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里，逆袭故事正在不断上演
为什么他们能找到自己的“风向标”？

宁波荣安实验中学：
适合自己的学校就是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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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美术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就业渠道
越来越广，这些年，宁波多所高中开设美术班。
在荣安实验中学，也有一个美术班，但是与其他
学校提前特长生招生不同，荣安的美术班完全
是零基础组建。学生都是正常招生进来，经过高
一一个学期的学习以后，再在自愿选择基础上
组建的。

说起高三的老师，校长冯艳流露出微微的自
豪与心疼，“高三的老师为了学生真的太拼了。”
而说起高三美术班的学生，班主任戴松和美术
老师王柳芳也流露出微微的自豪与心疼，“相比
其他学生，美术班的学生更拼更累。”幸好，这些
年，美术班学生的出口都还不错，老师们也是长
出一口气。

“我们的学生刚来的时候或多或少存在挫折
感，家长和学生都带着一种想翻身的想法，希望
通过三年的努力弥补中考的遗憾，考取一个比
较好的学校。美术班的设立，正是想从美术这个
角度为学生提供往上再走一走的可能性。相比
其他学生，美术班的学生既要学习美术专业内
容，又要学习文化课，自然更累一些。”戴老师介
绍，这一届美术生在上个学期的专业联考中表
现不错，因此，这个学期在备战文化课高考上大
家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中午，学生们总是抓紧时
间背书、做题、讨论。晚自习同学们就自觉提前
20分钟开始。“这种状态让老师们也很感动，有
时候我都会劝他们休息一下再学习。”

今年是王柳芳老师在宁波荣安实验中学的
第17个年头，17年来她见证了荣安美术班从最
初的三名特长生发展到一个班级，并送走了一
届届学生，他们中有的去了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师范大学，有的去了浙江理工大学、复旦大学视
觉传达专业等，更多的则去了美术学院。“八大
美院都有我们的学生。”王老师笑着说，2016届
的包艳蓉还取得浙江省美术联考第二名的成
绩。2016届也是美术班整体成绩非常出色的一
届，整个美术班只有一位同学没上本科线。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名学生，不管他们进
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三年后都有可能发生质
的变化。人只要有了内需，就很容易爆发。”这是
见多了逆袭孩子的戴老师发出的感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与特长，但不是每个
人都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的优势。这是
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也是当代教育的尴尬。中学
生缺少尝试的机会，也就降低了成功的可能，久
而久之潜能就会受到压抑。如何激发每一个孩
子的潜能？教育界有各种尝试。

让学生根据地图亲自走路，而不是让学生跟
在老师后面走路，这是“尝试教育”理论创始人、
全国著名教育家邱学华教授对“尝试教育”形象
化的解释。荣安实验中学聘请邱学华教授担任
顾问，在学校开展“尝试教育”，学校也是全国教
育科研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育”理论研究的实
践基地和先进单位。在让学生的不断尝试中，发
现他们的优点，不断给予鼓励式正向教育，使之
渐渐学会自主学习，正是荣安课堂教学的核心。

“我们坚持什么事情都让孩子先尝试，而不
是老师先灌输。课堂要以学为中心，导为抓手。”
校长冯艳说。

“在邱教授尝试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根
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不断对课堂教学改革进行
调整和演变，最终形成了如今‘三导四学’的课
堂教学法则。”语文教研组组长赵红艳告诉记
者。所谓三导，即引导、督导和指导，四学则是指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和体验学习。

以一堂课为例，即先练后讲、精讲多练。让
学生先在预习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老
师收到学生的问题反馈后确定教学目标，随时
进行课堂教学的调整。“我们的课堂，是在充分
了解学情基础上的教学，一堂课的内容宁可容
量稍微少一点，也要以让学生掌握为核心。”然
后，再辅以当堂检测、单独辅导等，从起点看终
点，从入口看出口，成效慢慢就显现出来了。

