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稽古求变  守正出新 

——海南省农垦中学校园环境文化建设概述 

海南省农垦中学  办公室 

 

校园文化内涵丰富，钩沉复杂。本文所述海南省农垦中

学校园环境文化的内容仅包括学校“三风一训”及楼宇文化

和景观文化。 

 

1．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的背景和依据 

（一）背景 

如果说一所学校没有文化，恐怕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如

果说一所学校没有经过系统思考的环境文化，那应比比皆

是。很多学校建校时间不长，没有什么历史积淀；校长更换

频繁，来不及文化发掘和定位；政府建学校时并不负责学校

文化建设，建筑设计师也不负责校园文化设计，因而很多学

校建筑外型都是长方块，校园布局都是井田式，毫无特色，

给校园文化建设没有留下多少创造空间。加之城市用地紧

张，前期校园规划，通常只考虑满足实际教学功能需要，很

少作文化层面的考虑和设计，有的甚至根本不考虑，给后来

进行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的校长们出了不少难题。 

海南省农垦中学的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基础正是这种情



况。学校建于 1972 年 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留下

的驻军，全岛分散，挺进大山，建立农场，垦荒戍边，亦军

亦民，自成体系。垦中是当时的兵团子弟校，选址在海口市

郊一处高地，属海南省农垦总局管辖。当时学校位置很偏，

四周是农民菜地，校门口没有公路。学校投入不足，校园规

划和环境建设严重滞后。但 40多年来，凭借农垦人的勤劳、

良好的制度执行文化和顽强的敬业精神，学校的教育教学质

量一直在海南省处于领先地位。可以这样说：垦中是一块没

有打磨的璞玉，一瓶没有商标的茅台酒。 

虽然垦中历任校长都曾致力于校园文化的思考和建设，

但直到 2016 年，校园环境文化（教室之外的显性文化）看

得见的只有四处遗存：一处是“蘑菇亭”，两座形似蘑菇的

小亭子并列，可为读书之地，可为风雨小憩；一处是两根石

柱夹住一个大理石球，似朝日初升，似幼苗出土；一处是铁

艺雕塑，基座上形似浪花的铁艺已有锈迹，被台风吹倒后复

原，浪花线条已不流畅。以上三处都均没有命名，很难理解

其文化内涵。还有一处雕塑是 2003 年建成，在高中部，基

座上两根大拇指高竖，命名为“欣赏”，有对联“欣赏育人

才，学问在终身”和文字解说对雕塑主题作了诠释。此后，

学校一段时间把“欣赏”确定为校园文化的主题。学校所有

的墙面、廊柱、横梁等都是空白，校园的空地杂草丛生。 

2014年，垦中正式移交给海南省教育厅管辖。政府投入



加大，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企稳回升。2016 年，高

标准建设的学生宿舍楼、学生食堂投入使用。学校此时发出

了创建省一级学校号召，加快校园环境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校园环境文化的建设。 

（二）依据 

2016年，学校在确立校园文化建设的总方针时，我们定

下了“八个字”：稽古求变，守正出新。 

文化首先应该是历史的。古即历史。稽古，就是寻找文

化源头，挖掘精神沉淀。垦中校园文化之“稽古”有三条路

径： 

其一，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浩如烟海，从哪里着手、选择哪些内容融入校园文

化才算切中肯綮？我们依据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教育部印发《完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精神，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核心，着眼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选择以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

重点的社会关爱，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

等方面的诗词、名言、关键词，作为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 

二稽海南农垦大军戍边垦荒之古。1952年 1 月，以守岛

部队为骨干，创建海南农垦。农垦具有明显企业特征，同时

又承担着社会和民生职责，还带有半军事化痕迹，亦城亦乡、

https://baike.so.com/doc/4593527-4805115.html


亦农亦工、亦政亦企。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垦不仅完成了屯

垦戍边的光荣历史使命，也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

基地，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开发建

设海南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校是农垦的一

员，伴随农垦的建立而诞生，随着农垦的兴旺而飞速发展。

学校的文化必须传承农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牛精

神。 

三稽海南省农垦中学创建发展之古。学校创办于 1972

年，40多年来，学校发展逐步开放，教育教学成果丰硕，社

会声誉良好，比肩省一流，位列全省三甲。 

稽古只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探究过程，其结果是要提

炼出学校发展必须坚守的一些关键元素，或者叫做关键词。

这些关键词，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观，组成有

机序列，就是垦中校园文化的核心要素。 

建立历史与新时代教育发展理念及学校发展的联系，赋

予时代内涵，是为求变。传承传统特色，遵循办学规律，坚

持创新导向，是为守正。出新，就是要面向未来，与时俱进。

学校是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发展的，不能出新就

等于守旧。我们深信：中国梦，就在今天的校园里。 

 

