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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育”，即家长与幼儿园共
同完成孩子的教育。在孩子的教育过
程中，并不是家庭或幼儿园单方面进
行教育工作；孩子融入集体生活后，也
不是把一个孩子教育好或一个家庭把
孩子教育好就可以了。一个班级好比
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的氛围
是否积极向上，直接影响着每个孩子
的发展。因此，家园共育需要每个人
的用心。如何能让一个班级的所有成
员众心合一？开一场“走心”的家长会
是凝聚众心的有效途径。我们通过召
开主题式家长会，以心理游戏、头脑风
暴、育儿分享、媒体赏析等不同形式，
重新传递教育理念。

换个方式，指导家庭教育。打破
传统的家长会模式，让家长成为主
角。首先，开场游戏“我说你画”，让家
长在“画”中感悟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
的个体，我们需要包容孩子的个性，认
同孩子的专属特质。接着，教师让家
长搜索“高结构材料、低结构材料、非
结构材料”的定义，并通过“玩转扑克
牌”数字游戏和“纸牌叠高”互动游戏，
改变家庭教育模式。其一，让家长了
解幼儿园不同年龄段不同材料投放的
用意；其二，让家长明白每个年龄段孩
子的学习方式都不同，需要家长用心
发现、用爱思考、用行动改变；其三，让
家长懂得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需要被
他人肯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
师除了教给他们诚信、善良、孝顺、尊
重等基本道理外，还要知道孩子的一
些习惯都是家庭环境延续下来的。许
多时候，孩子常常以问题呈现父母不
当的教育方式或父母自身存在的问
题，他们反抗的不是父母而是不好的
教育方式。作为家长，应静下心来换
个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并为孩子
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家庭环境。

换个形式，传递爱的教育。家长
会上，各班以幻灯片、微视频的形式，
回顾上一学年班级的温馨场景，让家
长深刻体会到，为孩子创造一个“家”
的温馨环境的重要性。当问及夫妻情
感和亲子关系两者哪个更重要时，大
多数家长认为两者都至关重要。要想
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必须将夫
妻关系置于家庭最重要的位置。于
是，一张卡片、一朵玫瑰成为家长会上
准备的小惊喜，教师让家长为自己的
伴侣写上一份“感恩”。会后，教师还
给家长们布置了任务，每位家长需要
拍摄一段“孩子我想对你说”的微视
频。孩子看了微视频后的反应让家长
们深刻思考：原来，在这个不缺乏表达
爱的年代，作为父母少了“心”。无论
是夫妻情感还是亲子情感的培养，都
需要慢慢经营，用心表达。一个班级
如同一个小社会，只有每个家庭都用
心改变家庭教育方式，接受新的幼儿
教育理念，才能众心合一。

爱的宣誓，承诺一生爱。“从此刻
起，我要用行动影响孩子，而不是用言
语说教孩子。因为我知道，孩子的行
为不是被教导而成的，而是需要环境
的影响；从此刻起，我要用心陪伴孩
子，而不是敷衍孩子。因为我知道，只
有真正的陪伴，才能让孩子感受到爱
的温暖；从此刻起，我要主动处理好与
爱人的关系，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
境，绝不让夫妻矛盾影响和伤害到孩
子，只有夫妻关系和睦才是对孩子最
大的爱。”在班级家委会的带领下，家
长们宣读了爱的承诺书，给予自己前
行的力量。

一场“走心”的家长会，带给家长
的不只是会上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会
后的感悟与行动。主题式家长会让家
园共育从“心”开始，真正实现家园共
育目标。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东钱
湖东湖观邸幼儿园）

