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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班的孩子在朱家尖海边玩水

邵迎春校长为新疆班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依托学术高中
打造全国一流的内高

在校长邵迎春的心中，20年，足以让宁
波中学摸索、积淀下新疆班的育人路径。但
20岁的新疆班，在宁波中学120多年的办
学历程中，还很年轻，正是桃李年华。“我们
要把宁波中学打造为一流的学术性高中，
也要把宁波中学新疆班打造为国内一流的
内高。”

如何打造一流的内高？校长邵迎春提
出四个维度的标准。

一流的内高，要有一流的师资。学者型
的教师加父母式的角色，是宁波中学新疆
部老师的身份认同。

一流的内高，要培育出一流的拔尖创
新人才。如今，从宁波中学新疆班走出去的
毕业生，80%以上回新疆工作，他们有的成
了科学家，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教师
……他们都将是民族融合的中坚力量。依
托学术宁中，今后，学校在个性化培养新疆
学生的过程中将有更多可能。

一流的内高，离不开一流的管理。从包
裹的收发、食堂的口味、学生生病了如何照
护，到课程的设计、活动的安排，管理制度
既立足当下远离家乡的学生实际，充满细
节的温情，也充分考虑未来人才成长的需
要，拥有开阔的眼界。

一流的内高，要有一流的育人实践路
径。赏识型、引导型的德育实践下，宁波中
学新疆班不是封闭的管控型的新疆班，而
是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新疆班。在安全
的管理下，同学们外出了解宁波、认识浙
江。在课程上，传统文化与全球视野的结
合，分类分层选课全满足，同时紧跟时代和
新高考。各种社团和活动给了多才多艺的
新疆孩子展示青春的舞台，让他们成长为
全方位的立体的人。

新疆班20年探索，为宁波中学这所拥
有122年办学历史、跨越了三个世纪的百
年学府，注入全新的民族教育基因，也让学
校的教育内涵更加丰富和饱满。

宁波中学留给他们的
远远不止四年

“工作后站在讲台上，看着教室里充满朝
气的学生，我想到的是在宁中时各位老师的
身影。所以我在工作中，除了站好讲台，更多
的是愿意跟学生做朋友，不仅解决他们学业
上的困难，也想为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

“我是上海海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的班主任，我时常晚间去学生宿舍看看，
就像宁中的老师去查寝一样；也会时常跟学
生们吃个饭，请他们来家里玩儿，就像我到宁
中的各位老师家里一样。”

2005届毕业生宋戈，在同济大学读到博
士后，现就职于上海海洋大学，一边任教，一
边从事科研，已发表SCI论文十余篇，主持并
完成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先后参与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授权两项发明
专利。

在他的心中，宁波中学带给他的，不仅是
坚持做好每件事，宁波中学的教育精神也已
深入他心中。“我在学校工作，不知不觉中是
在传承宁中的精神”。

2006届毕业生包文海，考入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现就职于公安部。时至今日，包文海
说耳边还常常回响起“泱泱越国古明州，门对
大江流，精英继起德艺兼优，学海任遨游
……”的朗朗歌声，这是母校的殷殷嘱托，也
是他前行的勇气与底气。

因思念之情，2019年5月，他和同为宁波
中学新疆班毕业的爱人一起重返宁中。“走在
校园里，熟悉的教室、熟悉的背书走廊，还有
宿舍和多年不见的宿管阿姨，勾起我们无限
回忆；坐在学校小卖部的椅子上，我们从小飞
鱼、酷儿饮料，聊到学校运动会和文艺汇演；
走出校园，我们重游鼓楼、城隍庙、再到天一
广场，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走遍记忆里的每一
处，这些只属于宁中的记忆，没经历过的人是
无法理解的。”

而在戏剧导演石良业的艺术创作中，早
已融合西北边疆的粗犷豪迈、大气磅礴，和江
南宁波的细腻温润、坚忍不拔。

2020年，他以浙江为地点、背景创作的
舞台剧《烧月亮》，获得全国老舍青年戏剧文
学创作人才培养计划十佳剧目、北京市西城
区优秀剧目、中央戏剧学院教学改革投资项
目等多项荣誉。

尽管，宁中在他们的人生中只有短
短四年甚至三年，尽管，他们都已离开
多年，但，他们无一不把宁中当成了人
生的转折点，四年的印记，深深地刻入
他们的血液中。

20年扎根民族教育
他是宁中新疆班的见证人

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宁波中学副校长陈杰受邀参
加此次国庆观礼。在那之前，他还参加了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作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接受国家级表彰，这也
是对宁波中学新疆班办学成绩的肯定。

荣誉的背后，是20年扎根民族教育的
不懈努力。2000年，宁波中学首办新疆班，
风华正茂的陈杰老师担任新疆部干事，从
此，他与新疆学子结下不解之缘。17趟往
返接送学生，新疆成了他除老家舟山外，去
得最多的地方。

从一线教师到分管副校长，从情感投
入到制度输出，宁波中学新疆班20年，陈
杰是亲历者。

内地新疆高中班，到底要培养什么样
的学生？这是陈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
想最主要的，我们要培养对民族对国家有
强烈认同感的学生，而不是仅仅教给他们
知识文化。”在这个前提下，宁波中学新疆
班提出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德育课程构
建。而文化认同的根基在语言与文字，所以
宁波中学率先在全国内高班中引入国家普
通话水平测试、开设“三必课程”（三十本必
读书籍、三十部必看电影、三十首必唱歌
曲），增强各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在教学上，由于学生分化较大，教学压
力也大，宁波中学一直在寻找一条更加适
合新疆班的教学道路。自编预科教材、实施
分层教学、搭建全省8校联考机制，把程度
跟得上的学生融入到本地班级中跟读……
20年的探索，把一批批新疆学子送入清
华、北大、复旦等高水平大学。

这20年，有付出，有收获，而在陈杰心
中，始终有一份责任感，那是新疆班的办学
初心，也是一次次往返新疆，切身感受到的
家长们的期望。“有些学生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老师去家访，家长总会拿出家里最好
的羊肉来招待，他们对国家政策和宁波的
老师充满感激。有时候，老师会悄悄地留下
一些现金。有些村里，一位学生考上内高
班，不仅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村的荣
光。他们把内高班，视作改变学生命运、甚
至家庭命运的契机。”

在宁波中学新疆班，还有一条规矩，每
一位老师至少要去一次新疆，家访一次，亲
身感受下孩子们的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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