2．依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诞生的“三风一训” 

“三风一训”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总纲。谈校园环境文化

https://baike.so.com/doc/5337512-5572951.html


建设，必须在这个总纲统摄下进行。因此，本节想就垦中“三

风一训”的诞生过程，谈谈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 

我校“三风一训”的诞生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溯、梳理、

提炼、概括、定位学校个体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的影像与

位置的过程。期望既有民族文化传承，又不失农垦个性，且

具发展视野。 

第一，校训的诞生。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与天地同列，“天有其时，地有其

财，人有其治”，即《三字经》所谓“三才者，天地人”。但

是人又“最为天下贵”。荀子把宇宙天地间的万物分为四类：

一是水火，“有气而无生”；二是草木，“有生而无知”；三是

禽兽，“有知而无义”；四是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

有义”。人与世间万物的区别就在于“有义”。“义”是指有

是非判断。《尚书·周书·泰誓上》指出:“惟天地，万物之

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在世间万物之中既贵且灵，因

此人的第一精神品质就应该是自信。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从生

命认知开始赋予人的精神内涵，现代教育没有理由不传承。 

楼宇烈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对人类进行自我认

识、自我管理的文化，其根本精神是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自我提升、自我觉悟。儒家的圣人是自我超越的结果，

道家的神仙是自我回归的结果，佛教的佛是人的自我觉悟的

结果。人是天地的一颗心，人要“为天地立心”。每个人又



都有一颗心，心乃一身之主，主宰五官。如果我们不能管住

自己的五官，就会有“贪污之心”（《淮南子》）。中国传统文

化告诉我们，做人还必须自律。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自信、自律，是“树人”

的基础。这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万物“天人合德”

的关系而确立的两个精神要素。结合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增

加了“自主、自由”两个关键词。自由是一种做人、做事的

最高境界，是“全面发展的人”升华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的简洁描述。而通往这个最高境界的途径只能是“自主”。