孩子们，去读整本书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构建“读整本书”课程

□李怀源

主题式家长会：

家园共育从“心”开始
□王颖嫣

发现美好课程

课程目标设计

1.厘清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

2.通过交流书中的故事，说说王葆的性格

特点。

1.清楚这本书涉及的“人”，厘清人物间的

关系。

2.通过交流书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说说鲍雷

伊的性格特点。

3.仿照鲍雷伊的信，尝试给自己喜欢的作家

写一封信，并在信中提出几个问题。

1.厘清人物关系，梳理故事内容情节。

2.通过交流书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说说爱德

华的性格特点。

3.能够选择最感兴趣的片段深入体会感受。

1.了解故事内容，理解绘本中的重点词语。

2.能够通过图画和对话，了解人物性格，走

进人物内心感受故事情节。

3.能够用自己的话讲述故事，能够给出自己

对故事中人物的评价与看法。

4.引发阅读兴趣，推荐本系列中另外两本书

《七擒孟获》《草船借箭》。

1.厘清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

2.通过交流书中的故事，说说迪姆的性格

特点。

1.提炼列那狐的形象特点，通过思辨，能够

正反面评价人物。

2. 基于已知，发挥想象力，创编故事，并能够

根据人物特点演出来。

书目

《宝葫芦的秘密》

《亲爱的汉修先生》

《爱德华的奇妙之旅》

《三国演义•空城计》

《火鞋与风鞋》

《列那狐的故事》

课程实施要点

活动一：画一画。仿照表格，找一找这本书的重要人物，画出他们与主角王葆的关系。

活动二：填一填。每个精彩的故事都有发生的原因，还有故事发生的经过和结果，试着从这三个方面概括

《宝葫芦的秘密》的主要内容。

活动三：查一查。利用网络查到的关于“电磁起重机”的一些资料进行交流。

活动四：赛一赛。根据书中的故事，自创读书知识竞赛题目，每组设计4道题，全班抢答，评选最佳“悦读小组”。

活动五：演一演。小组内选取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分角色演一演，然后小组间互评，填写“评价表”。

活动六：编一编。把自己的设想写下来，读给小伙伴或教师、家长听。

活动一：理一理。说一说书里的主要人物，提炼以鲍雷伊家为主的人物，写一写人物关系。

活动二：评一评。找出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并从书中找到相关语句或事件。

活动三：品一品。品读书中有关片段，交流感受。

活动四：畅所欲言。汉修先生是书中多次提到却从未正面介绍的一个人物，你喜欢汉修先生吗？为什么？

活动五：学以致用。
作家专访：

（1）你读过哪些作家的作品？请列出你喜欢的作家和书名。

（2）请你向鲍雷伊一样，给自己喜欢的作家写一封信，并列出5个问题与他讨论。

活动一：厘清情节、感悟人物性格。
1.内容回顾、厘清情节。

2.走近人物、品味感情。

活动二：走进文本、品读欣赏。
1.运用丰富的想象，在作者的语言中思考。

2.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感悟人物的心情。

3.延伸思考。

活动一：利用学习单厘清情节内容，思考空城计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活动二：小组合作学习，深入品味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动作，思考人物的性格特点，选择一个人物，完成共

学单。

活动三：学生开展小组合作，讲一讲、演一演空城计的故事，欣赏京剧《空城计》。

活动一：迪姆“大变身”。迪姆在旅行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填写表格。

活动二：我来讲一讲。这本书中有10多个小故事，你最喜欢哪一个？在小组内讲一讲。

活动三：我来说一说。你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你为这些“缺点”苦恼过吗？当你苦恼的时候，你会怎样

做？说给小组同学听。

活动四：我是“规划师”。你是不是也喜欢跟着家长一起旅游？规划一个最棒的“家庭旅行”方案。

活动一：我会找。出示图片，说一说动物王国都有哪些成员。

活动二：小组交流。读完这本书，完成共学单，说一说你眼中的列那狐是什么样子？从哪个故事情节可以

体现？

活动三：我来编。小组一起编一个关于列那狐的故事，看看哪个小组编得最精彩，简明写下关联的人物并画

出你的思路。

活动四：我来演。读完这本书，小组内选取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分角色演一演，然后小组间互评。

清华附小三年级语文主题“读整本书”课程实施方案与教学设计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读书尤其是读整
本书的传统。

