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冬，从北京市中心一路往北，驶过长长

的高速公路，波光粼粼的怀九河时隐时现。

穿过山间隧道，九渡河小学映入眼帘。

这里地处燕山南麓，附近 80%以上的土

地都是大山。

走进学校，眼前一派生机：星辰湾、玉兰

轩、栗花圃……每个教室都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学习工坊里，尤克里里、手工皂、山楂酱，

都是学生亲手制作；操场被绘以天空的颜色，

孩子们奔跑嬉闹；转到小小动物园，一声呼

哨，羊驼和小鹿争相奔跑过来……

而 两 年 前 ，这 所 学 校 的 样 貌 还 不 是 如

此。仅有 20 多名乡村老师，学历层次不高；

校舍比较简陋，学校学业质量总体落后。

变化，源自一位新校长的到来。2020 年

1 月，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与怀柔区加强教育

合作的探索，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副校长于

海龙来到九渡河小学担任校长。

短短两年，学校换了模样。变化是怎么

发生的？记者来到这里，探寻校长与这所山

村小学的故事。

让孩子爱上学校

“学校要与孩子的天性

‘合作’”

于海龙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重

新让孩子爱上学校。

尽管做好了应对各种难题的准备，来到

九渡河小学的第一天，在北京市城区学校任

教 10 余年的于海龙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

一跳：整个校园还是传统学校的样貌，跟他

小时候的乡村小学很像。校园里几乎没有

游乐设施，学生活动范围局限在两栋二层小

楼；空地不少，但横七竖八停满私家车；教师

宿舍占据好几栋平房，门前晒着花花绿绿的

被子。

家长说，孩子不爱上学，每天被赶着去学

校。老师们抱怨，孩子的眼神很迷茫，对学习

没有信心。

“这样的学校，学生怎么会喜欢？”在于海

龙看来，学校要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把空间

还给学生，把校园变成乐园。唯有如此，学生

才能爱上学校、爱上学习。

在九渡河小学的第一个暑假，于海龙整

整 45 天没回家，从每个角落改造校园空间。

开学后，孩子们惊喜地发现，还是那几栋

房子，但里里外外都变了：停车场变成了游乐

园、运动场；上锁的教师宿舍变成了 6 个特色

学习工坊；教室门上，门把手的高度根据不同

年级学生的身高设计；教室里，高高的讲台消

失了，老师们把办公桌搬到后方，与学生始终

在一起；校园后的荒地变成了种植养殖基地，

小鸡、白鹅、家兔悠然自得……

学生们看到学校的变化，开心极了，都争

抢着问，周末能不能也来学校。

校 园 空 间 改 造 后 ，学 习 也 变 得 无 处 不

在。三年级的数学课搬到了白菜地，孩子们

不仅在劳动中收获白菜，还计算白菜数量、运

用测量工具选出“白菜王”；六年级的数学课

则从“木工坊”出发，同学们从工坊产品会员

价折扣的计算过程中，学习百分数的知识点。

“生活即学习。课程与生活链接，学习才

更有针对性。”在于海龙看来，为孩子们提供

环境优美、资源丰富的“学习场”，才有可能实

现自主学习。

如今的九渡河小学，学习不再是一件苦

差事，而是一项项校园里的真实任务，孩子们

乐在其中。四年级学生王彦婷告诉记者：“学

校以前没有游乐场，没有可爱的动物朋友，上

课也很枯燥。现在的课程丰富多彩，学校也

变得越来越有趣！”

让孩子爱上乡土

“做‘有根’的教育”

让 孩 子 爱 上 学 校 ，于 海 龙 实 现 了 第 一

步 的“小 目 标 ”。 可 是 ，他 并 不 满 足 。 对 于

在 北 京 密 云 乡 村 成 长 起 来 的 他 ，有 一 个 问

题 始 终 萦 绕 心 间 ：要 不 要 把 城 市 的 课 程 照

搬到乡村？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异同在

哪里？

再 次 来 到 九 渡 河 小 学 ，记 者 正 赶 上 学

生 社 团 活 动 ，校 园 里 格 外 热 闹 。 孩 子 们 专

心致志地沉浸在做木工、捏陶泥、晒果干等

具有乡土气息的活动中。每个社团都立足

学 校 周 边 的 乡 土 资 源 ，也 都 基 于 乡 村 的 真

实需求。

“育人是学校的核心使命。在乡村，就是

要培育热爱乡村、将来能反哺和建设乡村的

人。”于海龙希望做“有根”的教育。

可是，师资从哪里来？他将目光投向广

袤的山区，带领老师们在附近 6 个村贴出招

聘“乡村教育合伙人”的海报：“寻找九渡河地

区心灵手巧的能工巧匠，只要您有一技之长，

即可申请加入我们……”

