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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云天化中学（以下简
称“云天化中学”）紧紧围绕“育人为本、质
量立校”办学理念，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需求，探索建立多维度学生评价模式，
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基础学科拔尖
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早期培养体系，成功
开辟新路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显
著，先后有50余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

2024年6月，云天化中学荣获清华大学
授予的“2023年生源中学”称号。2024年11
月上旬，云南省教育厅公布首批8所普通高
中拔尖创新人才实验学校名单，云天化中学
成为昭通市唯一一所入选的中学。

开辟多元渠道 创新培养模式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着力造就拔尖

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云天化中学作为
云南省一级一等完全中学，始终高度重视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学校坚持实
施“人才强校”战略，不断调整教师队伍结
构，以开放的心态强化内培外聘、内引外
联，吸纳各类优质资源，引进教育发达省
份优秀师资，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培育学科优秀教师团队，助力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学校通过加强与高校、名校的合
作，外聘专家、教授到校开展讲座，指导学
生参加学术研讨、科学实践，实施学科特
长教学，使学生感受名师魅力，体验科研
过程，激发科学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树立
科学志向，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教育特色鲜
明。在教学管理中，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讲究道德情操、追求文化品
位，崇尚科学精神、涵养民主风气”核心文
化理念为支撑，抓好校园“三风”建设，积
极践行“存爱心、树理想、明事理、能担当”
校训，全面落实国家课改方案，实现学科
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
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学校加强新课堂、新教材、新高考研
究与探索，践行新课改理念，深入推进课
堂教学和育人方式改革。坚持推行选课
走班教学，因材施教，切实满足不同层次
学生的需求，助推“三新”在云天化中学的
转化落地。

学校开辟多元渠道，创新培养模式，
打造更具特色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成长成
才厚植土壤。立足高效课堂，结合学校实
际，持续开展课改研究探索。在课程建设
方面，牢固树立质量意识、改革意识、效率
意识、服务意识，凸显立体多元的特色课
程；建设完善“学科竞赛、科技创新、艺术
体育、国际教育、学生发展指导”等立体多
元课程体系，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
培养模式，实现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学生

素质的全面优化。适时增加学科竞赛课
程及大学先修课程，将高校强基计划的校
测内容融入教学课堂，通过启发式、探究
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促进学生
开展科学理论学习和研究。

坚持以“请进来”与“走出去”拓展思
维，把锻造骨干教师队伍作为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增强竞争实力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云天化中学推行“名校+”“名师+”模
式，与重庆市巴蜀中学开展强强合作办
学，组织骨干教师到省内昆一中、临沧一
中，省外杭州二中、杭州学军中学、上海建
平中学等学校开展实地交流活动，邀请近
80名中学及高校名师开展讲座，促进教师
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教学能力和学科思
维的提升，抢占未来教育发展制高点，参
训人数达5000余人次。

坚持外引与内培提升素质。加强同
省内外名师交流，近 3年来，学校采取“一
人一策”引进名师 19名，从重点师范院校
招聘 94 名紧缺学科教师，建设了一支年
龄结构合理的阶梯式教师队伍。在引进
人才的同时，学校还不断增强自我“造
血”功能，推行示范“1+1”模式，即 1名骨
干教师上示范课，所在备课组教师参加
观摩学习；1 名骨干教师带领 1 名青年教
师开展教学备课。通过“导师带徒”，培
育“兴昭人才”3名，“好班主任”“好教师”

“名师”10名。

实现从“学校特色”向“特色学校”的转变
云天化中学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

长规律，尊重学校自身发展和需求，全面
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突破人才培
养“模式单一”和“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发
展瓶颈，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
力开拓新局，大胆探索高水平特色发展之
路；实现从“学校特色”向“特色学校”的转
变，促进学生全面、个性、多元成长，形成
了磅礴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学校着力构建以学生成长成才、教师
专业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教学体系，坚持

“文理、艺术、体育”三位一体发展格局，拓
宽学生成长成才路径，强化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全面
构建学生成长成才培养体系。以艺术、体
育为突破口，推动学校多样化发展。2021
年 4月，学校成立艺术部；2023年 7月，成
立体育部。2019年，高中排球代表队在全
省青少年四级联赛中夺冠；2023年，该队
参加高铁沿线全省中学生排球联赛，获得
第四名。2023年，学校选拔体育代表队参
加云南省第四届学生田径锦标赛，获得 5
金 5银 3铜，取得初中甲组团体总分第三
名的成绩，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在昭