1941年，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在《论中
学国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中提到“把整本
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这是他第
一次明确提出要读整本书。此后，叶圣陶
在《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又做了这样
的表述：中学语文教材除单篇的文字外，
兼采书本的一章一节，高中阶段兼采现代
语的整本的书。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顾黄初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已注意到叶圣陶“读整本书”
的思想，并专门以此为题作学术报告，提
出“读整本书”的命题。如今，《语文课程
标准》中同样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
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
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
的书。”但现实是，“读整本的书”虽然引
起一些学校足够的重视，却少有在实践
中得到检验。

问题在哪里？没有时间、没有方法都
是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学校，“读整本
书”总被认为是一种“课外阅读”。其实，
从叶圣陶的角度看，“读整本书”是“课内
阅读”，并且要像精读一样进行详尽的讨
论。在他眼中，“读整本书”的时间可以在

“课外”，但是讨论和报告却是一点都不能
马虎的，因为“读整本书”是“应用”。没有
阅读指导的“课外阅读”，在叶圣陶看来是
消遣性阅读，不在他所说的语文科的阅读
范围内。

在叶圣陶制定的课程标准中，我们还
可以知道，他是把“精读”与“略读”目标都
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都有学分，有考核
的办法。因此，“读整本书”在时间上是

“课外阅读”，在指导上同样是“课内阅
读”。“读整本书”是语文学科教材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比“选文”更重要的组成部
分。因此，“读整本书”是实现语文教育目
标的重要途径，“读整本书”在阅读过程上
与单篇短章的阅读没有本质的区别，既可
以在课内阅读，也可以在课外阅读；既可
以“精读”，也可以“略读”。

如何真正在实践中落实叶圣陶的想
法，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将课外的整本书
阅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积极探索和实
践“读整本书”课程，在一定的时间内，让
学生的阅读量可以达到课标要求，甚至
超过课标要求，真正实现语文教学的目
标。“读整本书”就像是一座桥，让学生从
教材出发，通过这座桥走向文化专题式
研究性学习，继而进入人类文化的浩瀚
大海。

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建设“读
整本书”课程，我们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
养的小学“读整本书”课程实施与评价体
系研究，已经立项，并于日前在清华附小
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开题论证。我作为
该课题的主持人进行了开题报告，全国小
语会名誉理事长崔峦等作为开题评审专
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就课题的定位与
实施提出了建议。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读整本书’课
程实施与评价体系”，是在国家课程设置

的整体规划下，以培养完整的人为价值理
念，以学生核心素养为发展目标，以“整本
书”为课程单位，以“读”为基本路径，在由
多本书相互关联的整体课程结构下，按照
一定的操作模型加以实施，依照能力目标
的达成度不断调整的课程动态系统。本
研究要建立一个适合小学阶段、融合多个
学科的“读整本书”课程体系。构建基于
核心素养的“读整本书”课程体系，包含具
体化的教学目标、内容标准、教学建议和
质量标准四部分。其中，具体化的教学目
标和质量标准要体现学生核心素养；内容
标准和教学建议要促进学生形成核心素
养。内容要精选，学科要整合，实施要简
便，评估要全面，整个体系能够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是：搜集整理与本
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先确定基于核心素
养的分学科阅读素养，以阅读素养为基础
定位阅读能力，根据阅读素养和阅读能
力，确定需要读哪些书，如何读，如何评
价。先建立分科的“读整本书”课程实施

与评价体系，逐步进行优化整合和调整。
然后再整合成不分学科的“读整本书”课
程体系，最后经过实践检验，再次优化
整合。

课程实施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实施框
架，然后在学校进行实践，不断调整优化，
最后得出符合小学生特点和阅读规律的
课程体系。

阅读是思考的过程，会阅读才会学
习，“读整本书”课程会让教阅读和学阅读
变为可能。因为多年研究“读整本书”的
理论和实践，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小学
阶段进行整本书阅读，不仅是可能的，而
且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读整本书”应成为
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并在教学实践中落
实。只有“读整本书”，才能为学生提供整
体的学习情境，有利于学生语言、思维和
精神的成长，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
途径。

（作者系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实验小
学执行校长，特级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

学生分小组合作阅读学生分小组合作阅读

一线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