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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好学校
学校文化的力量到底有多强？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镇镜山小学用多年的实践创新证明了一点：教育，只要用心，没有做不

好的；学校文化，只要根植于儿童，没有不产生巨大育人效益的；学校的强大，往往是从文化的培育开始的。

“每天看见更好的我”，这是一所

学校的愿景，也是学生每天“微演讲”

的主题，让成长的每一步想得到也看

得见；校园不大，却可以有“镜苑、镜

楼、镜廊”，一步一景，让运动、艺术、创

客等体验与文化元素无处不在；师生

不多，却在镜探课程、鉴进课堂中，“互

为镜鉴，共励共进”。

这是坐落在长江边畔、镇镜山边

的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镇镜山小学。

没有优越的条件，却因独到的文化而

深刻；没有特殊的实践，却因生长的智

慧而先进。

走进镇镜山小学，便走进了奇妙的

镜像世界，引发教育有趣的镜鉴哲思。

寻 镜
文化在肥沃乡土中生出来

“镇己以德，镜思明智，山水养

体”，这是“镜文化”的美好期待。镇镜

山小学校长闵军回想几年办学文化的

探索，颇为感慨。

镇镜山小学本是当地葛洲坝的企

业学校，2006年移交地方教育局，虽然身

处城市，但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学校办

学条件相对薄弱。2016年，闵军调任镇

镜山小学校长。在这样一所办学条件没

有优势、办学活力不足的小学校，怎样凝

聚人心，发掘出育人的新力量？陷入沉

思的闵军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想到了孩

子成长的那些简单而有意义的教育，于

是选择带领团队通过凝练办学文化、以

文化系统改进学校的路子。

最初，他们在校名上下功夫，“镇

镜”文化成为团队讨论的主题，却无法

真正深入到育人的根本问题。直到湖

北省人民政府督学李情豪在一次到访

中，删繁就简提出以镜为鉴的“镜文

化”，似乎一下子让闵军和他的同事豁

然开朗——原来一所老学校的文化建

构，更需要从历史、社会和教育的文化

基因里提取点亮人心的价值认同。

“以镜为鉴，志高行远”成为镇镜

山小学的办学理念，“心有明镜，行必

灿烂”成为校训。他们围绕“镜”建构

系统的文化主张，希望通过教育“每天

看见更好的我”。

“学校文化是从传统文化和地域

文化中长出来的”，闵军兴奋地讲解学

校的“镜文化”：镜，透显着优秀的中国

传统文化；饱含着镇镜山优雅的区域

文化；彰示出镇镜山小学高品位的办

学目标。“以镜为鉴”就是要铭记这些

文化的精髓，始终坚持以光亮、透明、

真实、公正的思想来办学。

在闵军看来，文化建设等不得，是

因为学生的教育等不得。“镜文化”就

是要构建榜样参照、自我反省、知行合

一、志存高远的文化场域。这是学校

发展的高远追求，是学校需要积淀的

深层土壤。如今，已经颇见成效的学

校文化建设，让师生感受到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享受到一所城区小空间薄

弱学校里大教育的滋养。

探 径
文化在特色实践中显力量

“努力吧，镇镜少年们”“每天看到

更好的我”！这是镇镜山小学每周一

升旗仪式上主持人与学生的一段振奋

人心的对话；丰富的文化墙，贯通古今

的“镜廊”，让学生每一刻在校的时光

都有自由运动的精彩；一扇“魔镜门”、

一卷“魔镜帘”，让每一间教室都充满

神奇的力量……

在这个不到 10 亩的校园里，学生

从入校到教室、再到活动场所的全部活

动场域均被打通，校园内无一处死角。

每个年级的文化均有特别的设计，从一

年级到六年级确定了“静、净、敬、劲、

竞、进”的“六JING”目标，对应的“镜探

课程”和“鉴进课堂”应运而生。学校的

“镜苑”则围绕“人文之径、运动之径、艺

术之径、梦工之径、科创之径、生态之

径”做起了“微文化”，对应的活动与课

程支撑起学校的特色发展。

其中，“生态之径”里挂在墙上的

校花太阳花组成“静、净、敬、劲、竞、

进”，正好对应六个年级845名学生，每

