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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教育，强民生之基。近年来，管城回族区教育局切实聚焦“民之所盼”，以一件件
教育实事促进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和谐发展。一起来看看该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教师和家长代表眼中的管城教育新风新貌。

现代优美的校园环境现代优美的校园环境

美好教育之生动实践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是著名军
旅作家魏巍、奥运会蹦床冠军董栋的母
校，是百姓心中信得过和孩子们心中向
往的优质学校。该校始建于1928年，
2018年成立创新街小学教育集团，拥
有三个校区，2020年被认定为我省首
批义务教育标准化管理示范校。

创则兴，新则进。在近百年的发展
历程中，创新街小学始终坚持在继承中
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谋求更
大突破，致力打造智慧创新、优雅创新。

让每个孩子体会成长快乐让每个孩子体会成长快乐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创新街小学秉承“教育是用人
格塑造人格，用情操陶冶情操”的理念，
坚持“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
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育人”等六大
育人途径，点燃学生的人生和激情，拓
宽他们生命的广度与厚度。

秉承“优雅、智慧、阳光、灵性”的育
人目标，创新街小学研发《我爱我校》常
规训练校本课程，扎扎实实抓好学生的
养成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和实践
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红
领巾星级评价体系”，引导学生从小学
会管理、学会服务。学生在成长和体验
中收获着幸福，享受着快乐。

好的教育，教人求真、向善，激发学
生的潜能，让他们认识自己、发现自
己。六（7）班学生文一丹，从一年级起
就成为社区志愿者，坚持每周走进养老
院为老人送温暖，风雨无阻坚持了近六
年，于 2020年 10月荣获河南省第二届

“特别关注孝心少年”。
创新街小学就是用这样的教育，让

每一个创新学子身心自由发展，灵性不
断迸发，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让每个学生体验创新激情让每个学生体验创新激情

“每一个孩子都有巨大的创新潜
能；教育的智慧就是让每一个孩子体验
到创新的快乐。”这是创新街小学坚定
不移的教育信条。学校希望通过六年
的小学生活，让学生拥有一定的创新意
识和能力。

为此，学校研发了孩子们发展需要
的智慧树课程体系，构建了慧之源（语
言类）、慧之思（逻辑类）、慧之妙（科学
类）、慧之健（健康类）、慧之雅（艺术
类）、慧之星（品德类）六大课程。

“新阅读·锦绣中国”课程是该校
“博雅语文”课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
校力求使学生在阅读中激发探究渴望，
使学生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自觉提升阅读能力，获得阅
读与探索带来的双重喜悦。经过各年
级老师前期选题、设计、论证，在新阅读
课程中，孩子们完成了从选题到列提
纲、选资料，从阅读文本到形成作品的
完整体验，亲身感受了深度阅读的魅
力，打开了新的阅读思路。

丰富有趣的研究方式让孩子们对
阅读有了崭新的认知，让孩子们容易接

受也很享受整个学习过程，带给孩子们
更加丰富多彩、印象深刻的童年。

让每位教师绽放青春光彩让每位教师绽放青春光彩

沐浴阳光与雨露方能开遍姹紫嫣
红，经历磨练仍坚守才能在花丛中起舞
翩然。

创新街小学始终致力于打造教师
梯级培养体系，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以“创新榜样”促师德建设，以“三级
教研”助业务能力提升，以“名师工作
室”引领专业化成长，在系统化、专业化
发展理念引领下，优秀教师层出不穷。

2020年 9月，创新街小学教师李媛
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全国第十四届小学
数学教学改革观摩交流展示”活动。学
校成立了由名师、骨干教师组成的“磨
课团队”全程参与磨课，采取“个人研
修”“组内研修”“学科研修”三级研修形
式，从选课到定课，从说课到试课，从上
课到评课……充分体现了创新街小学
教师团队的优秀与卓越。

为提升教师学科素养，学校开展
“走出去，请进来”教学活动，近年来，安
排多批次教师赴全国各地观摩、学习，
拓宽教师视野。教师梯级培养体系的
建立，有效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目前，学校 241名教师中，研究生学历
教师 43人，各级名师、骨干教师、学术
技术带头人71人。

建校近百年来，创新街小学从未停
止探索的脚步。一代代创新人用爱心
和汗水浇灌着这片孕育未来和希望的
土地。在教育事业的漫漫征途中，创新
人将继续踏歌逐梦，砥砺前行！

李 杨

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教育集团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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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管乐

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

印象漓小真切“五感”

