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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建校之初强调办学规范
基础薄弱却打造“特色高中”

今年4月24日，同济二附中校长
陆杰接过了“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
的授牌，同济二附中成为“理工特色”
的特色高中，而这一天距离学校建校
也就只有17年。

2002年，在撤并原普陀中学和
长寿中学的基础上，由同济大学和普
陀区合作创办的全日制公办完全中
学——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式
建校。建校之初，学校骨干教师不
足，高级教师寥寥无几，但就是这样
一所基础薄弱的学校，经过短短五年
发展就被评为了普陀区实验性示范
性高中。

“建校之初，首任校长范以纲强
调办学规范，为学校建立了一套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在当时这样
做的学校基本没有，通过这一质量管
理体系就把学校的办学规范性框架
搭好了，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学校
发展得比较平稳。”陆杰说，除了规
范，范校长也重建了学校的文化，确
定了“尊重、平等、合作、共享”的同济
二附中精神。

2011年，陆杰由曹杨二中调入
同济二附中，担任校长助理。彼时，
同济二附中在第二任校长刘友霞的
带领下已经日渐明确要打造“理工特
色”。陆杰说，刘友霞校长带领全校
成功创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以后，
充分依靠同济大学，形成了五大创新
实验室，“318”学校特色展示日，安
徽巢湖和美国加州研学项目等特色
品牌，凸显大学附中特色，将同济二
附中打造成了一所理工特色鲜明的
学校。

而选择“理工特色”也有多方面
原因，一是学校合作办学的同济大学
本身就是理工科见长；二是同济二附
中“前身”的两所学校本来就有一些

理工科的元素。“这些渊源上的关系，
使得学校建校后很早就确定了发展
的大方向是跟理工科有关。”陆杰坦
言，除了学校的历史和同济大学的传
统外，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理工人才，
也使得学校想往理工方面去培养人
才。

2012年，上海市特色高中项目
启动，同济二附中也于2014年正式
成为特色普通高中市级项目学校，并
明确创建“理工特色”学校。经过5
年的建设，2017年同济二附中参加
了特色高中初评，2018年参加复评，
2019年正式被评为上海市特色普通
高中。

课程设置自由选择不偏科
“无人机”项目提升商科思维

这个学期，同济二附中高一一个
班级开设了“无人机”项目，项目采用
小组合作的形式，有学生负责设计无
人机的路线，有的设计无人机的外
形，还有的负责“推销”向别人展示、
介绍项目。

“这（项目）里面就不止是理工科
的思维，还包括了演讲的技巧、商科
的思维。”陆杰说，尽管是“理工特色”
高中，但同济二附中的课程设置却不
止是偏重理工类，而是有丰富的理工
类、文史类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早
在2005年，学校就确定了‘科技与人
文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科技和人
文同样重要。我们线上、线下的选修
课有很多，学生每一天都可以有一门
课是自己选的，可以自由选择、自由
组合自己的课程。”

陆杰介绍说，之所以设置丰富的
课程让学生选择，就是为了让学生知
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很多孩子对于
理工科可能不了解，即便了解，理工
科本身的范畴也非常大，我们希望孩
子在高一阶段能够有多一些课程的
选择，通过选择不同类型的课程，发

现自己喜欢哪些方面或着不擅长哪
些方面，这样到了高二，就可以更精
准一点，对喜欢的课程加强学习。”陆
杰认为，“理工特色”应该通过丰富的
课程设置变成适合每个学生的特色
——既要让喜欢理工科的学生得到
发展，也要让对理工科不了解甚至兴
趣不大的学生了解理工科。

已开展八届“巢湖社会实践”
打造众人喜欢的综合实践基地

“在巢湖的3天，72小时，26万
秒，每一秒，都是新的冲击。自由在
这里蔓延升息。若这里没有梧桐，我
愿为一只斑雀，心寄巢湖，栖于这永
恒之片刻的自由。”这是同济二附中
高一学生经历“巢湖社会实践”后写
下的感言。在同济二附中，学生的社
会实践活动有很多种，其中一类是职
业生涯体验，学校会把职业体验和理
工科职业方向结合起来，为学生创造
实践机会，比如有的学生喜欢医科，
学校就专门设计一些和医院有关的
见习岗位、志愿者服务岗位让学生去
体验、实践；另一类就是去安徽巢湖
的综合社会实践基地进行实践活动。

“安徽巢湖是同济大学海洋地球
科学学院的学生实践基地，拥有丰富
的地理、人文资源。”陆杰介绍说，作
为同济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充分利
用这一资源，依托区研学旅行项目，
通过让学生经历地质考察、科学探
索、人文体验和三农追踪，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塑造
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积极构建
学生综合社会实践课程。