作为语文教研组的组长，赵老师对学校的语
文老师非常熟悉。语文组共19位老师，绝大多数
是80前后，正值教师的黄金年龄组合，老师们的
教学经验和业务水平都到了一生中最好的阶
段，体力也不错。老师们自己有追求，就会不断
琢磨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教研组再进行适当
的优质课评比、示范课观摩、外出交流等活动，
业务水平也就有了保证。19位老师中，有6位教
育硕士，一位全日制硕士，教育硕士都是老师们
工作以后，因为专业发展需要再去研读的。

相比来荣安才三年的江镜老师，2004年浙
江师范大学一毕业就到荣安工作的虞韩群老
师，对学校的认知更加深刻。16年间，虞老师带
过普通班，带过重点班，也带过美术班。如今，她
是高一政治老师，也是班主任。

在虞老师看来，高一的前三个月，重点在于
重新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我们的孩子，进来
的时候基础相对薄弱，究其原因，是没有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所以对高一的班主任来说，第一
个学期会特别重视矫正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只
要他们有了学习的内动力，再加上良好的习惯，
后面的学习自然就能慢慢跟上来。”

虞老师还非常重视家校的配合。因为深究孩
子们的行为习惯，一定离不开家庭教育。“有些
家长，由于忙于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
育，几乎是把孩子完全托给了学校，但其实这样
是不够的。”所以，对班上少部分同学，虞老师会
与家长沟通，共同制定适合孩子的学习方案，在
学校里有老师教育，在家里由家长督促。

这个学期，虞老师很关注班上一位内向的男
生。这位男生平时总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位
置上，下课了也不怎么和同学玩闹，很没有存在
感。看到这个年龄的男生如此孤单，虞老师有时
候会觉得有点心疼。后来，虞老师了解到，学生
家长一直忙于生意，从小就没时间陪伴孩子，家
里也不怎么开火做饭，孩子更多时候在外公外
婆家。前阵子，虞老师和家长沟通，问他们有没
有意向来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和孩子一起住，
以增进亲子感情，实在不行，至少要做到周末孩
子回家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家庭的温暖。电话那
头的母亲沉默一阵以后说，会认真考虑。

班会课结合学校诵读国学经典的德育活动，
先抓学生行为习惯，让孩子们先把人做好，再给
足学生空间和平台，让他们充分发挥，当十五六
岁的少年不断被正向鼓励的时候，信心也慢慢
建立了起来。

“学校最大的价值是培养出优秀学生，最大
的资源则是老师。我们有一个非常认真、敬业、
负责的老师团队，集中精力在教育教学这件事
情上。”荣安实验中学校长冯艳说。

江镜是一名数学老师，教高三两个班数学，
同时担任一个班班主任。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一
个奇特的现象，常常是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旁
边或围或坐了一圈同学，围着她的是问问题，坐
着的是做习题。“在荣安，老师对学生的个别或
小组辅导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有些同学的基
础相对薄弱，学习中存在的难点也比较多，来问
问题或者老师找上门辅导就成了常态，尤其是
高三年级。其他学科的老师也是一样的。”江老
师解释。

白天在学校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和批改作
业，江老师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个别或小
组辅导上面。因为前期选考时，部分同学对自己
其中一科或两科的成绩比较满意，这次不打算
再考，也就有了更多时间复习必考科目，数学是
很多同学最后一个学期重点花精力的学科之
一。有时候，来老师办公室的同学太多了，坐不
下，江老师就只能找一个空闲的教室，给学生们
集中辅导。

要辅导的学生一多，就容易误了中午的饭
点。于是，校长看到高三的老师们，时不时地会
提醒他们“你们自己也要记得按时吃饭”。

作为数学老师，自己也要保证每天一定的做
题时间和做题量，给学生讲解的时候才能更加
顺畅。如今，这件事情江老师只能留到晚上做。
晚上等学生上晚自习安静下来，她或者留在学
校值班，或者回家做一两个小时的题。作为班主
任的她，这段时间，还要特别关注学生考前的情
绪，发现有情绪焦虑的，时不时聊天开解一下，
把以前学生的一些故事讲给现在的学生听，是
江老师常做的一件事。