家住二道关村的韩建鹏自家开着木器加

工厂，一看到海报就报了名。在学校门口参

加面试时，他瞅见不少熟人：点豆腐的、做灯

笼的、养蜜蜂的、开民宿的……短短两周，学

校就选拔出 40 位手艺人。如今，韩建鹏每周

来到学校的创造工坊，协助学校老师指导“想

与做木工公司”社团。

五年级学生崔雨晗向记者展示了她设计

的栗子收集器：这是一个有点像簸箕的工具，

底端是布满皮筋的木框，往下一按、一晃，栗

子就收集到皮筋上。“家里收栗子更方便了！”

小脸蛋红扑扑的崔雨晗还是社团的“副总经

理”，她带着稚气，一板一眼地向记者解释社

团名称“想与做”的含义：“想怎么做就能怎么

做，把梦想变成现实！”

如 今 的 九 渡 河 小 学 ，乡 土 元 素 随 处 可

见。在一墙之隔的非遗工坊，孩子们检测了

周边 17 个村庄的土质，尝试用本地泥土烧制

陶瓷；创美工坊的孩子用九渡河的花草制作

纯露，留住田野的味道；田园工坊的孩子学会

了做豆腐、豆干……

除 了 社 团 活 动 ，综 合 课 教 师 还 带 领 学

生 走 出 校 园 。“老 师 带 我 们 来 到 鳞 龙 山 、鹞

子 峪 古 堡 ，让 我 们 更 加 了 解 自 己 的 家 乡 。

在 刚 刚 结 束 的 九 渡 河 名 人 榜 活 动 中 ，我 还

认 识 了 家 乡 的 名 人 。 以 后 ，我 也 想 成 为 像

他 们 一 样 的 人 ！”六 年 级 学 生 王 金 旭 自 信

地说。

记者留意到，于海龙的办公桌旁贴着全

校 140 个孩子的照片，每张照片下不仅有孩

子 的 姓 名 ，还 特 地 注 明 了 每 个 人 所 在 的 村

庄。在他看来，每个村庄有不同的气质，要通

过教育的力量，让人与乡村相互滋养。

让孩子更加自信

“一次小小的成功，很
可能会改变孩子的一生”

九渡河小学的学生中，有 1/4 是留守儿

童，还有一些来自当地福利院，几乎每个班里

都有离异、单亲等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激

发孩子的自信，从而获得一生成长的动力，是

于海龙给自己设立的又一个“小目标”。在他

看来，一次小小的成功，很可能会改变孩子的

一生。

14 分 58 秒！校门口的“校园吉尼斯”榜

上，李想（化名）的爬山纪录至今未被超越。

那天，在漫天飞扬的彩带中，同学们为他戴上

用板栗、软陶和树叶编织的花环。“很开心！”

回忆接过证书的场景，李想咧嘴笑了。

“一到三年级，我没听他说过一句话。”班

主任老师告诉记者，李想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曾 经 特 别 腼 腆 ，“ 是 个 不 太 被 人 知 道 的 孩

子”。可如今，这个曾经“不太被人知道的孩

子”已经成了学校的小名人，“是学校里跑步

最快的男生！”