2018 年，管城回族
区漓江路小学建成使
用。近3年来，这所充满
活力且不失稳健的现代

化高品质学校荣获全国
吟诵教育实验学校、河南
省甲骨文教育特色学校、
郑州市绿色学校等办学
认可。走进漓小、感知漓
小，更有别样的“味道”。

拓宽教育渠道拓宽教育渠道，，建设建设
诚信教育基地诚信教育基地

““阳光阳光、、乐活乐活””迎新趣味运动会迎新趣味运动会

雅致感——源于校园文化

“具有英伦风格却意蕴传统特色，
古朴典雅且不失现代灵动”，是初遇漓
小的第一印象，一种不媚流俗的雅致感
油然而生。这所投资近亿元、占地面积
33亩、36个教学班规模的学校，正以其
完善的功能设施、风景宜人的绿化、独
具特色的人文、师生和谐与共进的氛
围，营造师生成长进步“智园”、师生幸
福生活的“乐园”。学校因漓江路命名，
办学携“上善若水”之文化基因，打造

“上善之校”。领航楼、润心楼、思源楼，
这里的每一处建筑都被打造成课程性
空间；香樟园、银杏林、樱花谷，这里的
每一棵草木都融入了校本课程；漓江
湾、黄河谷、汉字书院，这里的每一个场
所都为师生成长提供着充足营养。

穿越感——来自办学理念

漓江路小学位于漓江路和青山路
交会处的绿翡街上，这所略偏离于市区
的三环旁学校，给人带来的认识和感受
却是焕然一新的。无论是办学理念、管
理方式，还是教学实施，都给人一种真
切的穿越感。发展智库、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综合服务研究中心等以人为本的
机构改革，让这所学校的管理焕发勃勃
生机；15分钟、35分钟、60分钟，这些精
心设置的小、中、大课堂，让教学更加科
学、更加人性；品格课程、素养课程、个
性化课程，这些给养方式，让学生的成
长更全面、更具个性、更有温度。作为
区域内开展午餐供应、延时托管的先行
学校，每一项举措都践行着“教育，从心
出发，从儿童出发”的理念，每一个决策
都体现了学校为师生更好成长的责任
担当。这里的每一间教室都是一个主

题，这里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一种教育，
穿越其中，让人流连忘返。

幸福感——得益于快速成长

成长，是一个自我蜕变和自我觉醒
的过程。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曾被誉为“漓江现象”的招教考试。学
校所有参与报名的临聘教师100%考得
人事编制，让老师们找到归属感的同
时，也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在漓江路
小学的年轻教师，都能够体会到：成长，
也是一种幸福。更让年轻教师感到幸
福的是“梯级成长”“分级培养”的教师
成长模式，形成“帮、扶、促、带”的教师
发展共同体，不仅成立有学科教研基
地，还有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机制，每
个青年教师不仅能体验到集体成长的
幸福，更能享受到师傅带徒弟的专属服
务。让教师幸福地成长，让成长成为教
师的幸福，不仅是漓江路小学的共达目
标，更是对教育幸福的完美诠释。

安全感——有赖于多方保障

漓江路小学师生的安全感来自于
学校的硬件保障和学校安全教育的深

入，更来自于学校对师生归属感的培
育。学校全域视频监控教育，为学校安
全提供智慧保障；郑医健康驿站漓江路
小学分站实行标准化配置、个性化服务，
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带入学校，为师生提
供精良优质的服务，宣传和普及健康知
识，为全校师生的健康提供保障。更让师
生具有安全感的是，学校注重师生归属感
的建立。学校融规则意识、勤奋精神、敬
畏意识和感恩教育于教育教学，形成学校
与师生的感情链接，研发《品格——专注
力》《品格——责任担当》《品格——时间
管理》等一系列课程，让师生关注学校、
热爱学校、敬畏学校，建立超强的归属
感，从而有更强的幸福感。

敬畏感——出自于理解敬仰

漓江路小学的敬畏感来自于学校对
教育的理解和尊重，对教育规律的敬仰和
关注，更来自于学校对课程的研发与实
践。在学校“德行可感、素养可观、成绩可
测”的“三可”质量观指引下，让儿童在“课
堂、活动、环境”等学习环境中，系统理解
和融汇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学科实践和
活动形态，整合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教
育力量，进一步优化形成支持学生“全面
发展、兴趣扬长、个性成长”的漓小课程系
统。目前，正在实践落实的《经典吟诵课
程》《甲骨文绘画课程》《小精灵品格教育
课程》等，均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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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更安心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 郭雅丽

回望“十三五”规划以来，作为管城回族区外国语
小学的一名学生家长，我一天天看着学校日渐变新。
经过五年的努力，学校素质教育更全面化，在坚持以
外语教学为特色的基础上，开展了多样的特色社团活
动，如武术、篮球、跳绳、英语、国学、美术、舞蹈、音乐
等十几个社团，以满足孩子们不同的需要。

这五年来，我也看到了学校逐步改善更新硬件设
施，让孩子们在课间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今年不仅
取消了“大班额”，而且还增加了午餐配送，解决了我
们家长的实际困难，得到一致好评。新增的“课后延
时”服务更是解决了我们的时间问题，孩子们放学后，
可以选择根据兴趣加入各个社团，也可以选择留在班
里写作业，这种“官方带娃”的模式深受点赞。