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强调人要做人自己，主体性不能丢。垦

中大门背后刻了一句话：“走进欣赏之门，开启自主之路”。

垦中的教育理念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是核心。 

经过论证，我们最终把垦中的校训确定为：自信、自律、

自主、自由。 

第二，校风的提炼。 

解放海南岛的部队主力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他们

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后来打金门，后又入朝作战，英勇

无比，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垦中人保持了这种无坚不摧的精

神。当时，学校的生员依托九十多个农场中学，优秀而充足。

这些学生跟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骨子里流淌着勤劳坚韧

的血液。学校的教师大都从各个农场抽调，朴实、进取是他

们的共性。很长一段时间，垦中的办学条件落后，学生的家



庭都比较困难，教师的待遇也普遍低于政府学校，但垦中不

但在农垦系统独领风骚，还成为了全省人民瞩目的重点中

学，诞生过多名高考状元，出现过多名世界体育冠军，可谓

人才辈出。 

守正，即笃守正道，既包括遵循办学规律，遵守法律制

度，也包括继承农垦人的精神传统。做人做事都必须有所遵

循。为此，我们把垦中的校风确定为：勤勉、坚韧、乐观、

进取。为使校风稳定、长久，我们在新生的入学教育中，加

强了军事和政治考核内容，增加了学生誓词，并贯穿于整个

常规教育过程。这属制度文化建设范畴，在此姑置不论。 

第三，教风的渊源。 

垦中每年的校本培训，差不多每年都要请人讲《学记》。

我校的教风跟《学记》密切关联。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儒家的礼，就是自我管

理的法礼。人类是天地之心，所以整个礼教要我们敬重自己、

敬重他人、敬重事业，然后按照自己的身份尽自己的职责。

这就叫“尽职尽伦”。伦者，类也。为人父，当慈；为人子，

当孝。教师就要做好教师份内的事，不要违背师德师风；学

生就要做好学生份内的事，不要迟到早退。一个人在社会中

会有很多个角色，一名教师，可能是父亲，也可能是儿子，

也可能第二职业是个家教（当然有偿家教是被禁止的）。礼

教要求你在什么角色上就要干好那个角色份内的事。法家强



调“循名责实”，儒家强调“正名”，党建搞不好找书记，管

理出差错找校长。同样，教师也要“尽职尽伦”。我们从角

色使命得出“敬业”这个元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知识分子道德升华的四

个层次，其大意是说“正人必先正己，治国必先治家”，由

小而大，以自我道德完善为基础，通过治家到治国，直到平

定天下，最后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教育终极目标。

（朱熹《大学章句》）朱熹还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教书育人，修身是基础课，教好学生的

前提是先修炼好自己，先做个“四有教师”再谈其他。修身

不完全等于师德师风要求，但这确实是做教师的条件。 

《学记》是中国最早的体系极为严整的教育专著。它在

讲教学的目的时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长善，

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择他人之善而从之，二是长自身之善。

“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学生心性的差异导致了四失，“救失”

就是要弥补这些不足，是“长善”的途径或者方法。 

经研究，我们把教风定为“敬业修身，长善救失”。 

第四，学风的概括。 

苏轼《稼说送张琥》以种稻为喻，说明一个人成材致用，

必须有其修养的过程。养，包括才、学、识和气质品德等方

面内容，“养之实全在务学”。苏轼在文学、艺术、哲学方面

https://baike.so.com/doc/1971593-2086566.html


都坚持这种观点。他在文末对张琥说：“吾子其去此，而务

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博观

而约取，意思是读的书要多，接触的知识面要广，但取用要

精细选择，只取用其可取用的少部分。古人说，劳于读书，

逸于作文；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讲的都是积累与运用

的关系。学生要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进入“自由”境界，

必须博学。这是目标，也是要求，作为学风，还寄寓了学校

的期望。 

《论语·子张》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治学箴言，子夏说：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意思是学问不

光要苦学，还要勤于思考，善于提问。孔子说，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王充《论衡·实知》说：“智能之士，

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读而思之，思而疑之，疑而问之，

问而知之，“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善思、善问是学问

精进的法宝。切问，是深思之后的问，而非泛泛发问。 

为此，我们把学风确定为“博学约取，切问精思”。 

 

3.楼宇文化的布局 

垦中校园分初、高中两部分，中间由足球场和小公园隔

开，错落有致，互不干扰。红白相间的建筑物掩映在高大的

灌木林中，别有情韵。 

学校主体建筑命名，采用了“梦”主题。梦，梦想，是

https://baike.so.com/doc/5511956-5747718.html


目标，是愿望，是追求。《诗经·曹风·下泉》：“芃芃黍苗，

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这是先民的“中国梦”。

南宋郑思肖诗：“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是收复故

土梦想。大概这是“中国梦”的最早出处。1902年，梁启超

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写出了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期望:“无

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这是中国梦的继续。然

而，当时国家贫弱，梦想难以成真。现在国家提出实现新时

代“中国梦”，正当其时。 

垦中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梦是大梦，需要学

校梦、学生梦等小梦去充实。家长学生选择垦中，带着梦想

而来。因此，垦中梦是学校的梦，也是师生和家长的梦。 

继“转型升级，守正出新”之后，“省内领先，国内一

流，业内知名”便成了学校下一个“梦想”。领先，是指教

育观念、办学思想领先一步；一流，是指教学环境、设施、

师资不落后于国内教育发达地区水平；知名，是指教学成绩、

科研成果、培养的人才在基础教育领域享有一定知名度。这

个梦并不遥远，因为我们的教育已经“小康”。 

第一，以“梦”为主线的建筑命名。 

垦中是学生开启梦想的地方，校园处处都寄寓着梦想。

为此，我们从学生跨入大门开始，依次将初中教学楼、科学

艺术馆、宿舍、食堂、高中教学楼命名为追梦楼、筑梦楼、

华梦楼、颐梦楼和圆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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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主线，走进学校大门，拾级而上，到了初中

