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峰下，岩河旁，有一所充满诗意的校园——北仑区实验
小学。前身为振文书院，悠悠百余年华，底蕴深厚。基于“诗意
教育”，学校以“书香、诗香、翰香”赋新篇，五大内生特色项目全
面开花，且花香“墙外”。

校长郁旭峰儒雅而长情，他让孩子们诗意地栖居校园，也
在浮躁的时代，用心谱写了一首动人的教育诗篇。

诗意学校
走进北仑区实验小学，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诗的气息。踏着诗词小

径，徜徉诗歌长廊；低头有诗，抬头有字，移步有画。诗意，是这所学校
特有的禀赋和气质。

十余年来，学校从诗意教学起步，设置诗意课程，开展诗意教育，逐
步形成了诗意文化。在学校里，随意拦下一名师生，个个会教诗，人人会
写诗。音乐课上，孩子们把诗唱出来；美术课上，把诗画出来；语文课上，
把诗写出来。就连风格硬朗的体育课，也因诗歌变成“秋日的浪漫”。

有文有武方为校。除了无处不在的儿童诗，学校还有儿童画、舞
蹈、合唱、射击等四大特色项目，追求的是“文理兼通、体智并重”。这
些特色持续多年，获奖无数，有的已享誉全国。

据统计，北仑区实验小学学生创作的4000多篇诗文先后在全国
100多家报刊发表，已有500多人次在各级权威征文比赛中获奖。今
年上半年，学校的合唱、舞蹈、绘画均在宁波市艺术节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在9月落幕的浙江省运动会射击比赛中，该校选送的孩子们一举
拿下6枚金牌……

长期以来，北仑区实验小学以严谨、务实、超越的办学方略，培养
了大批优秀的学子。这里还走出了百余名省市级优秀教师，学校也因
此被北仑区教育界誉为“黄埔军校”。

诗人校长
1994年8月，郁旭峰走上教师岗位，就在北仑区实验小学工作，一

待就是20余年。多年来，他教过体育、数学、科学、综合实践等多门课
程，还对诗歌一往情深。

如今他是一名诗人校长，是宁波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还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获得过冰心儿
童文学奖、全国第六届优秀童谣奖等多个奖项。作为国内儿童诗教学
的先行者，北仑区实验小学的童诗教育，可以说因他而生，因他而盛。

念初中那会儿，郁旭峰就爱上了诗歌，且长长久久不消减。工作
之初，在教体育两年后，他就尝试着将诗歌与教学工作相结合。一腔
热情，融入教育，探索出了儿童诗教学这个新领域。郁旭峰不仅开课
教学，自己写诗当范例，还在学校开创了岩河诗社，带着一帮小诗迷们
在文学的天空里飞翔。

成为北仑区实验小学校长后，郁旭峰将诗性教育进一步完善，也
凝成了学校现在的办学理念。这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于一体的
概念，用他的方式表达，就是“让校园的空气中弥漫诗的清香，让孩子
诗意地栖居校园，让每个生命诗意地成长”。

诗和远方
校园生活不止是成绩，还有诗和远方。
在郁旭峰看来，诗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不仅契合孩子

的心性，熏陶孩子的审美情趣，还能培养孩子的想象力，拓展孩子的创
造思维。当孩子们在田野中写诗时文思奔涌的样子，他觉得，实在太
美好了。而这份美好，以多种样式，在宁波晚报小记者活动中呈现。

自小记者阵地建立，北仑区实验小学就踊跃参与活动。活动“攒”
出灵感，童诗频现报端，报纸还为学校开出过诗歌专版。最鼎盛时，这
所不过千余名学生的学校，有一半人是宁波晚报小记者。

“除了最常参与的征文和夏令营，希望晚报小记者开出更多、更丰
富的活动。”郁旭峰建议，结合当下黔西南、延边的扶贫助学工作，诗可
以到达更远的地方。通过与结对地区孩子建立书信联络，北仑区实验
小学的孩子们能进一步开拓眼界，增长知识，提升综合能力，也能更好
地成长为一个拥有“诗和远方”的孩子。

