具凤竹特色的校本课程。学生人人参与
活动，尽情施展个性特长，幸福享受学校优质的教育
资源。

作为学校民乐团的总负责人，严富源如今手下
有着近 60名民乐团成员，算得上是“强将如云”。但
要说到民乐团的发展历程，一路走来，可谓筚路蓝
缕……

2015 年，二胡专业的严富源经过考试来到凤
竹，成为学校一名音乐老师。在与严富源深入交流
后，当时学校负责人、现任晋江实小书记张志刚觉
得，或许可以围绕“民乐”来打造学校的艺术教育
特色。

说干就干。随后，学校开始筹备开设二胡、竹
笛、葫芦丝等校本课程。由于当时基础比较薄弱，接
触民乐的学生少之又少，学生的培养只能依靠学
校。于是，学校一方面发挥严富源的专长，并组织学
校有此方面特长的老师开展教学，另一方面外聘一
些艺术老师进校教学。

民乐种类很多，不可能做到短时间内“百花齐
放”。学校意识到，需要找到一个抓手，能够全方
位、深层次地开展教学。“巴乌是我国的传统乐器，
而且此种乐器便于携带、方便教学，经过一段时间
的讨论，我们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巴乌教学。”严
富源介绍，此后，学校将巴乌融入学校的音乐课教
学，每个年段每学期都要学习吹奏一首巴乌乐曲，
平时音乐课上适合巴乌吹奏的歌曲，老师们也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吹奏。在此基础上，每天中午，
全校学生还有 10分钟的集体练习巴乌的时间。“如
今，我们的孩子基本可以做到人人会吹巴乌。街
道、社区的演出中，我们的巴乌也是频频亮相。”严
富源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培育，学校民乐团已经
涵盖了多个乐器种类。

学校在重视艺术教育的同时，对于学生的体育
教育同样一刻也没有放松。凤竹校区的体育教师团
队曾在全国赛中3次获奖，7次荣获省市教学技能大
赛一、二等奖，人人执教市级及以上公开课，人人参
与市级及以上课题研究。教师的成长带动了学校体
育教育的蓬勃发展。

作为学校首个专职体育老师和体育组长，曾荣
获多个国家级、省级奖项的黄珊珊，早在学校委托实
小管理时就开始探索打造体育特色课程。这段时
期，啦啦操进入了她的视野。

“记得当时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余筱娴，刚开始学
习啦啦操时性格十分内向，不爱表达。学习了一段
时间啦啦操，不仅技术日渐成熟，我发现她的性格也
在发生着变化，开始喜欢和身边的伙伴交流，也愿意
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她跟随学校啦啦操队先后
拿了2016年、2017年、2019年三个泉州赛的一等奖，
2019年那次还是一等奖第一名。我想，正是啦啦操
极大地提升了她的自信心。”

在黄珊珊看来，传统的体育教学大多以教习技
能为主，“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体育人才，而
是要回归体育教育本源——培养健康、有着强健体
魄的学生。”为此，黄珊珊一直在不断探索着新的体
育教学方式。直到 2019年，她作为福建省唯一体育
教师代表，赴美国参加由教育部组织的学习活动时，
第一次接触到了体适能。回国后，黄珊珊开始组织
体育组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体质特点，创编
了适合学生成长规律的体适能培训课程，并很快将
其融入大课间和体育课的训练当中。此举也让凤竹
校区成为晋江首个开展体适能训练的学校。经过一
年多的坚持训练，凤竹校区学生的体质得到明显改
善。“以往不少学生在跳操时都会出现头晕的状况。
练习体适能后，喊晕的人越来越少了。”黄珊珊笑着
说道。

除了上述提到的课程，近年来，凤竹校区在武
术、象棋、围棋等项目上也逐步打造出特色课程体
系，学校的美术教育也在围绕凤竹的“凤”文化开设
棕编、民间绘画等课程，“竹”文化开展竹简画、簸箕
画等多种尝试。“浓郁的文化氛围、优美的育人环
境、鲜明的办学特色，是学校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开设多样课程，就是要在孩子心中种下五彩的种
子，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着无限的可能。如今，这些
特色也渐渐成为晋江实小凤竹校区对外展示形象、
提升品牌，对内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重要载体，也
必将引领学校向着‘最美’的目标迈进！”晋江市实
验小学校长傅彩虹表示。