这样的故事，每位老师随口就能讲出好

几个。原来，自信地追着记者展示陶艺作品、

想当陶艺师的小欣，也曾是一个极度内向的

孩子；最爱学校游乐场和蹦蹦床的小婷，一年

级第一学期几乎每天哭着上学；在教室后方

的玩具桌静静玩乐高的小乐，刚入学时曾一

度情绪激烈、大喊大叫……九渡河小学的老

师们告诉记者，与入学之初比，现在，孩子们

眼里“有光了”。

2021 年的最后一天，是九渡河小学一年

一度的狂欢节，也是孩子们一年中最期待的

日子。当装扮成电影中魔法学校校长的于海

龙出现时，全场沸腾了。他挥动手中的“魔法

棒”，宣布 2022 年要为师生完成的 10 件实事：

举办农田音乐会，开设校园农场，建设游戏化

闯关营地……每说完一件，孩子们都蹦着跳

着，开心极了。

在笑声中，记者走出校园，冬日的暖阳照

着校园门口的几行大字：脚下有根，胸中有

志，眼里有光，人生有为。

久久注视着这几行字，我们不仅能看到

一所学校的未来，也能看到这片土地的未来。

图①：九渡河小学校园。

图②：于海龙与参加“校长有约”活动的

学生一同用餐。

图③：九渡河小学学生在上课。

段立河摄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小学

让山村少年有根有光有远方
本报记者 赵婀娜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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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

伟 大 复 兴 战 略 全 局 和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

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

富 强 、民 族 复 兴 、人 民 幸 福 贡 献 力

量。”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高等教育

提出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建设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大学指明了目标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对高校而言，扎根中

国大地办大学，对“国之大者”做到心

中有数，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

是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大学应为国育新人、培良才。高

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培养一批又一批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一代

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和国家赋

予大学的崇高使命。我们要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用最佳实践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 国 势 之 强 由 于 人 ，人 材 之 成 出 于

学。”大学的第一任务是人才培养，要

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全方位谋划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为实现我国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

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

队。大学也要注重结合自身优势特

色，培养未来各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

和拔尖人才，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中 面 临 的 问 题 ，落 实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重要使命。

大学应为国创先机、献良策。大

学作为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

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的重

要结合点和策源地，承担着基础研究

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的重要

使命，应紧跟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勇

闯创新“无人区”。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紧紧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发挥基础研究

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

行业产业前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

突破攻坚。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办好人民满意的高

等教育，就是大学应关切的“国之大者”。大学要深度服务

国家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战略，为解决中国问题尤其是中国

教育问题提供有效方案和高质量对策，为国家教育改革发

展献良策、出实招。

大学应为国开新局、谋良治。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构建一流大学体系，国内顶尖大学

既要发挥头雁效应、勇创一流，又要做好示范引领，带头推

进跨学科、跨院校、跨行业的学术合作，带动更多大学共同

构建一流大学群。追求一流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永无止

境的过程。大学要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深化科

研评价改革，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科学

设置考核周期，合理确定评价时限，充分尊重研究成果所有

参与者的实际贡献，破除学术合作的制度壁垒。加快建立

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紧紧抓住

制约评价改革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积极创造条件，让愿

创新、敢创新、能创新者都有机会一展身手。坚持开放办

学，推动一流大学之间加强合作、大学与企业、大学与地方

政府之间加强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深度融入社会

与科技发展前沿。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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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河北省廊坊市第一中学高一 18 班开展了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班会，话题为“敬业篇——读万

卷书”。作为学生，怎样把敬业精神与读书相结合？读书之于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读书更有效率的方法是什么？围绕这些

问题，同学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与此同时，以“平等篇——

平等个体”“文明篇——文明校园”等为话题的班会也在其他

班级举行。

“每周一的主题班会都很受学生们欢迎。”高三 26 班班

主任曹景满说，学生们能够联系国内与国际形势，结合自身

实际谈出各自的体悟，不仅锻炼了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更

提升了思想政治水平，加深了对国计民生问题的理解。通

过主题班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了学生的日常

学习生活。

近年来，廊坊一中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坚持全面育

人，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方面，探索出“入脑、入心、入行”的校本化实践路径，让正确的

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滋养青年学生。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学校编

写校本教材《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论》，每

个章节辅以古代仁人志士、当代励志名人以及校园人物的故

事进行诠释，帮助学生准确、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涵。

开展符合时代特征、符合学生发展需要、引领学生成长的

主题德育活动。学校定期组织开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相辅相成的特色活动，如国旗下演讲、“劳动教育伴我成长”

主题活动、实践教育活动、传统经典诵读、系列励志教育讲座

等，不断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爱国情怀。

“高中生处于个体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把德育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成人成才，我们重任在肩。”廊坊一中