通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获得 11 金
14 银 3 铜。2023 年，在艺术类比赛中，该
校学生获一等奖 11个、二等奖 5个，点燃
了学校特色多样化发展的“新引擎”。

2022年，学生舒晓墨以裸分 707分考
入清华大学。小学至高中都在云天化中
学读书的她，每每谈到母校都很自豪。她
说：“云天化中学不仅注重学术培养，也重
视艺术、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提供丰富多样的艺术和体育活动，让
学生有机会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无论是音乐、美术、舞蹈还是体育运
动，云天化中学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
通过举办各种比赛和演出展示学生的才
华，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

为适应当今教育发展需要，2024年，
学校相继成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学生生
涯发展指导中心，围绕深化育人方式改革
主线，基本形成以文理为龙头，艺术、体
育、国际教育齐头并进的立体式学生培养
新模式，构建特色办学多样化发展新格
局。此外，学校还组建各种学生社团组
织。截至目前，学校已登记备案68个学生
社团，包括青云读书社、晗夕歌韵社、啦啦
操社、街舞社、动漫社、摄影社、天文社、辩
论社、器乐社、生物模型社等。学校通过
成立学生社团联合会，选配优秀指导老
师，探索社团活动课程化、多元化发展，社
团活动已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中一道亮丽
的风景。

学校通过国际教育交流中心适时开
展微留学、境外研学、社会实践、本科预留
学等国际教育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
学习和发展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
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推动学校国际化发

展；通过生涯发展指导中心加强对学生理
想、心理、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
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正
确认识自我，增强对外部职业意识的认
知，更好地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处理好个
人兴趣特长与国家、社会需要的关系。同
时，在选科走班、高考志愿填报、职业选择
与职业准备等方面及时给予学生指导与
建议，唤醒学生职业意识，让学生了解职
业世界，为今后职业发展奠定基础，提高
学生在专业报考、未来发展方向和职业生
涯发展等方面的自主选择能力。

在教研联盟中推动教育教学整体提质
2023年 2月，在昭通市深化教育科研

改革过程中，云天化中学作为“沿江片区”
教研联盟中的“盟主”，携手大关、盐津、永
善、绥江、水富5个县（区）12所中学率先在
三大联盟中启动相关工作。通过签订合作
协议、确定合作方向、分配各校任务，实现
教育资源整合，搭建互通机制的共享平台。

教以潜心，研以致远。为了加强联盟
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教师教学水
平和专业素养，云天化中学教研联盟以

“强机制增活力、促融合共发展”为目的，
搭建沟通桥梁，打造教研共同体，共商共
建谋发展。为此，云天化中学教研联盟及
时成立教研联盟组织，明确责任；做好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拓展合作空间；共享管
理经验，抓好校本资料研发；打造特色课
堂，着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研磨选课走
班，满足个性需求。教研联盟通过实施做
强教研联盟组织、做好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共享管理经验、打造特色课堂、研磨选
课走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六步走”计

划，以及举办专家讲座、经验交流、校长论
坛、课堂竞赛、联考联改等交流活动，促进
联盟学校教师提升专业水平。

云天化中学牵手教研联盟学校，围绕
推动使用新教材、落实新课程、推进新高
考 3个重点改革任务，在教研、教学、教师
等方面实行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在选课
走班教学、课堂教学改革、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校本课程开发等方
面发力，推动区域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整体
提质。联盟学校以研促教的氛围愈发浓
郁，教师队伍的活力进一步增强，学生全
面发展得以更好实现。短短 4个月时间，
12所学校高考应届生一本率由 2022年的
9.83%提高到2023年的12.03%，上涨2.2个
百分点。2023年底，在昭通市三大联盟综
合考核中，该教研联盟以128.25分的绝对
优势荣获第一名，激活了昭通市普通高中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教研联盟不断拓展各学校老师的成长
成才平台，促进其专业化发展。在昭通市
组织开展的教学比赛中，教研联盟学校教
师有6人次获得一、二、三等奖；在2023年
省级优课评选中，有4名教师课例获评“省
级优课”；有两位教师担任大理市高三复习
备考主讲专家，所参与编辑的教辅资料《名
师经典》必修和选择性必修系列正式出版，
多篇论文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