我庆幸我们的学校有一批师德高尚、专业精湛、
有教育情怀的优秀教师队伍，他们不断钻研优化课
程，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上课变得有趣高效，孩子每
每回家讲起上课学到的知识时便眉飞色舞，兴致高
昂。另外，学校还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特色网
络教育，比如，开展传统节日教育让孩子们感受祖国
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学会
自护自救的方法，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以及开展居家安
全教育等。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不断深化学校内涵建设，
实现德、智、体、美、育的融合，为培养新时代好少年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家长的我们，把孩子送到这样
一个“书香校园、平安校园、和雅校园”里学习，我们放
心、安心、省心、称心。

多彩校园共成长

管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教师 冯蕊

一样的校门，不一样的角色。2016年 8月，对
于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来说，很荣幸能够成为管
城回族区银莺路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从此我踏
上了三尺讲台，开启了自己的教育时光。

作为一名青年老师，我明白自己教育经验欠
缺，唯有通过不断努力学习，才能提高教育教学能
力。这几年，学校领导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培训学
习的机会。每年的寒暑假期，学校会组织老师们
共同研读教育书籍，让我明白了作为教师，阅读是
促进我们反思自己的重要渠道。通过一次次培训
和学习，我再一次认识到教师这一职业的光荣和
神圣。

在我们的校园里，社团活动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每天下午放学后是我们的社团活动时间。
一下课，同学们就兴冲冲地奔向各个社团活动教
室。舞蹈、武术、足球、葫芦丝、鸟虫篆、国画、书法
等社团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葫芦丝社团教室
中，20多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跟随节拍吹奏着
动人的旋律，孩子们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舞蹈
教室正在忙碌地进行舞蹈排练；油画教室里更是
热闹非凡，大家围在教师身边，听教师讲解油画的
绘画技巧……作为银莺路小学的一名老师，我只
想说：我们学校的学生真的太幸福了！

为了让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得到充分展示，学
校把社团作品悬挂在学校外侧的宣传墙上，市民
欣赏孩子们的艺术天赋，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
震撼。

脚踏实地干实事

管城回族区人大代表、东关小学校长陈丽红

近年来，管城回族区委、区政府始终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把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作为践行“文化立区”战略路径
的重要支撑，持续强投入、补短板、引资源、
创特色，推动管城教育事业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

作为基层的一名人大代表，我目睹
了管城教育办学条件的大幅改善。管城
回族区直面老城区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
历史积弊，坚持“内培”“外引”两手齐抓，
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填补“教育洼地”，实
现 后 发 崛 起 。 对 内 探 索 集 团 化 办 学 模
式，以创新街小学、外国语小学、东关小
学教育集团为龙头，引领资源共享、均衡
发展；对外实施名校孵化工程，先后与郑
州外国语、回中、八中、一中教育集团开
展联合办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量
质齐升”。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落实郑州市“黄河
人才计划”，强化对教师编制、待遇、住房等
方面的政策保障，首创公租房优先分配教
师的做法，为397位老师解决住房难题。此
外，大力实施名师培育工程，优秀教师数量
逐年递增，全区特级教师、各级名师达 146
名，今年更是实现了教育系统省特级教师
零的突破。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工作进程，
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好评。

改善办学惠百姓

管城回族区政协常委、十八里河中心校校长 李书堂

作为一名工作 30多年的老教师、基层学校干部，近几
年，我目睹了管城教育一步步的发展。在管城回族区委、区
政府及全体教师职工的努力下，管城回族区学校近几年办
学条件大幅改善，学校布局进一步优化，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提升。这些充分说明管城教育事
业正处在良好发展的新时期。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是今天，更是明天。管城回族
区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地把教
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一个孩子往往承载了一个家庭或
几个家庭、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全部希望，教育搞好了，幸
福几代人；教育出问题，几代人都会受到影响。管城回族区
站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高度，加大教育投入，真正办好这项
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

近几年，仅十八里河辖区已建成8所中小学（春晓小学、
站马屯小学、漓江路小学、八郎寨小学、青山路小学、创新街
小学绿都澜湾校区、紫荆中学、霞飞路中学），4所公办幼儿
园已投入使用，接下来，还有十八里河中心小学、建兴路小
学、管城回族区实验中学、虹彩路小学、外国语小学振兴路校
区、外国语小学明珠路校区、回民中学高中部等8所学校将陆
续投入使用。管城回族区范围内近几年不断加大新建学校力
度，同时，对城区老旧学校进行改扩建，不断提升学校硬件设
施，改善办学条件。

近年来，管城回族区大力实施名校创建工程，理清发展
思路，依托名校优质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和名校托管模
式，打造管城教育品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打造在全
省、市有影响力的教育品牌，真正把管城学校办好、办出特
色、办出水平。

本报记者 禹萌萌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