部教学楼，这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为“追梦”。梦即志向。

人无志不立，立志的教育学目的就是挖掘人的潜能。人的潜

能是一座无法估量的丰富的矿藏，只等着我们去挖掘。一个

有事业追求的人，可以把梦做得高些。虽然开始时是梦想，

但只要不停地做，不轻易放弃，梦想就能成真。所以古人说：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助人立志，也是我们教育的起点。 

筑梦楼的主体是图书馆和功能教室，是学生汲取知识营

养的地方，是丰满理想、夯实基础、坚定志向、筑梦未来的

地方。筑梦是学生个体历练的过程，是人生充实知识、净化

灵魂、成就美德的地方。 

华梦楼取自“梦华”典故，以代指学生宿舍。《列子﹒

黄帝》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乐无

涯。另典“梦笔生花”说，李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生花，

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华梦楼

的寓意不仅是睡得香甜、做个好梦，还可以寄寓“梦笔生花”

的愿望。 

颐梦楼指学生食堂，有两层含意：一是要学生吃得舒心，

大快朵颐，言食品健康可口。二是指养好身体以养好精神之

意。颐者，养也。颐梦者，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也。（《后汉

书》） 



圆梦楼指高中教学楼和实验楼，是中学生学成圆梦的地

方，高中毕业了，基础教育阶段结束了。圆梦既是祝福，是

希望，更是起点。 

第二，融合学校关键元素的“厅堂”文化 

垦中初中部教学楼一楼的北、东、西面为架空层，是为

三厅，其中北面厅正对校门。我们按序分别命名为“博雅厅、

劝学厅、师道厅”。厅名题写于正门横梁上，左右为主题浮

雕。 

博雅，谓广博而高雅。这是读书人的终极追求。在追梦

楼下，立博雅之志，当是人生第一阶梯。在此，博雅厅多点

呈现教育主题：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其东西墙有两幅巨型主

题雕刻作品，分别以“艺体美”、“德学”为主要内容，以“雅”

为线，选择骑射、鼎、御、书、琴、荷、鹤、龙、孔子像、

黄钟等元素，配以文房四宝抽象图，有机绘制，同时选择“温

廉恭俭让”、“以德树人”、“俭以养德”等德育精髓缀饰，给

人以广博深厚、典雅朴素之感。 

厅中八柱，每柱刻两首诗、一人物、一雅器（含简介、

图片），包裹柱之四面，一柱代表一雅文化。例如，伯牙像、

古琴、《伯牙绝弦》（伯牙诗）、《对琴待雨》（白居易诗），包

裹一柱，代表了“乐”之雅；黄龙士像、围棋、《五言咏棋》

（李世民诗）、《月夜对弈》（骆绮兰诗），代表了“棋”之雅；

王羲之像、怀素像、《兰亭》（黄庭坚诗）、《赠怀素草书歌》



（李白诗），代表了“书”之雅；齐白石像、国画、《题小儿

放学图》（齐白石）、《东坡画竹赞》（黄庭坚诗），代表了“画”

之雅；苏轼像、杜甫像、《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诗）、《春

夜喜雨》（杜甫诗），代表了“诗”之雅；梅花图、兰图、《竹

石》（郑板桥诗）、《种菊》（曹雪芹诗），代表了“文士清高”

之雅；陆羽像、茶道、《琴茶》（白居易诗）、《陆子颂》（陆

子品茶），代表了“茶文化”之雅；梅兰芳像、脸谱、《霸王

别姬》（唱词选段）、《甘露寺》（唱词选段），代表了“戏曲”

