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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西县柿树岗乡中心学校
擦亮莲湘舞非遗名片
□姚  勇  韩如意
肥西县柿树岗乡中心学校始建于1953年，有着近70年的办学历史。学校现位于柿树九龙商业
街，占地34亩。学校环境幽雅，硬件设施一流，始终把传承优秀文化作为立校之本。
柿树岗乡是省级“文化艺术之乡”，地处丰乐河畔，防虎山旁。莲湘舞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舞
蹈，它的节奏明快，动作优美。这里是莲湘舞的发源地，当地农村的男女老少逢年过节，往
往都会用莲湘舞来表达喜悦之情。在2019年中国肥西（蒿子）粑粑节暨柿树岗乡第四届全季
文化旅游艺术节上，柿树岗乡中心学校的莲湘舞表演，甫一亮相，就获得了众人的阵阵喝
彩。那么对于莲湘舞的传承和普及，柿树岗乡中心学校又是怎样做的呢？一起来看看吧。
 多渠道创乡土文化品牌 
2012年以来，柿树岗乡中心学校把莲湘舞作为少年宫的一门课程，成立了莲湘舞社团，让学
生学跳莲湘舞，做好莲湘舞的普及和传承工作。
学校将莲湘舞作为培养学生艺术素养的一个抓手，经常开展莲湘舞传承之星的评比表彰活
动。积极组织莲湘舞社团参加各种演出展示活动。将莲湘舞在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中作为大课
间活动项目加以推广，并把莲湘舞活动纳入校本课程，编写莲湘舞校本教材，加强课堂教
学，进行推广普及。设置莲湘舞文化走廊，在校报《绽放》中开辟专栏，宣传莲湘舞，将莲
湘舞文化融入到学校整体的文化建设中，营造传承莲湘舞的文化氛围。
学校与肥西县文广新局结成对子，利用县文广新局的人才优势，聘请县级专家来校指导莲湘
舞教学，做好莲湘舞传承的规划与设计工作。聘请了乡莲湘舞文化艺术团专业人员、民间老
艺术家到校指导排练与开展讲座，提高莲湘舞的排练与教学水平。建立了以校莲湘舞表演者
和音乐教师为主的社团辅导教师和课堂教学教师队伍，承担起全校莲湘舞的主要教学与排练
任务。通过建立一支专业、稳定的师资队伍，使得创建工作更科学、更有效，为创建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师资保障。
营氛围将名片越擦越亮
目前学校将莲湘舞作为大课间活动的一部分，每天全校400多名学生齐跳莲湘操，共享运动
快乐。学校逐步形成了“四个一”的长效传承机制。即利用大课间，每天安排一刻钟，学生
齐跳莲湘舞；每周安排一节莲湘舞蹈课，每学期进行一次莲湘舞传承之星评比，每年开展一
次以莲湘舞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激发学生说莲湘、写莲湘、跳莲湘、传承莲湘舞的兴趣，
营造了良好的传承优秀文化艺术的氛围。
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传承莲湘文化。在开足上好美育课程的基础上，开发了具有
浓郁的地域特色的莲湘舞校本课程。通过说莲湘、写莲湘、跳莲湘、传承莲湘舞的系列课
程，加强了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识，让学生了解莲湘文化、走进莲湘文化，传承莲湘文化，
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做一个了解家乡、具有乡土知识、乡土情怀和具备建美好
家乡能力的现代柿树少年。
前期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后期保障自然不能落后。学校高度重视创建的保障工作，设置了
专用的莲湘舞教室，配齐了莲湘舞的器材和设施。每次排练，外出演出，学校在服饰、道
具、人员等方面都投入大量经费。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校的活动形式愈加丰富多彩，形成了“一宫一品”。日前已组建了一支
100人的少儿莲湘舞队伍，参加了各种演出，创出了独具柿树特色的少儿莲湘舞品牌。莲湘
舞，作为柿树中心校的特色品牌，近年来先后参加肥西县庆元旦晚会文艺汇演、肥西县全民
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汇演等三十多场演出展示活动，在全县，乃至全市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在各类县市级比赛中纷纷获奖：获安徽省合肥市第二届广场舞大赛优秀演出奖、全国
青少年文化艺术节舞蹈类大赛银奖；县教体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校园文艺展演比赛中荣
获小学组舞蹈类一等奖等十余次。2017年6月，学校被列为合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传习基地。
寻突破为传承发展蓄力
莲湘舞的动作最初是由农民在劳动中形成的，乡土气息浓郁，但成人化的舞蹈动作与学生活
泼的生理特点不太相符。自创自编的《美好乡村我的家》词曲一直使用至今，也是成人化倾
向太浓，特别是乐曲显得不够活泼。莲湘舞的词、曲及动作的创新与继承问题，能否开发出
更加适合少儿的莲湘舞节目，并在全校及更大范围内推广，已经迫在眉睫。
针对莲湘舞的创新、继承与普及问题，主要做到：深化与县文广新局的合作，借助专家力
量，组织本校教师参加，创编适合学生的莲湘舞词曲与动作，并形成创新机制，定期更新莲
湘舞的词曲与动作。
优化校本教材，促进莲湘舞课堂教学。简化莲湘舞动作，重点将莲湘舞动作编排成适合全体
学生的课间操，落实常规的课间莲湘舞活动。继续积极参加各类展演和比赛活动，提升莲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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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品牌。
古韵源不绝，时代起新潮。肥西莲湘舞是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的缩影，更是我们民间艺术的“
