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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创造品牌，形成创造文化 

——向明创造教育三十年 

上海市向明中学 

 

一、学校创造活动的发展 

“创造”体现于我校的办学思想。自 80 年代初，我们就提出了“坚持全面

发展，发挥个性特长，培养创造才能，造就四有人才”的办学思想。“三小”活

动（小创造、小发明、小制作）由此诞生。随着“三小”活动的推广，在第二课

堂中开设创造学和创造技法课，“创造”成为了我校的办学特色，和谐+特长→创

造。 

接着，“创造”逐步在我校的办学理念中加以落实。90年代初，我们提出了

“以学生可持续发展为本，让每个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长”的办学理念。关注学

生，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关注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长的理念指导着教师的行

为。初高中分别设立创新实验班，建立七年一贯制的创新班，创造学、创造技法

课的全年级开设，改变了部分教师的教学观念，在全体学生心中播下了创造的种

子。 

新世纪初，随着二期课改的推进，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的全面铺开，

向明在整理已有的大量选修课、研究类课程（以社团为主体展开）的基础上，在

实施初步形成的创造教育课程框架的过程中，把目光聚焦到课堂，聚焦到教师专

业化水平的提升。学校深知，创造教育的开展离不开教师，离不开一批有创造力，

懂得运用创造规律开展教学的教师群体。围绕课堂教学，我们提出了“让课堂充

满活力，让师生充满激情”的办学理念，并通过课堂教学再设计，学科教学中学

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加以落实。 

随着向明创造教育课程框架的不断成熟，基础类、拓展类、实践类课程的不

断充实，师生创造意识的不断加强，我们又提出了“学会创造，追求梦想”的办

学理念，“思想活跃、勇于挑战、宽容失败、梦想成真”这 16字，既可以从方式方

法上指引向明人开展创造，又是向明人在进行创造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自此，我

们看到了每年超百项的发明成果，超百项的发明专利，看到了科学和艺术长廊，

看到了我们的学生在科学、人文、艺术、体育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思维

水平和人格魅力。“多元、丰富、精彩”是社会给予向明学子的客观而真实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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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二、学校创造文化的发展 

随着浦江新校区的建立，卢湾校区的整体改造，我们看到了震旦楼，看到了

逸夫楼，看到了震旦书院，创意实践体验馆，看到了 10 多个特色实验室和汇聚

百年历史的校史馆，看到了墙上、走廊上更多带有“创造”一词的理念、概念和

做法，看到了“创造文化”，看到了“创造文化”的内涵和操场上的三个代表“独

思”、“独立”、“独创”的人物头像。我想，这是任何一位新来的教师和学生首先

会看到的。看到的同时，他们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多的创造啊！对于学生，

他们可能会想，我喜欢创造，我希望这所学校能激发我创造的源泉，能教给我创

造的方法，指引我创造的方向。对于老师，他们可能会想，我会创造么？我能适

应这里充满活力，充满创造的环境么？我能给学生营造一种创造的氛围么？这就

是一种真实的校园文化，一个充满创造的，具有创造文化底蕴的校园文化。 

当然，校园文化只是创造文化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部分。

学校文化是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包括员工）的教育实践

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 

学校创造品牌的提升，创造文化的确立，个人觉得，可以从学校的文化现象，

即个性鲜明的、富有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点”上去反映，这些“点”包括了一

些象征性的事件、人物、行为和现象，例如：“三小”活动、德育项目课程化、

创新实验班、创新实验室、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工作幸福指数、向明教育联合体、

震旦书院、信息创意中心、向明的校友、向明学子、创造性人格、高级思维能力

等。有些“点”，可能其他学校也有，例如：创新实验班、创新实验室、信息创

意中心等。这时，我们就会去关注向明师生对待创新实验班、创新实验室的态度

与方式，关注学校决策层面在设立创新实验班和创新实验室的初衷与终极目的。 

比如在“德育项目课程化”这个“点”上，我们感到，以德育项目课程化建

设为具体形式的教育思路，是学校创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学生创造性人

格培养，必将影响到学校创造文化的走势和品位，促进学校德育彰显特色和个性。

学校德育文化建设充实和拓展了学校创造文化，提高师生的道德文化素养，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将逐步成为向明人的自觉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德育的文

化核心，应该是让学生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强烈的爱国心；能服务大众、

服务国家，有高度责任心与使命感；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与国际认同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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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德育工作以培养学生创造性人格为目标，重点开展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塑造

追求“中国梦”的新时代向明人。 

再如“创造性人格”这个“点”，我们在实施创造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从创

造教育推动德育改革的新思路出发，认识到培养创造性人才必须坚持德育创新，

充分发挥创造性人格在创造性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创造性人格培养作

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进一步而言，学校课堂已经不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

场所，更应当是身心获得完善发展的园地。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教师不仅要以增

强学生的知识为己任，更要以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形成创造性人格为目标。在研

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要继续拓宽德育与学科教育间相互沟通与融合，形成德

育渗透学科的育人合力，就需要将德育的人格培养实践提升到创造文化高度。以

创造文化渗透学科，打通学科壁垒，从而影响学生，让他们真正成为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创造性人才。 

找到“点”、关注“点”、做好“点”、提炼“点”、发展“点”，是学校在开

展创造教育，提升创造品牌过程中的思考与作为，是一种坚持，一种对理想教育、

以人为本，让每个学生在创造实践中成长的教育的执着与坚守。创造品牌提升的

过程奠定了创造文化形成的基础，创造文化的雏形在创造品牌的塑造过程中变得

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