之雅。柱饰色彩素雅，做工古朴，呈清新儒雅之态。 

劝学厅南墙，满幅阴刻《劝学》全文和荀子像，左右柱

为我校两名体育世界冠军头像。中间画面为八字“博学约取，

切问精思”，即本校学风。下以学、读、思三字为注。左右

以款识方式各竖题“天道酬勤”和“学知不足，业精于勤”。

画面饰以腊梅、远山、行舟、卿云和各种印章，诗情画意，

自在其中。 

师道厅南墙，满幅阴刻《师说》全文和韩愈像。北墙左

侧竖题“师道”两个大字，以《师说》“道之所存，师之所

存也”为题款，盖龙图为印。画中横题八字：“敬业修身，

长善救失”，即本校教风。下以“传道、授业、解惑”为注。

右竖题“求师之道理，尊师之风尚”，饰以瘦竹图案。南北

墙互为呼应，顿感师道之威严，教育之神圣。 

高中楼一楼则另辟蹊径。主题画面以“弘扬农垦精神，



创新农垦文化”为主题，画面以农垦大军戍边卫国、农场垦

荒元素为主，人物群像背后题“时代先锋”四字，其解释文

字说“农垦各级领导干部、复转军人、科技人员、归国华侨、

民工、知识青年、农垦子弟，长期战斗在生产工作第一线，

他们吃苦耐劳，坚忍负重，甘于奉献，支撑着海垦庞大的产

业，历史会铭记英雄群体及杰出代表的”。另有以“进取”、

“创新”为核心的农垦精神概括。画面动感十足，恰当展现

了农垦时代“人定胜天”的气势和风貌。 

第三，立足“道德全人”培养的柱饰梁饰文化 

文化是历史的，校园文化不能没有根。 

学校环境文化除利用墙面打造“主题”彩绘或图文并茂

的主题专栏外，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建筑美学在“雕梁画栋”

方面做文章。当然，把学校氛围搞得像宫殿、庙宇，森严而

冷清，固不可取。但结合彩绘、浮雕、书法、装饰等艺术手

段，按主题分系列，打造楼层梁柱文化（按一层楼一个年级

设置），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创意。 

我校初中楼、高中楼的柱饰、梁饰文化，融合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世界先进文化和当代教育理念所包含的主要元

素，形式简洁明了，内容全面深刻，古今中外，蔚为壮观。 

在楼层走廊柱的装饰方面，我们采用强力胶粘贴图文版

方式，确保经久耐用。图文版造型均为楕圆形，材质为亚克

力板，阴刻手法，魏碑字体，依形附势，即柱方则板方，柱



圆则图圆。梁饰图文板则一律用横幅形式陈列，两头使用对

称仿古花纹，中间刻名人名言。图文版的大小、位置高低、

颜色、留白等均按视觉美学原则和学校标准色设置。 

柱饰的每块图文版的内容按竖幅书法作品排版。每块版

一个主题词，一段短文或一句名言作注。比如，主题词“有

恒”，注解云：“谓坚守一定的操守、品行。善人，吾不得而

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这段话的前部分是对“有

恒”的解释，后部分引《论语》“述而”中的名言作补充，

指明出处。再如主题词“挑战”，注解云：“万无一失意味着

止步不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险才去冒险，避平庸

无奇的险，值得。”这是杨澜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也是她自

身经历的写照，正好作为“挑战”一词的注解。再如主题词

“勇敢”，注解云：“怯懦是你最大的敌人，勇敢则是你最好

的朋友。勇敢也许是天生的，但通过后天努力得来的，可能

来得更加珍贵。”这段话是莱昂纳德·弗兰克的名言。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在选择柱饰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们既关注古

今中外先进文化，更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和挖

掘。注解形式灵活，兼顾历史与现实。梁饰不设主题词，按

楼层主题甄选相关内容，以保持内容、风格一致。 

柱饰主题词的选择，我们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传统美德、新时代创新品质三个维度筛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国家层面的要求，当为首选：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传统美德包括孝敬、仁爱、感恩、礼让、宽容、勤俭、廉耻、

勇敢、正义、气节、谦虚、忠诚等。创新品质包括勤学、好

问、想象、自信、自律、自强、探究、执着、超越、合作、

智慧、创造。以这三部分内容为核心，我们还适当扩展了一

些与学习、生活、为人等内容相关的一些主题词，如学习方

面的，态度、善学、努力、榜样、踏实、竞争、乐学等；生

活方面的，守时、细心、审美、效率、理解等；为人方面的，

如立身、高尚、分享、互助、自爱、慷慨、齐心、忍耐等。

我校初中楼每层有十根柱头可以上文化，六层共六十根柱，

共六十个主题词，六十段解说文字。梁饰随柱式内容跟进。 

学校高中楼第一层柱饰，我们又稍做了一些变化，以便

突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一是从《说文解字》中，精选

30 个字，如仁、爱、孝、友、俭、礼等，直接引用“说文”

