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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立德树人的“正”，创造教书育
人的“新”。作为学校的领头羊，纪曹
文始终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加强
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以人为本”着力

“养成”教育，重视培养学生良好习惯
和品格。

他主张“生活即教育”。为给学生挖
“一方池塘”，让他们在自由博爱的环境
里成为最好的自己。纪曹文带领学部各
部落长设立“一班一品”班级文化巡展活
动，在这里，每名学生都能被“看见”，他
们自由生长、自我管理、科学竞争、相互
合作，班级里每个孩子都有存在感和获
得感。学校教师充分放手、放权，由学生
自己制定班名、班徽、班训、班规、班级口
号、组名、组徽、组训、组内公约等，实现
人人有岗位、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每个人都是班级的小主人。

小江（化名）是 803 班舒勇班上的
“问题学生”，花季的她因为陷入早恋，
成绩也一落千丈。为了帮助小江，舒勇
利用小江的设计能力强这一优点，推荐
小江担任班级文宣部部长。在其后的
一段时间内，小江将班级文宣工作做得
井井有条，评比的等级一直都是“A”，这
让她感觉到了自身的价值，也逐渐把心
思转移到学习上来。而这，正是得益于
学校开展的“一班一品”班级文化巡展
活动，在该校，很多学生都从班级文化
巡展活动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工
作岗位”，班级也逐步成为学生成长的
精神家园。

为训练学生行为习惯，纪曹文还带
领分管领导、学部各部落长大力创设“品
性教育银行”，由学校师生共同讨论，制
定了《品性教育银行活动实施方案》《品
性教育银行管理条例》《品性教育银行扣
币预警及教育机制》《品性教育银行超市
商品兑换规则》《品性教育银行小组储蓄

记录表》等，对“课堂建设币”“学科素养
币”“品行修养币”“自管自治币”“生活
技能币”“就餐文明币”“文化生态币”

“劳体卫健币”等“八好币”做了细致规
定。所有评价和“品性教育银行活动”
记录均记入学校为学生建立的“成长档
案袋”中，作为开展学生综合素养评定
的依据。比如，文明就餐，到指定窗口
打餐，每大周（10天）得到班级或老师表
扬的可以获得5元“八好币”，存入学生
个人品性银行账户；未文明就餐，未到
指定窗口打餐，拥挤、插队等受到通报
批评的，一次扣10元“八好币”，从学生
个人品性银行账户支取。

他还大力加强阵地建设管理，在发
展学生社团同时，培养学生兴趣爱好，规
范书法社、舞蹈社、器乐社、文学社、美术
社、足球社等二十几个学生专业社团发
展，指导和帮助各社团积极开展贴近学
生生活的各类文娱活动，通过多元化育
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自主
发展。

时代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担当交答
卷。面对记者的采访，纪曹文谦逊地说：

“无论我的愿望多么强烈，都无法让手和
脚开出苹果花来，能开出苹果花的是苹
果树，苹果树才是主角，我只是协助者。
未来，我将继续全力以赴，践行教育家精
神，用实际行动为建设‘四个首善之区’
贡献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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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教育家精神做百姓心目中的“大先生”
—— 记咸宁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纪曹文

他是高效课堂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专家，北大邦教育集团新教育研究院执
行院长，北大邦教育集团创感学习法创建者，湖北课改名校长。

在从事学校管理与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推广工作中，他始终秉
承教育初心，立足教育一线，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特别是在咸宁梓山湖北大邦
实验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校长期间，在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敢为人先，
硬是带领全校教职员工将这所民办学校锻造成国家级信息化教学改革实验区

“基于教学改革、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与学模式”和“三个课堂＋ AI ”的两个
实验校、咸安区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联盟”的盟主校，并连续被教育主管部
门评为“综合工作先进单位”“办学质量优胜单位”和“优质民办学校”。

特别是近5年来，该校在历届中考成绩中一枝独秀，均位居咸安区首位，成
为家长们心目中“家门口”的好学校。他本人也曾先后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学科带头人”“高效课堂首席培训师”
等多项荣誉称号。今年教师节，他被咸安区委、区政府评为咸安区“优秀校长”。

他是纪曹文，是咸宁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2017年，教育部原部长陈宝生提出“深
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
命’”，吹响了“课堂革命”的号角。而此时，恰
逢咸宁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创办之际。

面对全新创建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作为
校长，纪曹文不断叩问自己：教育是什么？办
什么样的学校，走什么样的路，育什么样的
人？为此，他不断在办学实践中探寻教育的
终极价值：以学生为中心，让儿童站在舞台正
中央，让每一个生命自然绽放、笑着生长。

办学之初，除了满怀激情，偏僻的新校

区，短缺的师资，稀少的生源等一系列困难，顿
时就呈现在纪曹文面前。面对新校的窘迫现
状，纪曹文没有退缩：没有师资，就千辛万苦去
招聘；没有生源，就千家万户去动员；急需各级
主管部门支持，就千言万语去走访，可谓夜以
继日、废寝忘食、干劲十足、不知疲倦。学校也
伴随着他的努力，不断发展、壮大，仅一年时
间，就成为咸宁甚至全国同类学校中的佼佼
者，全国各地、周边县市及咸安各校开始络绎
不绝地派遣校长、骨干教师前来学习、借鉴咸
宁梓山湖北大邦实验学校的教育模式。