目前，同济二附中的高中生“巢
湖社会实践”课程已实践了八届，成
为学校的品牌项目之一，广受学生和
家长的喜爱与支持。而看到了这一
模式的成效之后，学校又将“巢湖模
式”复制到了苏州太湖，为初中生打
造了一个综合社会实践基地。

“司马光代言人”
发新作纪念司马光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今年是司马
光诞辰1000周年。各地都在举行相
关纪念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
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
坛”主讲人姜鹏的《稽古至治：司马光
与<资治通鉴>》一书，并在学习读书
会上首发。

姜鹏师从已故著名学者朱维铮
教授，专攻宋代思想史和中国史学
史。从2007年开始研究《资治通鉴》，
曾应邀到“百家讲坛”品读《资治通
鉴》，被高晓松等人成为中国讲《资治
通鉴》最好的学者之一，堪称“司马光
代言人”。

姜鹏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
本适合统治者看的书，只有“关乎历
史之气，关乎王朝之兴衰”的事和人
才会被写其中，梁启超称之为“其著
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资治通
鉴》是一部中国式智慧全书，它不仅
仅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为人处世智慧
的结晶。作为‘帝王教科书’，它折射
出来的用人术、政治策略、为人处世
的智慧，对现代人的工作、生活有种种
启迪。”《稽古至治》是至今研究《资治
通鉴》的众多专著中比较独特的一本
书。通过《资治通鉴》的撰述，司马光
努力从复杂的历史镜像中提炼出可供
施政鉴戒的历史经验。

上海交响乐团新书
解密“发展报告”历史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140岁的上
海交响乐团，如今已成为上海这座城
市的文化金名片之一，在国际上跻身

“世界一流乐团之一”。但你可知道，
它如何在战争中保全自己，如何在逆
境中求生存，又如何在新时代谋求新
发展？

近日，历经两年打磨编写的39万
字《上 海 交 响 乐 团 140 年（1879-
2019）》正式出版，打开了这支“远东
第一乐团”的种种神秘档案。青年报
记者发现，原来它在历史上曾有过两
次重要的“发展报告”，超前的规划确
保了它成就今天的局面。

该书通过自1879年乐团创建至
今，共140年间的珍贵丰富的图片、
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文章和纪念文字，
生动翔实地还原了亚洲历史最悠久
乐团的辉煌历史和傲人业绩。

书中首次公开披露了乐团在
1906年和1956年的两份重要发展报
告，在当今看来，仍旧具有前瞻性和
实用性。

1906年面临的问题是，在上海的
西方人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要不要
把管乐队升级为管弦乐团。1956年
面临的问题是，在国内百废待兴的大
环境下，上交应该如何服务新中国的
文化建设，其中的观念碰撞包括艺术
性和群众性、洋和中、乐团的艺术发
展和文化基础建设的需要、演出内容
的需求和演奏和创作人才的培养等
方面。当时上交兼顾多个目标，在乐
团领导起草的报告里，所规划的不只
是上交这一个乐团未来12年的发展，
还勾勒了全中国音乐文化的蓝图，并
且列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

2002年在合并两所学
校的基础上建校、2007年
被评为区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2014年成为上海市普
通高中特色建设项目学校、
2019年被评为上海市特色
普通高中……在普陀区，有
这样一所学校，只用了短短
十几年，就从一所基础非常
薄弱的完中，成长为了“家
门口的好学校”，它就是同
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作
为参与并见证了学校创办
特色学校历程的第三任校
长，陆杰说，初高中一体化
建设将是未来同济二附中
发展的重点，“要把学校的
理工特色真正变成适合每
一个孩子的特色，希望孩子
们在同济二附中得到更全
面、更充分的发展。”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仅用17年成功打造“家门口好学校”同济二附中第三任校长陆杰：

希望孩子们的发展更全面更充分

未来，同济二附中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会将“理工特色”做得

更鲜明，不断赋予最新的理工科内容，一方面也会努力探索初高中

一体化人才培养。“要把学校的理工特色真正变成适合每一个孩子的

特色，希望孩子们在同济二附中得到更全面、更充分的发展。”陆杰说，

作为一所“理工特色”高中，同济二附中还将把这些年积聚的理工特色资

源向周边其他学校开放，为区域教育发展起到更多示范和辐射作用，“不光是高中向初

中辐射，还要初中向小学辐射，把一个学校的特色打造成一个区域的特色。”

发挥“理工特色”形成区域辐射[校长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