今日 露滴清响 一朝 凰台上游
——晋江市实验小学凤竹校区办学侧记

本报记者 张之杰

家门口，走几步就有一所不错的公办学校，这是许多家长质朴的心愿。
百姓有呼声，教育部门有回应。为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高品质融合发展，2014年，晋江梅岭凤竹小学委托晋江市实验小学管理。从那之

后，凤竹的家长对优质的公办教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2016年秋，凤竹小学正式成为晋江市实验小学凤竹校区，此举更是为教育资源最大化
共享插上了发展的翅膀。近年来，在晋江实小优质学校的示范带动下，通过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学校文化共建、教育教学互助、校际优势
互补、全方位携手共进，晋江实小凤竹校区的办学成效显著提升，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可。

这几天，竹树下社区居民李宝玉和邻居朋友聊天
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给身边人播放一段视
频。视频里，孙女李梓涵在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里
表演了一段扬琴独奏。视频里的梓涵琴艺娴熟，奏
出的乐曲优美动听，看过视频的人都会竖起拇指表
示肯定。“孩子在学校里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做家
长的自然是开心得很！”李宝玉笑着说道。

李梓涵就读于晋江实小凤竹校区五年3班。爸爸
妈妈因为工作关系长期都在厦门，李梓涵一直由爷爷
奶奶照顾。“我们年纪都大了，管她的生活还凑合，但要
说孩子的教育，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幸好家门口有了
这么好的学校，有这么多的好老师。”李宝玉告诉记者，
学校老师一直都非常关注孩子的情况，并且能及时和
家长反馈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每次去学校接孩子，
都能看到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真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
上。”李宝玉告诉记者，近几年凤竹学子升入初中后成
绩名列年段前茅的占比很多。“家里还有几个孙子孙
女，等到了读书的年龄，我都打算送到凤竹校区就读。”

“他们家（李宝玉）的情况不是特例，近几年来，越
来越多本地的居民要把孩子放到凤竹校区就读。一些
嫁出去的姑娘，想方设法把户口留在社区；已经迁出
的，也想着把户口迁回来。为的，都是以后孩子能在这
里读书。”凤竹校区所在的竹树下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秀
蓉告诉记者，2014年前，社区3000多常住居民，但在凤
竹读书的孩子不到 40个。从凤竹小学委托晋江市实
验小学管理，再到学校正式成为实小分校后，情况开始
发生改变，“以前，周围人都想着把孩子送到好一点的
学校去读。现在好了，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学校，大家
基本都选择让孩子留在凤竹校区读书。这两年，每到
招生季，周边的一些村、社区都要找到我这边，打听能
不能读凤竹分校的消息。”李秀蓉表示。

凤竹校区办学的显著提升，带来的不仅是本地生
源的增加，更带动了整个社区的繁荣发展，“现在学校
周边开了不少餐饮和培训机构，文具店、书店也越来越
多，整个社区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品质也提升了很多。”

李秀蓉认为，办一所学校，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
责任心、有爱心、有主人翁思想的人。而让她感到最高
兴的，就是近些年来，在凤竹学子身上发生的变化，“这
几年，社区很多公益活动都能看到孩子们的身影，他们
关爱孤寡老人、给社区居民送去慰问演出，无论走到哪
里，尊师敬老、文明有礼的凤竹学子，都展现出了非常
好的精神面貌。”

记者了解到，自2014年以来，晋江实小就与凤竹
校区实现教师、教学、教研等资源共享，截至今年，已
经有68名教职工参与了两个校区之间的交流互动。
教师跨校区交流的机制实现了教师资源优势互补、抱
团发展，有效提升了两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
质量。

2019年，黄文伟从总校交流到凤竹校区。作为
晋江实小信息组组长，同时还是教师进修学校兼职
教研员的他，一到凤竹校区就成了学校的“香饽饽”，
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学也由此展开了新的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黄文伟发现，凤竹校区此
前在科技教育方面会比较薄弱，孩子们对比较前沿