党委书记、校长徐永辉表示，要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不懈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

的路。

河北省廊坊市第一中学

特色德育课 润物细无声
本报记者 丁雅诵

“这套冬奥制服使用水墨画的设计，加

上 霞 光 红 、长 城 灰 、天 霁 蓝 、瑞 雪 白 等 中 国

色 彩 ，将 中 华 文 化 的 传 统 美 学 与 冰 雪 运 动

融 合 ……”走 进 北 京 服 装 学 院 民 族 服 饰 博

物馆，1 万余件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陈

设其中，厚重大气。馆长贺阳教授带领“中

国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的 抢 救 传 承 与 设 计 创 新 ”

博士人才培养项目学生们设计的冬奥制服

也诞生于此，即将在北京冬奥会上亮相。

谈及冬奥制服的设计过程，贺阳告诉记

者：“这既是一次传承，也是一次创新，既是

一次国家使命的承担，也是一次育人理念的

践行。”

为培养具有坚实服饰文化理论基础和宽

阔学术视野，能够从事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

究、传播和设计创新等相关工作的高层次专

门人才，北京服装学院于 2012 年 10 月起开展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抢救传承与设计创新”

博士人才培养项目，旨在为保护和弘扬中国

传统服饰文化、提升服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近 10 年来，项目致力于探索一条与传

统学术性博士不同的高层次设计人才培养路

径。”北京服装学院校长贾荣林介绍，面对中

国服饰文化存在的设计创新仍相对不足、服

饰文化研究仍存在断层等问题，学校尝试从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中国传统服饰抢救

传承研究、中国传统服饰设计创新研究三个

方向进行人才培养，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设计

创新、自主品牌建设和提升纺织服装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进行探索。

创新的基础是研究与传承。探索传统

服饰文化如何与当代时尚设计和当代生活

方 式 相 结 合 ，赋 予 传 统 服 饰 文 化 以 新 的 生

命 力 ，是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环 节 。 清 华 大 学

美术学院长聘副教授李迎军是项目首届毕

业生，其毕业设计作品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 旗 袍 的 造 型 结 构 、工 艺 手 法 、审 美 特 征 、

文化内涵为核心，探讨传统服饰“十字型结

构 ”在 当 代“再 生 ”的 可 能 性 。 2016 级 博 士

生 高 丹 丹 则 参 与 了 出 土 纺 织 品 的 复 制 研

究，在她看来，“通过复制研究，可以掌握出

土 纺 织 品 的 基 本 组 织 结 构 及 性 能 、传 统 服

装形制结构、纹饰使用特色、制作工艺技巧

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将这些信息与现代创

新 设 计 相 结 合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传 统 服 饰 文

化的可持续发展。”

既注重夯实理论基础，也注重加强创新

能力培养，在北京服装学院，一批以“根在传

承、重在创新”为培养目标的设计师成长起

来，并始终坚持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特别是

在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服 装 设 计 ，2014 年

APEC 会议领导人服装设计，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系列制服、火炬手服装及领

奖礼仪服装设计等重大项目中取得了成果，

在服务京津冀时尚领域的协同创新以及北京

时尚之都建设等方面作出了贡献。”人才培养

项目主要负责人、北京服装学院刘元风教授

介绍，项目首届毕业生楚艳已成为国内有代

表性的青年设计师，并设计了冬奥会颁奖礼

服；2021 级博士生刘柳创立了自己的个人服

装品牌，致力于用青年视角设计出将中国传

统元素和现代时尚相融合的服饰产品，也成

长为此次冬奥制服的设计主力之一。

记者了解到，经由该人才培养项目的探

索与实践，学校还形成了一套跨院系、跨学科

交叉融合，并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考古所等

单位合作的交叉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同时，

以“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为代表的一批科

研成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久前，由北京

服装学院团队复原制作的 15 尊古代人物超

写实雕塑及服饰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再现了

中国古代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受到业界广

泛关注。

“未来，以服装为载体，更好传承中国传

统服饰文化，展现当代国人的精神风貌，塑造

自信多彩的中国形象，学校全体师生将不懈

努力。”贾荣林说。

北京服装学院注重培养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

根在传承 重在创新
本报记者 闫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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