记者 徐叶/文 记者 崔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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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地处镇海城关，环境优美，颇具特
色的“海润文化”在这所校园中无声地润泽着千余名学子的健康
成长。

校长周薇娓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尊重每
一个孩子的生命成长。”

独具特色的“海润文化”
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创办于1963年，绵延的历史印证着学校

的变迁。如今学校拥有40个教学班、100余名教职员工、近1850名学
生。拥有教学楼、行政楼、体艺馆、科技楼、200米塑胶田径场等教育设
施，是一所外形美观、设计新颖、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实验学
校。

校长周薇娓介绍说，2014年，学校重新审视几十年的办学实践，明
确新时期的办学理念，确定以“海润文化”为核心文化，坚持“尊重每一
个孩子的生命成长”，以“朝气蓬勃，和融竞进”为学校精神，以“宽容大
气、德艺并举的智慧乐园”为发展愿景，培养学生成为礼爱修身、博文多
艺的阳光学子。

她进一步解释说，在海润文化中，“海”是学校的文化背景，落脚点是
“润”。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具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以包容、大气、生命
力等内在特质润泽每个学子。“润”反映在学校，即生命教育理念，实质在
于以人本思想为指导，引导师生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享受纯净、自然、积
极、健康的生命空间，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共享和谐快乐的生活，培
养师生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

“以宽容大气作为发展愿景，是对学校精神的直接传承，要求全校
师生具有仁爱之心，听取可容之言、接受可容之事、包涵可容之人。”她
说，“而德艺并举强调的是教育广度，要求学校不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使他们广泛涉猎、博采众长、学以致用。学校集众人之智，让整个校园
洋溢着为学智慧和做人智慧，致力为师生营造和谐发展的良好环境。”

该校先后荣获全国第四届和谐校园先进学校、浙江省绿色学校、浙
江省卫生先进单位、浙江省教科研先进集体、浙江省健康促进学校、浙
江省语言文字规范学校、宁波市文明单位、宁波市德育先进集体、宁波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80余项荣誉称号。

尊重孩子的生命成长
周薇娓从1985年走上教育岗位，已经耕耘教坛30余载了，2002年

起她担任镇海精英小学校长，2014年起成为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
掌舵人。在多年的教育实践中，她一直在思索教育的真谛。

周薇娓认为，小学时期是修养品性和积累知识的阶段，教育的核心
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学会做人。她说：“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
行为习惯是养成教育的产物，它往往起源于看似不经意的小事。”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任何单一或成套的教育方式适合
所有孩子。”她认为，“因此，我们学校以人本思想为指导，关注孩子的一
言一行，挖掘其潜能，打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模式，让每一个孩子得
到最优发展和多元化发展，实现‘人人皆星星，颗颗亮晶晶’的教育、教
学目标。”

“海润小记者”是一道风景线
“‘海润小记者’是我们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周薇娓表示，学生

们都积极参加宁波晚报小记者组织的各项活动，踊跃投稿，多年来，小
记者活动伴随着一届届孩子健康成长。

“小记者给学生提供了锻炼各种能力的平台，也让孩子们有了更广
阔的视野。”她举例说，学校有同学代表小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了政协
委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政协委员还为此来学校答复。

以“海润小记者”为契机，学校师生取得了多项荣誉。比如，师生合
力着手编写的《海润小记者》校本课程获第六届“浙江省义务教育精品
课程”。而且，“海润小记者”社团师生在省级现场少先队说课比赛中获
二等奖。此外，在2017年度宁波市教育科研优秀成果评比中，该校报送
的课题《“海润小记者”在行动——小学生传媒实践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获一等奖。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潘佳艳 文/摄

尊重每一个生命成长
打造德艺并举的智慧乐园

让每个生命诗意地成长
这所学校弥漫着诗的气息

周薇娓校长和孩子们在一起。 郁旭峰校长在学校射击训练室与学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