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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课题成果名称：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打造的途径和策略

泸县邓志礼名校长工作室研究课题是《基于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打造的途径和策

略的研究》。该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寻找到一条适合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打造的

途径和策略，围绕这一研究思路，我们主要通过对国际、国内各学校特色品牌创建的

现状调查，以及对工作室成员所属学校特色品牌的创建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从中总结和研讨出一套适合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打造的“1+8”模式，“1”是文化，

是特色品牌创建的核心，“8”是指八个着手点：挖掘、共识、开展、课程、培养、融

合、升华、推广，做好这八个方面，学校品牌特色的创建将不再是难事!
一、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

成果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挖掘了各工作室成员学校的文化内涵和个性发展的潜在

优势，为各成员学校量身打造特色品牌项目。



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室开展研修活动和实践调查，多数成员学校已确定了自己学校

的特色品牌项目，如:泸县实验学校的“龙韵足球”，城东小学的“劳动教育”、嘉明

小学的“少年军校”、海潮学校的“剪纸”、雨坛学校的“彩龙”，石桥的“快板”，

马溪小学的“空竹”，玄滩小学的“书香校园”，玉峰中学的“书法”，牛滩的“诗

词”，方洞小学的“实爱银行”......其中有些学校特色品牌项目已经比较成熟，有些初

见成效，有些才刚刚起步。

（泸县邓志礼名校长工作室部分成员学校特色品牌项目）

二、成果形成的过程。

1.交流研讨，把脉开方。

（1）各工作室成员学校制定学校特色品牌发展项目，制定三年实施规划。（简单

举例）

（泸县邓志礼名校长工作室三年规划）

（2）通过线上、线下研讨活动，交流汇报各成员学校特色品牌项目的发展情况。

工作室每周开展一次线上交流活动，确定一名主要发言人，就当前的教育的热点难点



等发起研讨，通过研讨，提高工作室成员的管理水平，管理者管理水平的高低对学校

特色品牌的发展有很大大的影响。线下，本学年度，工作室一共开展了六次集中研修

活动。

（3）根据各自的优势和困难，共同研讨其可行性，确定各成员学校品牌发展项目。

比如有地域优势的嘉明小学，所处地域有军队驻扎，于是发展了“少年军校”项目，

取得很好效果；根据国家大力提倡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因素，泸县实验学校提出了“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品牌项目，深受师生、家长喜欢；根据非遗文化进校园的思路，

雨坛学校的彩龙，马溪小学引进的“抖空竹”，海潮学校的“剪纸”等特色项目，深

受师生喜欢。学习和艺术氛围浓厚的学校可以创建“书香校园、书法校园、诗词校园”

等特色项目。劳动教育现在也是十分受到国家重视，城东小学的“劳动教育”特色项

目顺应时代发展，深受各界重视。



2.实践调查，寻根溯源。

到各工作室成员学校实地考察，特色品牌项目的实施情况。调查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全校师生是否形成共识，接受并喜欢这个特色项目；二是项目实施组织机构是否

完善；三是是否开展相关的专项会议；四是是否有相应的师资培训、学生培养的规划；

五是相关活动的开展情况；六是是否形成校本教材，开展校本课程建设；七是是否形

成评价、激励机制等。

3.定期考核，查漏补缺。

因工作室成员学校众多，一年内无法全部走完，因此除调查走访外，每年还会通

过对工作室成员的考核，检查所有学校特色品牌的创建情况，对开展的好的学校给予

肯定，并组织其做经验介绍，供其他学校学习，对开展情况欠佳的学校，分析原因，

查找病症，修改完善实施规划。

（泸县邓志礼名校长工作室年度考核汇总表）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1.认识性成果：初步找到了一条适合农村中小学品牌特色打造的途径和方法——1+8
模式



“1”是文化，是学校品牌特色打造的核心。这里的文化指学校的育人文化，育人

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学校的特色品牌创建一定是为学校的育人文化服务的，是为

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的。

“8”是指八个着手点：挖掘、共识、开展、课程、培养、融合、升华、推广

“挖掘”即找准定位，挖掘学校潜力。根据学校的自身情况，准备发展哪个特色

项目，这个项目有没有打造的价值，其可持续发展潜力怎样。前期的调查很重要，这

是关系到一个品牌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学校特色品牌打造的第一步；

“共识”即准备打造的这个品牌特色，要上下齐心，获得一致认同感。不管是学

校管理层，还是全校师生、家长都能支持和认同，获得认同感非常重要，它能保障该

品牌打造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制度等是否能跟上品牌打造的需求，也是一个

品牌能持续下去的动力。

“开展”指开展相应的活动。一切活动皆课程，让学校的特色文化在活动中植根，

在活动中成长，在活动中发展。通过活动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全面参与其中，从而获得

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课程”指特色品牌的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学校的特色品牌一定是通过课程予以实施的，它主要两个方面：课程规划和课程实施。

开发校本课程，完善课程建设是学校特色品牌活动开展的有力保障。

“培养”主要指对教师队伍的培养，要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专业水平，也要大力

培养非专业教师，挖掘他们自身的潜力，让更多的老师都参与进来，是该品牌项目能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融合”是指多学科融合，单一的特色项目，脱离了其它学科的支撑，是发展不

长久的，促进学科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才能让学校的特色品牌项目更好的生根发

芽。

“升华”是指根据学校特色品牌项目的特性，打造各种配套文化，全面深化校园

文化内涵，全面提升育人理念。

“推广”指对学校特色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提升学校特色品

牌的影响力，最终获得上级领导、师生家长、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是我们每一个学校

特色品牌的动力和方向。

2.实践性成果：

（1）形成了工作室成员管理经验讨论话题集；学校管理者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学

校特色品牌项目发展能否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工作室特别重视各成员管

理水平与管理能力的提升，因各工作室成员较分散，因此，广泛利用线上交流模式，

每周就与教育有关的热点难点话题展开交流讨论，在讨论交流中，确定一名主要发言

人，其他成员发表各自的观点与看法，让大家在交流中碰撞，在碰撞中有所得，有所

获，有所成长，也因此形成了工作室成员管理经验讨论话题集。



（2）关于农村中小学品牌与特色打造和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论文集；积累经验，提

炼成果，形成论文，工作室成员每年要求上交一篇关于农村中小学品牌与特色打造和

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论文。

四、成果应用及效果

1.促进部分农村中小学找准了自身在地域、历史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学校发展规

划及社会价值观导向，定位了学校特色项目。

2.探索了明确农村中小学在品牌理念内化、品牌营建策略、品牌推广维护等方面

的基本可操作的实施步骤，基本探出了一套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建设体系，开创学校

发展新局面。

3.挖掘了部分农村中小学内部潜力，结合现有教育资源，创造性地打造的亮点，

形成学校特色品牌，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学校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成果创新点

独创了一套操作强的农村中小学特色品牌创建的基本模式：1+8 模式。“1”是文

化，是特色品牌创建的核心，“8”是指八个着手点：挖掘、共识、开展、课程、培养、

融合、升华、推广。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学校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但是基于这样的模式提炼的还很少，这套模式的形成可以为更多农村学校提供很好的

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