的科技信息了解得也比较少。要想教好
信息技术课，首先要让孩子们对科技产生
兴趣。从那以后，黄文伟在每个学期的第
一节课上，都给大家带去一些新鲜的科
研故事。从“北斗”“天问”“嫦娥”这些超
级工程，到3D打印、量子这些前沿科技，
都在他的课堂上一一呈现，让孩子们开
拓视野的同时，对科技也产生了浓厚兴
趣。

在迅速融入凤竹校区教学氛围的同
时，黄文伟也在用自己的行动，发挥他优
秀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平时，他
带领两校教研组共同教研，一些比较好
的教学方法，他也会毫不保留地与凤竹
校区的年轻教师分享。看到孩子们对
机器人模块接触得少之又少，黄文伟就
把总校的设备直接借到凤竹校区给孩
子们上课。“他们虽然接触不多，但对
这些设备十分爱惜，上课也很认真。
就像杨承杰同学说的那样，我已经在
同学们心中种下了一颗颗科学的种
子。”

优秀骨干教师以身作则，青年教
师也在追梦奔跑。在总校强大资源

的助推下，凤竹校区的教师队伍成长

也十分喜人。
“晞悦老师出手，基本都是一等奖！”这是晋江市

实验小学副校长、凤竹校区负责人李静瑜对学校科
学老师、泉州市教坛新秀杨晞悦的评价。而在杨晞
悦看来，她在教学上取得的优异成绩，正是得益于两
个校区教师团队的抱团发展。

“我 2014年来到凤竹，学校给了我们年轻老师
很多帮助。一方面，我几乎每周都会去实小总校参
与教研，不断向总校经验丰富、专业理论和业务能力
强的教师学习；另一方面，学校也会为我们创造青年
教师论坛、教师沙龙等交流平台，还会经常安排我们
外出培训。这样一来，我们个人的提升就非常快
了。”每到赛课的时候，分校区杨家淦、总校刘清雅等
多位名师还会对杨晞悦进行集训，让她短时期内得
到较大提升。“不仅如此，每节公开课的背后，都是多
学科的融合呈现。从课件、板书、表达、数据等，每个
环节都有各学科的老师给我助力。这样的工作氛
围，想不成长都很难。”杨晞悦笑着说道。

和杨晞悦同为泉州市教坛新秀的姚丽平老师，
则是两校之间“师徒帮带”的受益者之一。

2014年，姚丽平通过招聘进入凤竹分校，成为
该校首个专职美术老师。没过多久，她就被选入了
晋江实小名师姚育晓的工作团队。“每周我们都会去
总校参加教研，学习机会很多，提升很大。”姚丽平告
诉记者，实小给予青年教师成长的平台是当时的她
难以想象的，“和我同届的几个进入基层学校的同
学，可能工作好几年都没有开课的机会。而我，工作
第二年就有机会参加市级的教学比赛。”回忆起自己
首次参加比赛的情形，姚丽平很是感慨：“那时候姚
老师（姚育晓）自己也很忙，但还是会帮我做赛前集
训，周末的时候还会抽出时间帮我补课。可以说，姚
老师对我们青年老师的帮助是毫无保留的。”

如今，教育教学日渐成熟的姚丽平，遇到比赛完
全有能力独自备战，她也成长为泉州市教坛新秀。
去年疫情期间，她参与“预习导案”编写工作，通过微
信公众号进行“云教学”，得到学校和家长的认可。

“在这个团队中，总感觉身后有一群人在推着你走，
让你变成越来越好的自己。”

汇聚教师团队最强合力，让一枝独秀变成百花
齐放。“在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
发挥作用，每个人都能带来改变。抱团发展，让我们
看到凤竹校区教育发展的无穷动力。”李静瑜表示。

“在孩子心中种下五彩的种子”
特色课程培育学生自信品格

“感觉身后有一群人在推着你走”
抱团发展促进教师队伍快速成长

“想读凤竹的人越来越多了”
优质办学带动社区繁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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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满满的教师团队。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学校啦啦操队亮相各大赛事舞台。

多彩课程展示。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