个学生仿佛一盆向阳的花，组成各自

年级的“JING”，在学校灿烂绽放。而

学生也都喜欢到这里来精心照顾自己

的太阳花——那不仅是班级的“荣

耀”，也是自己童年的“伙伴”。四年级

（3）班学生周姝婷告诉记者，她的观察

日记就锁定了自己的太阳花——与太

阳花一起成长绽放的她，“每天都能看

到更好的自己”，因此会充满力量。

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刘诗文说，学

校虽然面积不大，但因为“四通八达”，

从没有空间狭小之感。六年级（1）班

学生李幸子最喜欢的“镜廊”，不仅呈

现学校文化的解读，还有好的学生作

品与“镜鉴”故事展示……

现在，由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学

校获得 600 多万元资金得以高标准改

造校园，由此，外观环境文化与精神文

化有机融为一体，在课堂、课程、管理、

评价、环境、活动中全面渗透。

其中，学校的“镜探课程”以年级为

单位做系统设计，一年级绘本编创课程、

二年级体验习得课程、三年级故事演讲

课程、四年级磨砺教育课程、五年级趣味

比武课程、六年级一日三省课程，一月一

个主题，每个主题一课时。如一年级绘

本编创课程对应静文化，设计“小镇讲静

字”“动物开会”“小镜爱读书”“夜晚静悄

悄”等主题，蕴含“安静的学习品行”“平

静的心理素质”“镇静的性格特点”“静雅

的为人态度”等育人价值。

同样在“镜文化”精神特质之下，

“鉴进课堂”强调学生的学习互为镜

子，彼此激励、互相借鉴、共同进步，形

成“互启、互鉴、互励、互进”的真实课

堂。在这样的倡导下，课堂上学生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氛围浓厚，学生间相

互学习借鉴、相互激发启迪成为常态，

师生学习共同体的成长样态日益成

熟，每一节课都有进步成为普遍共识。

为了让小空间产生更大的生长意

义，学校每周五下午开展社团课程，而

平时每天课后的托管时间又根据学生

需求开设了众多社团——这种兴趣

化、课程化的“晚托”其实给学校增加

了不少负担，起初也遭遇学校教师的

反对。副校长李智告诉记者，为了落

实这一课程，学校要求教师严控学科

作业，让没法在放学后按时回家的学

生用更少的时间完成作业，有更多的

时间参与课程学习。

“一所学校内涵发展的境界就是

要培植属于学校自己的独特文化基

因，形成一种‘无须提醒的自觉’，生长

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与价值流，直接

或间接影响学生与教师的生命成长与

生活状态。”闵军如是说。

沉 静
文化在师生心田中生智慧

“我愿是一面纯洁的镜子，让人认清

自己，不被世俗迷惑，去触摸自己的心

跳，感受生命的美好……”这是镇镜山小

学2014级学生程鹏宇因为“镜文化”写

下的一首诗：《装一面镜子在心里》。

教师彭安菊在《与镜子同行》中

说，人是一面镜子，让你认识的不仅仅

是他人，还有自己；照亮的不仅仅是脚

下的路，还有未来和人生。有了这面

镜子，我们就有了信心与勇气；有了这

面镜子，我们才不会走错路，走弯路。

当“镜文化”关乎每一个人的生

活，走进每一位师生的心里，学校就有

了一番新景象，师生也就不断去关注

“镜”、研究“镜”，在“镜”的文化意蕴中

找寻借鉴的意义，在共同书写“镜”故

事中践行“镜”人生。

这其中，有公平公正，有透明反

思，也有榜样借鉴。

四年级班主任孙婷记得，2018 年

在一次征询学生意见座谈会中，许多

学生希望给教室里增加柜子。没想到

假期后再返校，教室里就安装好了柜

子——每一个学生都兴奋地去摸一

摸，更从心底里高兴，那时候“镜文化”

的种子就在心中种下了。

语文教师邢雪笠曾带领学生写作

文——畅想未来的学校，有学生希望在

雨天有上体育课的地方，这样的“意见”

经由教师提上学校工作研讨平台，随后

在校园改建的时候就特别设计了“风雨

操场”，并且连通了教学楼和校门——

下雨时学生可以不湿鞋顺利走向校门

口，少了安全隐患。美术教师闵君谈起

这项举措颇为感慨，校园里、楼梯间多

处立起的镜子，也是“请”来各个年级的

学生比照后设计的高度。

不仅如此，学校的改造和建设家

长也广泛参与进来，提供帮助，积极建

议，实现了家校共建共育。

“文化建构的点子是转出来的。”