原文解释，再用现代汉语旁注。二是对称柱则介绍世界名校，

中外对应，让世界了熟于心，让不少师生注目。 

按楼分层设置主题，是我校校园文化的又一特色。如，

一至六楼，楼层主题分别为责任、勤奋、感恩、坚韧、合作、

自信等。每一楼层主题之下，精选古今中外名人名言、诗文、

图片作解说。垦中楼宇文化，体系庞杂，但密而不乱，繁而

有序。置身其中，你便走进了诗文的海洋，智慧的天堂，灵

魂随之高尚，身心随之飘扬。校园文化之功，由此可见一斑。 



 

4.赋予校园景观文化以传统文化属性 

我校景观文化包括自然景观、文化石、敘梦长廊、敘梦

亭及两座主题雕塑和一些文化道路等景观组成。既扣“欣赏”

文化主题，又各有内涵。 

自然景观方面，突出一个“活”字。活，即活力。我校

有 300多种植物，以热带灌木为主，如榕树、樟树、凤凰、

木棉、象腿等，森列道旁，自成一段绿荫长廊。各种造型的

小花台，如美丽镶边，镶嵌在道路或房舍两旁，可看可坐，

兼具美与实用功能。春有花，夏有荫，秋有香，冬有绿，俨

然一座花园式学校。校园处处皆风景，风景处处显活力。有

活力的校园，令人赞赏！ 

学校在人文景观打造方面，首选一个“雅”字。 

校园文化石有两处：一处为校友捐赠，上刻“我是垦中

人”，置于学校宿舍、食堂、运动场、办公楼交界的三叉路

口，师生每日必见。石上题词是我校学生誓词中的一句话。

我校学生每周升旗、班会或集体活动，必诵“学生誓词”：“我

是垦中人，誓做好学生。严守禁令，荣耻分明。尊师敬亲，

感恩诚信。勤学好问，深思笃行。强健体魄，合作上进。”

这是纯粹的中国“德教”文化，所列要求没有超出学生学习

和生活范围，都是学生力所能及的。我们可以看出，学校誓

词首先注重学生“基础品格”塑造。古人说，“士有百行，



以德为首。”（《三国志》），“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

《修身》），中华自古就强调品行是做人的根本。誓词中的尊

师、敬亲、感恩，都只是做学生的基本要求，是学生的入门

课程。其次，学校誓词还重视实践体验与感悟，“一语不能

践，万卷徒空虚”（明周立《饮酒》），“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清王夫之《尚书引义》），“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

为重”（朱熹《性理精义》），与其讲大道理一箩筐，让人摸

不着头脑，不如精选几条干货，切实实行。垦中誓词并非只

是口号，其实质是从德行中看德教，从学生行为中看学校教

化。 

另一处文化石在高中部“圆梦楼”小天井中，一面刻校

训，一面刻“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该石体积高大，

造型沉稳，处楼宇之中（无所谓正面背面），四面廊宇通达，

旁有鸡蛋花树斜张树盖，若仙女然。师生上下学，目睹而过，

牢记于心。南柱有楹联两幅，均为本校校长牛业勋先生所撰。

其一，“胸中有丘壑，坐井可观天”，盖此天井为学生课余休

息地，中间有山石土丘和花树，四周可坐看，天井上方通透，

可观蓝天；其二，“教贵有方，巧使柔绳求木直，学宜不已，

勇攀绝顶探天高”。其教学之精义，典出《劝学》，为高中生

必修之教材，言简意深。 

学校在人文景观打造方面，还特别强调一个“静”字。

学宜静，静以修身。 



追梦长廊位于学生宿舍、食堂西侧，南北向，是学生休

息时间常去的地方。长廊约 30米，顶部为通透式栅栏，有

爬藤缠绕，两头各有一株梧桐树，以应诗联：“未觉长廊春

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廊下可坐数十人。名曰“追梦”，

盖闹中取静，以追理想之梦也。出长廊南向百余步，从几株

大樟树下走过，曲径通幽，可见“叙梦亭”。叙梦亭四周按

江南园林风格打造，白墙小窗，小圆门，竹林掩映，青石路

环绕，亭前有两石塑花盆，亭中有一联：“荣辱进退凭自己，

何须解梦问周公”。置身此景，心静气闲，是悟学、论道的

好地方。 

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校园环境文化对人的影

响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园

文化的结合上，做了一点探索，但还远远不够。敬请方家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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