彼时，纪曹文将北大邦教育集团董事长
盛国友、总校长汪兴益创建的“五环大课堂”
在校内发挥到极致，新颖的教学模式，吸引
了大批家长慕名前往，导致学校在创办之
初，就名声大噪。创办近4年来，学校就先后
获得了全国“围棋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湖北省“样板厨房”、
湖北省中小学“书法教育实验学校”、咸宁市

“排球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咸宁市“扫黄打
非·护苗”工作站、咸安区三位一体“湖北大
学教育实习实训”基地校、咸安区“艺术教
育”先进单位、咸安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站”等荣誉称号。

就在人们以为学校的教学模式已经定型
时，他却守正创新，在“五环大课堂”的基础上，
全新创建了“三力源·学品智慧课堂”，这一改，
改变的不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根据时代发展、
教学规律等，进一步丰富了教学的科学内涵，
让课堂教学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师生精

神的生长地与灵魂的栖居地。
酒香不怕巷子深。2023年4月，咸宁梓

山湖北大邦学校的“三力源·学品智慧课堂”理
念，在咸安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展示
推进会上得到广泛推广，纪曹文在会上就此
作典型发言。同年10月，由咸宁市教科院主
办的咸宁市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在该校举
行，各县（市、区）的教研专家300余人来校考
察学习；2024年4月，嘉鱼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来复兴带领教育局党组成员、教研员及各中
小学校校长、教学骨干等一行共108人来校考
察学习。2024年5月，新疆博州温泉县教育
系统代表团一行第二次来到该校考察学习
等。仅2024年4至5月，该校接待来访交流
的教育考察团队近20批次。咸宁市教育局教
科院汪永富院长评价说，没想到北大邦的课
堂如此充满“生命气息”，没想到北大邦的教育
样态如此“幸福美好”，没想到北大邦的孩子的
生命状态如此“阳光灿烂”。

面对接踵而至的成绩，纪曹文没有
满足，更没有骄傲，而是向自己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锻造一支课改“铁军”，以“北
大邦”优师助力打造“北大邦”优学。

然而，一师易得，名师难求。面对学
校教师发展的现状，纪曹文敏锐地察觉
到学校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必须有一支
带不走的“名师队伍”。他立即组织学校
各级领导，制定出一系列“造血机制”，并
以课堂为抓手进行改革，实现从“聘名
师”到“育名师”的转型，使学校具有师资
再生能力。

自2023年开年伊始，咸宁梓山湖北
大邦实验学校正式成立名师孵化工作
室。它以“生成校本师训课程，培育课改
名师队伍，助力学校内涵发展”为定位，
构建起“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原则、以
课题研究和课堂突破为两翼的名师培养
模式。”工作室申报一系列教育科学规划
和教学研究中心的课题项目，开展基于
教学实际问题的行动研究，通过大量的
问题诊断、课例分析、现场观摩、学术研
讨等活动，让老师们能够对所要解决的
问题形成实践反思和理性认识，生成具
有自身特色的课堂教学主张和教学风
格，并且借参与课题研究和成果分享、撰
写课题报告和教学论文的契机形成物化

成果，促进教师自身专业发展，做一个真
正的反思型实践者；他出台优渥的待遇
筑巢引凤，引得周边名师纷纷来校就职；
他还邀请咸宁市教科院、咸安区教研室
专家成员对课题研究的方案制定、组织
实施和成果提炼等进行专门指导，要求
校内全学科代表主动申请加入咸宁市、
咸安区两级教学名师工作室，待名师孵
化工作室步入正轨后，逐步实现分年级
分学科的梯队发展，以优秀教师姓名为
名称组成名师工作室，并拨入相应津
贴。在他和各部落长不断锻造下，截至
目前，咸宁北大邦实验学校形成了一套
围绕课堂教学改革这一特色品牌而建立
的成熟的师训体系。在这套师训体系
中，所有的老师都要经历“临帖”“入帖”

“破帖”三个成长阶段，最终凝聚成一支
所向披靡的课改“铁军。”在这支“铁军”
的带领下，学校学生在各级各类大赛中
捷报频传：在咸宁市第五届、第六届中小
学经典诵读暨第二届、第三届“新华杯”
诗词大会上，该校学生先后获得小学组
冠军和初中组冠军；在咸安区各类比赛
中，该校学生先后获得物理实验竞赛一
等奖、初中英语口语竞赛一等奖、小学足
球联赛冠军、器乐合奏小学组一等奖、中
学组书法一等奖等。

挖一方涵养品性的“池塘”，让学生在自由
博爱的环境里成为最好的自己

以“北大邦”优师助力打造
“北大邦”优学

在办学实践中探寻教育的终极价值：以学生为
中心，让儿童站在舞台中央

让课堂教学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更是精神的生
长地与灵魂的栖居地

勇于开拓创新

打造高效课堂

锻造课改“铁军”

坚持立德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