闵军将学校文化建设的创意归功于大

家深入校园每一个角落的观察，亲近

每一个人的思考。因此，“学校文化的

发展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校也形成了“镜察

管理架构”，善于用好四种镜子，即用好

望远镜，确立学校、教师、学生发展目标，

具有前瞻性，可期待性，激发奋斗精神；

用好显微镜，发现教师、学生的优点，发

现问题背后的原因，发现现象背后的本

质；用好放大镜，发现每个人的优势，注

重表扬鼓励，激发师生斗志；用好后视

镜，经常回头看，反思得失，改进工作。

正是以“镜文化”为统领，镇镜山

小学以内涵提升为重点，促进师生与

学校协同发展，每一步都得到师生的

认同，每一点改变都赢得学生的喜爱。

创 境
文化在生命绽放中有镜鉴

“我觉得这所学校比我们学校大

多了！”如果没有对比，一个外校的学

生在镇镜山小学发出这样的感叹实在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2020 年疫

情期间，副校长张小红值班时带自己

的侄女在学校玩耍，听到了这样的感

叹也不由得引发了深思。为什么孩子

会在面积小许多的镇镜山小学感觉到

“大”？从教育局基教科调到镇镜山小

学一年多的张小红，真切地看到了学

校的变。在这所学校里，孩子之所以

感到空间更大，就是因为这里的限制

少，这里的空间利用率高，这里的场域

总是与学生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

所以深处其中，不仅有身体的自在，更

有心灵的自由。

这是文化改造之初闵军不曾想到

的“惊喜”，却也是他们心中隐隐的期

待。在这种期待中，“每一位教师成为镜

子，让为人师表具象化”“以人为本贯穿

于所有细节，学校就有最美的风光”“相

信每一个孩子，心有明镜，行必灿烂”。

如今，每天都带着灿烂微笑的李

智，没人相信她是正与癌症做斗争的

人。她曾毛遂自荐做代课教师，后又

挺着大肚子考试入编。在 2020年 4月

8 日武汉解封的那天，她被“宣判”患

癌，光头的她在医院遇到同样戴着假

发感叹没有镜子的病人，她却脱口而

出：“我就是你的一面镜子”，随即便帮

那位病人正假发——李智将这理解成

学校文化的潜移默化，她希望学校文

化“活”起来。这种“活”在她身上，便

体现为如今的通透与乐观。

班主任付红玲总觉得德育无头绪、

效果有限，自从学校有了“镜文化”就有

了抓手，自主管理成效显著。2019年走

进学校的语文教师杜程为了帮助问题

学生，不断调整自己，最后选择用书信

的方式与学生敞开心扉交流，引领学生

发展。无人机社团教师何媛媛在带班

中发现，“最皮的孩子却玩得最好”。小

脚丫合唱团负责人沈燕琼改变社团评

选标准，“只要热爱音乐，愿意坚持，就

可以进入合唱团”，如此，将文化的倡导

变成教育的行动……

学生周昱晨觉得，学校的镜子不仅

可以照仪表，还能找优点多改进，并从

同学身上学习合理规划时间；姚欣宜

说，要向班长学习“行胜于言”；六年级

（1）班学生赵宜向班长周子涵学“静的

艺术”，周子涵则向赵宜学画画技能。

在学校，教师总会给自己找一个老

师，也会虚心向学生“求教”，如此，师生

互为镜鉴，让自己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学习有鉴进、体验有情境、身心有

明境、发展有梯进，成长有深境。镇镜

山小学走出了一条小学校的文化特色

探索之路，一条普通学校蓬勃发展之

路。一直关注学校发展的宜昌市西陵

区教育局副局长冯发柱认为，学校文

化的主题清晰明白，文化的构建系统

设计，通过师生的共同研讨、发现、提

炼，最终形成的体现师生生命特征和

追求的文化，是真正的好文化。

的确，师生们忍不住感慨近两年

来学校变化巨大，人人口中都有“镜文

化”，都希望“每天看见更好的我”，都

在美好的“明镜”里，寻找和实践“灿

烂”的可能。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教育的

“灿烂”，这就是每天照见更好的人生！

“镜文化”中长出好教育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镇镜山小学办学文化解读

长江，在三峡大坝的心房跳动；

宜昌，融叠在绿叶的自然中。

繁华的街道上，岔出一条坡道，

蜿蜒而上，眼前便陡地闪现镇镜山小

学的文化丽色。以镜为鉴，志高行远，

这是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镇镜山小

学“镜文化”背景下办学理念的浓缩。

