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石室之“变”：

聚力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
全面打造“未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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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3年，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堂——石室精舍开
始，2167年来，文翁石室，庙堂不迁，生生不息。然而，教育需要发展，同样离不开革新的
教育精神，文翁石室从创建之初就带有因时应事的创新基因。当下的成都石室中学，其
创新求变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新时期的石室中学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聚力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也不忘拥抱未来，从校园硬件到智能软件，不断尝试用新兴技术赋能教育教学。

加快形成拔尖创新人才
早期培养的石室经验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
战略性支撑”，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作为人才培养的中上游，中学阶段该
如何打好基础？成都石室中学党委书记田
间认为，中学对于人才应该重点在“培养”，
而不是“大浪淘沙式”的掐尖与淘汰。“教育
要尊重所有学生的人格，培养学生全面综
合素质，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和学科兴趣，
有教无类充分培养每一名学生的创新能力
并挖掘潜质。”

而实际上，在近30年前，石室中学对
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思考，1995年，石室中
学启动了课题“高层次人才基础素质培养
对策研究”，提出了“专才、英才、通才”的

“三才”培养目标。在10多年的研究实践
后，石室中学在“三才”培养基础上开始了
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学
校立足长远，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人
才培养的核心任务，构建并完善学校的教
育课程体系。此后，石室中学一直以推动
基础教育发展为己任，在教育教学质量提
升方面不断迈步前行，培养出一大批遍及
各行各业的优秀石室学子。

近年来，石室中学高考成绩保持高位稳
定。2021年至今，学校文理科综合平均985
率为71.6%，平均211率为91.7%，清华、北
大等C9院校录取人数屡创新高。此外，学
校通过强基计划、学科竞赛等方式，实现清
北上线150人，近年来，共300人获全国联
赛一等奖；27人入选省队；18人通过竞赛被
清华、北大录取；4人获全国决赛金牌并进
入国家集训队；14人获全国决赛银牌；7人
获全国决赛铜牌；1人获生物国际银牌。

而就在今年6月，石室中学的人才培养
步伐再次迈出重要一步，《成都石室中学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案》正式发布，以拔
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为目的的“钱学森班”

“贺麟实验班”也正式落地石室。石室中学
明确将聚焦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和创新驱动
三个维度，培养有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的未
来领军人才。将通过课程引领，强化学生的
理想信念教育；开设人文类大学先修课程，增
长学生知识与见识，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
建设适合高中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课程体
系，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助力
在各领域有天赋特长的学生扬长发展。

紧扣时代脉搏，石室中学在已有经验
和基础上，正努力探索更高水平层次、更加
科学系统的培养模式，加快形成拔尖创新
人才早期培养的石室经验。

全面打造信息数智化的
石室未来校园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智化已经成为
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教育领域，数
智化办学也成为一种新的定位和方向。党
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
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而在2024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

提到“要不断开辟教育数字化新赛道”。
成都石室中学一直顺应“智改数转”大趋

势，积极推动智慧教育转型升级。2024年
初，四川省教育厅公布的首批省级智慧教育
示范区（学校）创建项目名单中，石室中学成
为了全省6个高中智慧教育示范校之一。

近年来，在硬件设施方面，石室中学紧
追科技前沿，着力重构教育、空间和技术的
关系，形成了智慧教育环境架构。目前，学
校完成了双网融合的全光纤网络改造，拓
宽了智慧教育应用的“高速路”，通过智慧
黑板、电子班牌等设备的升级，持续不断地
优化了智慧教育硬件环境。还将智能化传
感器嵌入和装备到教室、图书馆、餐厅、实
验室、会议室和宿舍楼等地方的终端设备，
通过超级计算机和云计算服务中心将各设
施整合，构建了教研、教学、管理一体的新
型智能化校园生态。

在教学应用方面，石室中学坚持信息
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不断借助数
字技术手段，实现课程教学的精准化和智
能化。学校于2019年启动了大数据精准
教学的探索与实践，目前，学校逐步构建并
完善了集教学资源库、数据处理平台、智慧
教学平台为一体的大数据分析系统，使之
与学生成长、学科建设、课堂教学等有机结
合，全面赋能学生教学管理。

通过该系统，学校可以对学生学习行
为进行跟踪、记录、分析，并对学生学习目
标进行准确定位，助推精准学情分析、精准
教学研究、精准课堂教学和精准课后辅导
等工作，提升课堂效益。此外，学校还可以
借助“大数据”，集体研究教学策略，对于年
级的共性问题，进行错误归因，探寻解决方
案；对于个别班级的个性问题，优秀班级相
互支招，最终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课堂教
学方案。而在开展精准教学的过程中，学
校还注重教师培训，大力普及平台新增功
能，帮助各学科组精准把脉学生问题，实时
调整教学策略，因材施教。

作为一所拥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名校，面

对数智与未来，石室中学从未停止过探索。
成都石室中学党委书记田间曾谈到，到
2025年石室中学要建成装备精良的智慧化
校园，强化实验室的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
信息技术、现代化校园综合治理。“学校未来
将把石室文化、石室基因融入校园建设，构
建虚拟石室校园，打造未来教室、智慧化应
用系统、智慧科研体系，优化智慧管理。”

2000年与40年
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前行

石室中学的求变远不止于此。在课堂
之外，学校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开展
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聚焦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

同时，学校注重统筹整合各类社会资
源，通过实践交流等途径，打造石室学子的
第二课堂。此外，为开拓师生眼界，了解多
元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自
1979年以来，石室中学一直与20多个国家
和地区、50多所学校保持友好交流关系，每
年接待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及地区的
政府代表团、国外友人百余人次。

古老与现代碰撞，内敛与开放齐行，专
注与多元并重，石室中学在守正创新中不
断前行。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石室中学制定了《成都石
室中学“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

“创建中国著名与有世界影响力的卓越中
学”的办学追求和“培养有家国情怀与世界
格局的未来领军人才”的育人目标。

成都以文翁兴学、千年石室为开源。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正逢第40个教
师节，而无论是往前追溯2000余年的深厚
历史，还是细说近40年的荣光岁月，这所
千年名校的师生们，每时每刻都正在向着
更加远大的目标奋力前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旭斌
成都石室中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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