与此同时，学校聚焦教育教学提质，
稳步改善办学条件，系统化推进教育教学
模式、德育体系、薪酬机制改革，着力打造
高效课堂，建设平安校园，下狠功夫、做足
文章，推动云天化中学高质量发展进入

“快车道”。近3年来，学校先后荣获“云南
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昭通市教育发展
先进集体”“昭通市普通高中美育特色学
校”“水富市 2019—2020学年教育工作先
进集体”“水富市 2022—2023学年教育工
作表现突出集体”等称号，成为云南省基
础教育领域中一流的窗口示范学校、云南
省多样化办学的成功典范，其教学教研已
成为昭通市教育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展望未来，更须策马加鞭。云天化中
学将坚守立德树人的拳拳初心，着力深化
育人模式改革。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
作出新布局、构建新模式、实施新变革，以
更加主动的精神和更加有效的作为，向

“新”前行、逐“新”而进，努力为新时代培
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凭借高端、优质的
教育资源培育人才，服务社会，办人民满
意的教育。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云南省云天化中学成功开辟新路径侧记

通讯员 狄廷秀 江 丽 文/图

小美（化名）是一个身材高挑、文静的
女孩。几年前，她出现言语迟缓、面部表
情贫乏以及失眠、记忆减退等症状。服用
药物后，小美对校园生活丧失了兴趣，且
害怕置身于人多的环境中，家人只能为其
办理了休学手续。

小美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
了，她自幼由父亲抚养长大。小学二年级
时，父亲为给小美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便带着她到湖北务工。其间，小美在当地
的学校读书。初二时，小美一家搬进了安
置区，小美也转学到安置区附近的一所学

校。此后，其父外出务工，小美由爷爷照
顾。回到昭通后，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生活
环境以及一直陪伴她成长的父亲，小美很
不适应，与爷爷产生了很多矛盾。

2021年底，小美因心情郁闷想出去走
走。不料，她在附近的山上迷了路，只能
打电话向远在外省的父亲求助。最后，小
美被社区工作人员找回，并因多处冻伤住
院。之后，小美的情绪一直不稳定。2022
年，小美到私立医院住院检查，被诊断为
中度抑郁，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回家后
一直服用相关药物。平时，小美会帮家人
做饭、打扫卫生，但却很少下楼走动，也很
少和父亲、爷爷说话。

2022年 3月，昭通市海星行动公益协
会的社工第一次来到小美家，发现她目光
呆滞、反应迟缓，很多时候都低垂着头，不
爱说话。16岁，本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她
却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在交

谈过程中，小美对很多问题都以“记不得”
“不清楚”作答。其父说：“孩子从小聪明
伶俐，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才回来不到一
年的时间，她就变成这个样子，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恢复……”为了照顾小美，其父
只能辞工回到昭通。

获悉小美的情况后，市海星行动公益
协会的社工根据小美的需求和困境进行
了细致的评估，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帮扶计
划：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小美进行线
下心理疏导，通过倾听和陪伴服务，鼓励
小美走出家门，重新融入社会环境。

起初，小美对社工的关心回应冷淡，
时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服务结束后，
社工不断反思，并多次与心理咨询师沟
通，针对小美的反应和情绪变化，多渠道
了解如何更好地与小美交流。

随着心理咨询师疏导和社工陪伴服
务的不断深入，小美逐渐有了一些变化，

开始主动和大家交流，也愿意尝试着走出
家门。征得小美同意后，社工邀请小美以
志愿者身份参与一些服务活动：带领群众
签到，和孩子们一起绘画、做手工。小美
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5 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社工
与小美谈理想、谈工作、聊爱好、聊生活、
聊朋友。

在社工的不懈努力和帮助下，小美的
病情及生活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她还
在社区的一家服装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小美告诉社工，她一定好好工作，等
有了收入，父亲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她不
会再让父亲为她的病情担忧。以后有机
会，她还想去学习制作甜品，努力成为更
好的自己。

只为那绽放的笑容
记者 杜恩亮 通讯员 陶雨丘 文/图

小美成了一名乐于奉献的志愿者。

开展体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