“当高三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确实很忙很累，
但是荣安的氛围很好，老师们相处和谐，校领导
层面为老师考虑的很多，保证了我们能够全身
心地投入到教学这件事情中去。”

越临近高考，学生们的时间仿佛越不够用。
走进荣安实验中学高三各个班级，哪怕是课间
休息时间，看到的更多也是伏案疾书的身影。

“初中的时候，我的学习比较被动，成绩也不
怎么样。到了高中，我才真正自己想要学习。现在
是不问结果只争朝夕，只想踏踏实实过好每一
天，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每天哪怕只搞懂一道数
学题，也是一种收获。”长得十分清秀的吴薏湉，
是高三创新班的一名女生。和记者聊天的时候，
看得出来心态不错。但是在一个月前，吴薏湉一度
感觉压力很大。像身边的不少同学一样，她也找老
师聊天，倾诉让她的情绪有所缓解，后来，还听了
年级组长郭红霞老师讲述当年她自己和她哥哥高
考时候的故事，慢慢地，吴薏湉全身心投入到复习
中，之前的模拟考试，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蔡志豪是高三另一个创新班上的学生，因为
之前选考时，历史和政治考得不错，这两个科目
这次他不打算再考，所以如今的他，复习时间相
对充裕，重点在攻数学、语文和技术。对于想要
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他也有明确方向，一切都在
有计划地进行中。回想起中考刚结束时的状态，
如今的蔡志豪为自己的高中三年感到自豪。中
考结束以后，得知自己没有上公办普高分数线
时，蔡志豪的内心一度充满挫折感。与父母商量
后，报了宁波荣安实验中学，但依然感觉迷茫。

那个暑假，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的他找了一家
餐饮店，当起服务员，他想提前体验工作的感
觉。然而仅仅几天，他就知道，端菜洗碗的工作
不是自己的目标，想要改变，还是得回到学校里
重新开始。那一年，15岁的少年正视自己的不
足，在荣安脚踏实地三年之后，文化课成绩逐步
上升到年级前十，对未来也重新有了信心。

从中考失利，到奋斗三年看高考，在宁波荣
安实验中学，一届一届的学生都是这么走过来
的。学校微信公众号最近推出“恰同学少年·优
秀毕业生特辑”系列：2017届毕业生祝思艺，高
考年段第四名，考入中国美术学院；2018届毕业
生梁晨，高考年段第3名，进入中国计量大学广
告学专业；2019届毕业生詹建建，艺术提前批进
入上海大学音乐表演专业……他们，都是逆袭
的代表。

每一年的夏天，在宁波荣安实验中学，总有
一些大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流下惊喜的眼泪。相
比三年前刚刚进来时的迷茫，三年后，其中的不
少人因为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心变得安定。

“我们最大的资源是老师”
课堂之外的个别辅导是常态

坚持“尝试教育”
通过鼓励让学生更有信心

零基础起步的美术班
向八大美院输送一批学生

抓学习从抓习惯入手
有了好习惯，成长是自然的事情

从迷茫到自己想要学习
他们为高中三年的追赶而自豪

宁波荣安实验中学是由荣安集团举办、宁波市教育局
直属的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中。它是全国民办先进学校，
是全国教育科研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
基地和先进单位，也是宁波市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
制度首家试点学校。学校秉承“正德厚生、笃学敏行”的校
训，坚持以德立校、因材施教、多元发展、求实创新的办学理
念，努力让学生成人、成才、成功。

学校深入开展“诵读国学经典，践行文明礼仪”教育实
践活动，精心铸就“国学礼仪”德育特色，良好的校风学风，
受到了家长的好评。学校有很多，好学校的标准也不尽相
同，对每一位学生来说，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就是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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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外的辅导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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