根”！在传承非遗的路上，莲湘舞已经成为柿树岗中心学校的特色项目和亮丽名片，一代代
柿树教育人，用博爱与真情，励精图治，开拓创新。

界首市舒庄中心学校
镇域一体化办学的舒庄探索
□吴雄峰  韩如意
舒庄中心学校位于界首市最南端，滨临泉河。近年来，在党委、政府和教育局的支持下，在
全镇教师的艰苦奋斗下，舒庄教育事业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学校教育改革深入推进。加快
集团化办学步伐，推进全镇域小学一体化管理改革，打造独具特色的舒庄小学管理新模式。
困境中探索模式
舒庄镇村小发展多年来面临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落后，师资短缺薄弱、骨干教师较少，理念
滞后、教学质量不高等共性问题。学校管理和教育质量等软硬件设施落后，部分薄弱校成为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块“短板”和“底部”。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面对上述问题，舒
庄中心学校不回避、不应付，从2017年开始，用一整年时间，走访、调研、论证，尝试提出
“加快集团化办学步伐，推进全镇域乡村小学一体化管理改革，打造独具特色的舒庄小学管
理新模式”为核心内容的小学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了以舒庄中心小学为核心，以镇内村小为
放射状框架的“一体化办学”管理机制。在全镇区域内，将优质学校舒庄中心小学与全镇薄
弱6所村小联接成一体化学校。
实践中制定措施
以舒庄中心小学为小学本部，将赵营小学实体性划归中心小学，粉庄小学纳入中心小学直接
管理，其他小学依次更名为舒庄中心小学蒋庄校区、大顾校区、杨寨校区、大鲁校区。
实行“六个一体化”。一是教师教工一体化配备。按照市教育局下发的教师编制，在中心校
统一调配的情况下，校本部和校区之间教师教工可自主调配。二是后勤财务一体化结算。校
本部和校区之间实行校产、财务管理统一，即实行财务统一收支，经费统一调配，教职工待
遇同等，由集团小学统一管理。三是教学教研一体化管理。教学统一协调，同时加大校区间
的教研力度，利用现代网络实现各校区听评课互为现场直播，成立界首市特级教师舒庄工作
站，按照“以校为本，校际联动，区域推进，整体发展”的校本研训模式，加强集团各学区
之间的校本研训交流。四是出勤考勤一体化检查。所有小学部教师统一作息时间，统一考
勤，实行一日四签到，每周一集团小学专人宣布教师的上周出勤情况，与绩效工资挂钩。五
是绩效考核一体化核算。所有小学各校区教师的绩效工资统一考核，绩效工资考核制度统
一，由集团小学统一实施。六是教育资源一体化共享。集团各校区的计算机室、实验室、图
书室等资源各校区之间实行共享。
摸索中总结初效
实践开展以来，舒庄小学“一体化”在学校管理、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生源分布、教育质
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尝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实现了教育资源共享，教学设施、图书资料、活动场所、教科研成果、教学资源库等得到了
充分利用。实现了平衡教研活动。一体化学校成立了以年级学科为单位的跨校平衡教研组，
年级统一编班，依托网络资源，探索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一体化办学、网络化管理，尝试智慧
课堂环境下的课堂教学、学校教研，促进区域内的教育均衡。
优化了学校师资结构。创新教师调配机制，解决师资问题。下派教师多为中青年骨干，改变
了学校老龄化、学历偏低、专业单一的现状，保证了体、音、美、英等薄弱学科的正常开
设。所有小学统一编班，校本部和校区之间教职工按需统一调配。
提升了学校教学水平。依托互联网，以年级学科为单位，进行区域化、网络化教育研究，改
变了僵化封闭、单打独斗的教研模式。网上开展同课异构、优质课观摩等教育交流活动，组
织教学检测，共同召开质量分析会，全员分享成果，较好地发挥了龙头学校传、帮、带的作
用，促进了薄弱学校的教育管理和教育质量水平的提升。
创建了合作竞争氛围。经过一体化管理，独立的各个村小和全镇最优质的中心小学成为了一
个学校，特别是解决了学校“顶尖教师”“特缺教师”的难题，调动了教师的竞争内驱力，
教师队伍的活力得到了有效激发。
推进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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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实施全镇域小学“一体化管理”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一路走来，有困
惑也有欣喜，有挫折也有成绩。回顾推进全镇域小学“一体化管理”的点点滴滴，实施全镇
域小学“一体化管理”是教育优质均衡的需要。
全镇域小学“一体化管理”对舒庄教育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让每一所学校都特色发
展，让每一位师生都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实现一个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一
种追求，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境界。同时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长期的、与时俱进的
发展过程。既然定格为一种追求，便会催生前进的动力，既然确立为一种理想，便会点燃奋
斗的激情，既然推崇为一种境界，便会演绎出舒庄教育人坚守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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