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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跨越式发展中的福建省连江尚德中学

福建省连江尚德中学创办于1998年，是由爱国华侨、闽发集团董事长林尚德先生累

计捐资逾1．5亿元人民币，政府提供配套土地建设的省一级达标公办高中一学校占地

152亩，现有高中32个教学班，学生16()()多名。学校秉承“明德砺行，臻于至善”办学

理念，遵循“读书尚理，育人德先”校训，实施科学化、精细化、民主化管理，成绩斐

然，获评为福建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建省首批综合实践课程研究基地学校、福建省

德育先进学校、福州市文明校园、福州市素质教育先进学校、福州市绿色学校等荣誉。

2(1多年来，林尚德先生无私奉献、造福桑梓的大爱情怀，逐渐衍生、沉淀形成“明

德砺行，臻于至善”的尚德精神。 “明德”，即弘扬高尚德行； “砺行”，即磨砺品

行，躬于实践。 “臻于至善”，即自强不息、创新超越的进取状态和对完美境界孜孜不

倦的追求。在“尚德精神”的影响下，学校逐渐形成“崇德向上，知行合一”的“尚德文化”

和精神文化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校训

，并在物质文化

学校坚持“弘扬尚德精神，培育时代新人”的办学特色。开展马透红色文化、罗源湾海洋滩涂文化、现代

农业绿色文化等德育活动，突出德育时代性：手球是学校特色项目之一，列入学校校本课程，多次参加省级比

赛并获得佳绩。学校建有海洋生物标本馆，开展海洋生物课题研究和实践活动；与此同时，还在校内外开辟劳

动教育基地，把劳动教育纳入“尚德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相融合。

学校以全面提升教师素质为目标，以构建高效课堂为抓手，促进教师更新教育理念、钻研教材教法、掌握

现代教育技术，着力打造助力教师发展、学生成长的“梦之队”二学校以“1361”名师培养工程为平台，培养

出一批名优骨干教师，打造出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努力实现教师专业成长与教学效益双丰收。

新时代，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连江尚德中学正积极朝着创建省级示范高中的目标迈进，以实现林尚德先生

“让农村的孩子像城里的孩子一样受到优质教育”的愿望，为乡村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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