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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教育”特色构建“十四五”发展规划

海阳英才实验学校

为促使学校走出一条“特色立校、兴校、强校”的发展之路，

真正实现特色学校由项目建设到品牌建设的新跨越，切实打造英

才实验学校生态教育品牌，学校在既有特色项目建设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视、研究、反思和论证，特制定特色校创建

规划：

一、创建工作重点与目标

（一）基本构想——“生态教育”特色建设整体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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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念引领——生态教育特色建设理念及目标

1.生态教育特色建设理念

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生态”，这是教育理念的一种显着进步。

生态教育的核心和精髓是揭示了“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是教育

运作的基本动力。生态教育强调人的先天潜能是无比优秀的，后

天的教育应为其成长创造适应的环境和条件。教育应发掘和激活

生命基因的活性功能，应培育和增值生命基因的教育,应优化和

提升生命质量和价值,奠基生命的终身幸福,而这样的教育应当

是着眼并适宜生命和谐发展的生态教育。

生态教育：尊重生命主体,创设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育环

境,充分开发个体生命潜能,顺应并促进每个生命自由、充分、全

面、和谐、持续发展的教育，把生命潜能的开发与发展作为生命

价值的自我实现。具体解读：

它是一种关怀生命发展的教育思想。它把尊重人、关心人、

培养人、发展人作为自己的起点和归宿,强调教育首先应把学生

看作是一颗具有巨大潜能的生命种子，因此必须关怀生命成长，

开发生命潜能，关注生命体验，关照师生生存状态，适应师生生

活特性。它强调让教育走进师生的生命世界,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让每个师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充实与升华生命,成为幸福

生活的人。

它是一种系统开放的教育思想。由于它把教育看成一个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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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生态系统，从而超越了对教育现象"见子打子"的隔靴搔痒

和对教育本质零敲碎打的外围描述,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深刻的理

论体系。它将最新的生态学研究成果纳入教育的整体视野，并以

哲学视角进行有机整合,将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延伸

与开放……使自己具有了很强的吸纳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开放

性。

它是一种整体和谐的教育思想。首先是教育内部要素的和谐,

包括教师与学生,教师与课堂,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学生与

课堂,课程与课堂之间的和谐等。其次是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包括教育与家庭,教育与社会的和谐。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教

育思想，它摒弃了教育的短视行为和急功近利的做法,倡导教育

的发展必须基于现实的教育背景和前提,必须符合教育规律,不

能以牺牲学生今天的幸福童年为代价,应当立足现实、着眼未来,

既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又为实现教师生命价值的提升提供平

台,从而促进学生、教师、学校和谐互动、共同发展。

2.生态教育特色发展目标

以生态教育思想引领,构建生态教育模式,启动"ll34"发展

战略。

秉承一个理念——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思想。

追求一个目标——创办具有精神感召力和文化品位的学校，

为学生提供一生值得回味的优质教育。

实施"三步走"发展策略:第一步,建设规范化学校,达成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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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健全学校管理制度.培育组织文化,完善管理运行机

制,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第二步,建设个性特色学校,达成知名

度——建构生态教育环境文化,生态教育课程文化,实施生态德

育工程,形成生态教育办学特色;第三步,建设品牌学校.达成美

誉度——进一步彰显办学特色,突出示范性和辐射力，成就名师、

名生……

实施生态课程、生态课堂、生态德育、生态教师四项子工程,

真情打造生态型教师团队，培养生长型学生，"让课程适应师生

生活,关怀师生的生命成长，关照师生的生命体验,激发师生生命

潜能,让师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充实与升华，成为幸福生活的

人。"

实现这一目标,将从课程结构、课程目标、课程模式、教学

方式等方面着力,系统构建师生生命双向激发,和谐共生的生态

课程文化。建设生态课程结构以建构生态教育课程文化为课程功

能的价值取向,形成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探究性课程和校本

课程有机整合的课程结构。通过严格执行国家基础性课程，培养

学生的基础学力;通过对学科课程的深化与拓展,培育拓展性课

程。将自主探究性学习介入到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开展学科探

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校本课程,探究性学习实践活动的探索实

践,形成自主探究性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礼仪教

育、人文教育、艺体教育等校本课程。

二、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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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课程建设

1.整体目标

在生态教育思想指导下，确立具有自我特色的生态教育课程

目标。让学生享有完整愉悦的人生，拥有幸福的明天。注重促进

每个学生全面发展,做到"基础扎实、人格健全、主动发展、个性

和谐。"也就是使学生在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智力、体

力诸方面获得发展,形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习惯,可持续的学力,

享有完整愉悦的人生，最终达成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同时,凸

显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目标,比如每个学生会打篮球、会踢足球、

至少会一样乐器等。

2.年段目标

（1）生态课程校本教材编写年（2021—2022 学年）：完成

德育课程（习惯养成课程、礼仪课程）、学科拓展课程（国学经

典课程、主题阅读课程、生活英语课程、艺体第二课堂课程）、

校本特色课程（艺术类课程、体育类课程、劳动技术类课程、科

技类课程、人文类课程）三大体系课程校本教材编写。

（2）生态课程实施年。（2022——2025 学年）：逐年推进

生态课程的落实。

（二）生态课堂建设

1.整体目标

生态课堂是师生生命展开的过程，是生命价值达成的过程，

同时也是课堂内各要素和谐互动的过程。着力构建自主探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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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互动、开放灵活、多向发展的生态课堂。把课堂变成生命交往

互动的场所,让学生充分思考、合作、探究、交流、体验、生成，

每堂课都有收获，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

2.年段目标

（1）生态课堂教学模式构建年（2021——2023 学年）逐步

实现由教师主导、师生互导向学生自导教学模式的过渡，形成生

态课堂的基本教学模式，探索支撑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途径，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生态课堂细节深化研讨年（2023——2025 学年）按照

“问题——策略”式研究思路，采用"看课——对话——反思—

—提炼"的校本研究模式，逐步深化课堂研究，优化教学策略，

规范教学行为，确保目标达成。

（三）生态德育建设

1.整体目标

德育是学生生命成长的重要内容和力量，以真实的生命关怀

为核心。逐步实现德育从盲目走向科学，从零散走向系统，从随

意走向规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灌输走向体验。与学生的生活、

经验、实践、活动等融为一体，让学生在亲历中判断、选择、体

验和感悟中,获得健康成长的本质力量。以人为本、回归生活、

回归自然，促进人与自我、人与人(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按照"整体育人,务求实效"的德育思路,以塑造健全人格

为目标,着力培育以礼仪教育、环境教育、习惯养成、人格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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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四大德育生态圈构成的德育生态系统。

2.年段目标

将课程与主题活动相结合，逐年推进生态德育教育。

（四）生态教师建设

1.整体目标

让生态教育思想落地，有效运行生态教育模式，呼唤以教师

发展为本,建立互动和谐的人本管理模式，培育一支生态型教师

队伍。生态型教师就是基于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具有优良的支持

性组织环境和"职业愿景"而自主成长和谐发展的教师。

2.年段目标

确立教师个人成长规划，逐年实施，使每位教师遵循合格教

师——成熟教师——优秀教师——知名教师的途径逐步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