镜文化，是从远古走来的文化。

《玉篇》有“镜，鉴也”；《汉书》中有“以

镜考己行”……镜，大大超越了物质

形态的功能演绎，成为一个看人看

事、做人做事的具有文化精神的哲学

符号。

校门左边的墙上，几排光亮如

镜的文字，呈现了镇镜山小学“镜文

化”理念的整体架构。那里有校训、

校风、教风、学风。校长闵军说他希

望学校的每一个师生心灵深处都透

明、亮堂、美雅；期待每一个师生的

言行举止、所作所为都如明镜般美

丽灿烂。这是镜的纯净，也是镜的

境界。

学校的操场中央，重新改造过的

教学楼以朝气蓬勃的黄色主调，以互

为镜鉴的精神塑造，以学府文化的哲

学诗情，耸立于镇镜山上。“心有明

镜，行必灿烂”“每天看见更好的我”，

校训和愿景伫立于教学楼两侧，彰显

出强大的暗示力量。这仿佛是两面

巨大的镜子，照耀着师生美好的思想

与行为，激励着师生不断向前。

每天看见更好的我，这是“镜文

化”的重要特征。如果镇镜山小学的

每一个师生，每一天都能充满自信、

严于律己、以学为乐，让镜中的自己

时时都是更好的状态，那是多么美好

的教育啊。如果师生每天早晨对着

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今天是否能够

成为更好的我；每天晩上对着镜子看

一看，想想自己今天是否成了更好的

我。这样的“镜文化”不就是教育所

追求的境界吗？

思想的风筝一旦放飞，学校文化

的发展该有多么广阔的空间。

（作者系湖北省人民政府督学）

每天看见更好的我
观察者说

□ 李情豪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学校文化到底如何才能建设

好？好的文化又是如何从学校的根

基里“长”出来的？湖北省宜昌市西

陵区镇镜山小学以普通之态取得了

可喜的效果，也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

了借鉴。

文化从成长的乡土里“长”出

来。镇镜山小学的文化系统不是无

根之木，它是从传统文化与区域地理

中提取的元素，是从学校所处乡土文

化和时代发展中孕育的基因。这种

真正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镜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学校发展历史

与社会现实的交融，文化探寻与教育

追求的共鸣，育人观念落地与未来智

慧展望的和谐，让学校 900名师生的

心田在近 10亩的校园中寻找到了点

亮人心的价值认同。

文化从育人的思想里“长”出

来。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办学者有

怎样的育人思想，这是决定学校文化

形态的核心价值。以闵军为带头人

的学校团队，希望每一个人都在教育

中灿烂，希望每天都能看见更好的自

己。于是，以镜为鉴，“心有明镜”“镜

中求进”贯通学校发展的命脉，让弱

校变强，不断走向品位、品质、品牌；

同时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理念体系，体

现了“镜文化”从物质走向精神的高

站位，小学校立体化发展的新探索。

文化从儿童的生活里“长”出

来。没有正确的儿童观，就不会有好

的教育；缺少儿童视角的学校文化，

就很难“长”进学生心里。许多学校

常常把文化做给别人看，却很少关注

学生的真正需要，从自己学校师生发

展出发，给予平等的机会。但在镇镜

山小学，“转”出来的点子也要“过”学

生这一关，所以即便学校安装镜子、

设置“找不同”的文化墙，也要请学生

来做测试……从儿童生活中“长”出

来的文化，必然是受学生喜爱并能实

现育人于无形的文化。

文化从心中的挚爱里“长”出

来。爱是最高的师德，有爱的教育才

美，有爱的文化才善，有爱的学校才

真。镇镜山小学的教师就是在对事

业的热爱中奉献，在善于发现的眼光

中博爱；镇镜山小学的学生就是在

“阳光”的照耀下灿烂，在镜像发现里

创造。师生的精神面貌变得积极向

上，学校时时处处都呈现出教育的魅

力，一砖一瓦都有了育人的意义。

这是一种通过文化提炼与引

领，让一所普通的小学校走出了高

品质发展的新样态。真可谓小学校

做出文化的大境界；弱教育走出育

人的强质量；土孩子长出生命的雅

追求。

这就是好文化的力量！

文化是怎样“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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