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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观察·张 丰

统筹考虑课程供给与课程修习管理

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东湖国际校区秉承“自然、从容、本真”的核心价值观，以“中国情怀、世界眼光”作为学生的发
展目标，将科学和艺术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动手实践能力和表演能力，学校开设“魔法启
程”课程，凸显科学特色教育，让学生在魔术课程的学习中提升个人素养。

神奇的神奇的““魔法魔法””
□□韩 俊

课改笔记

晒晒学习空间

课程图纸

在过去的学校中，课程供给与学生
课程修习是两个吻合的集合。学校开设
哪些课程，所有学生就修习哪些课程。
但在深化课程改革、推动课程多样化的
今天，学校开设的课程是一个“大集合”，
学生选择修习的课程是一个“小集合”，
而且这个“小集合”又是学校课程供给

“大集合”的“子集”。于是，学校教学管
理出现了两个新概念——课程供给与课
程修习管理。学校课程建设必须兼顾这
两个方面。

如何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下，
保证学校的课程供给？同时又与学生的
课程选择修习相对接？这既是对学校课
程规划与建设的考验，又是课程修习管
理的新课题。比如，北京市十一学校的
全面“选课走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
跨年级“书院制”、山东省实验中学的“学

长制”、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以套餐式课
程与走班教学为特色的“选择教育”、上
海市育才中学的“个性化学程学习”等，
都对原来的教学组织与管理作出了“学
生立场”的突破。

课程修习管理的突破点主要在三
方面，一是课程密度与学习时间管理，
二是适应差异学生的“选课走班”，三是
对差异学习进行的客观评价。学校课
程建设除了要对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
做好计划外，还应对课程实施和评价做
好规划。

课程的丰富性，是对学校的要求。
对于学生来说，未必是课程越丰富就越
好。课程密度与学习时间管理必须遵
循科学的学习规律。没有一定密度的
学习往往是低效的，所以要从以往习惯
的“学期管理”变成“学程管理”（一般半

学期为一学程），减少并开科目，保证一
定的课程密度。譬如，目前的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与校本课程，每周各自 1-2 课
时，形式上“分得一碗羹”，但往往会被
文化课所“蚕食”。合理的模式应该是
校本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相整合，学校
每周集中半天，设置阶段性课程重点，
或研究性学习，或劳动技术教育，或地
方课程的社会文化调查，分段集中落实
有关主题，让学生经历更有意义的学习
过程。教师要从“学生立场”考虑课程
修习的管理，拓展性课程应该是“捏起
拳头”，整合实施，而不是站在学科的立
场，片面强调连续修习的重要性。

学校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
成课程供给与课程修习的双向选择机
制，以适应不同基础和兴趣学生的成才
需要。学校在课程供给时将课程分成若

干领域，规定学生毕业时要达到所修习
各领域的最低学分，就能保证基础学习
与选择学习的平衡与兼顾。我们要知
道，以“选课走班”为主要特征的教学管
理运作将是未来学校的常态。选修课程
之“选择”容易理解和实现，而必修课程
之“选择”应该如何实现？我认为，必修
课程建设的重点应在尊重学情的分层设
标，尝试让学生选择不同的起点与进
度。这体现了教育普及之后，学校在课
程供给方面的责任。

差异的学生，面对统一的课程，是当
前我国基础教育的一大弊病。然而，学
校提供多样的课程后，让学生经历个性
化课程修习后，如何客观描述与评价学
生的学习进展，又是课程修习管理的重
要课题。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8号教室
□□成际梅

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
32个学习和发展目标是核心素养在幼儿
阶段全面具体的表现。那么，教师如何
遵循《指南》精神，进行大胆实践，有效促
进幼儿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幼
儿园提倡的田园教育，努力把握核心素
养的哲学本位，教师把教学目标从“知识
本位”转移到“儿童本位”，把培养田园幼
儿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作为教学核心
目标，在教育教学中予以落实。

在构建田园课程过程中，我们做到
以儿童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以活动为
中心。教师、孩子、家长共同描绘田园教
育的愿景——“幼儿立场”的田园教育：
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乡村资源；让孩
子们在活动中通过直接感知进行实际操
作；儿童在前、教师在后，以生活为源，以
活动为载体。

我们尝试打通几个领域之间的逻辑
关系，把概念知识和田园幼儿的生活、学
习、游戏、运动等紧密联系，以季节为线
索，以“田园美”“家乡亲”“民俗情”为维
度，构建丰富多彩的田园主题活动。

田园课程内容包括田园劳作、田园
探究、田园艺创、田园文学、田园运动和
田园节庆活动等6种类型。其中，田园劳
作以种植、管理、收获植物和照料小动物
为主；田园运动以民间体育游戏和反映
田园劳作、田园生活情景的游戏为主；田
园文学以田园儿歌、田园童话剧、田园生
活故事创编为主；田园探究以动植物基
本特征、生长的探索和发现以及生命教
育为主；田园艺创以感受和欣赏自然美、
自然物的艺术造型、田园生活美的表现
和创作为主；田园节庆以集中展示、分享
交流以及关爱劳动者教育、体验家乡美、
风俗情等为主。在田园课上，孩子们观
察欣赏、探究发现、创造展示、体验感受。

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师将田园教育的
目标落实，我们设计了田园课程的8种组
织形式——田园8号教室。

1号教室——交流型：教师计划并实
施的正式教学，以集体或小组讨论的方
式进行，如通过“我的发现”“我的惊喜”
等形式的交流活动，发展幼儿认真倾听、
大胆表达、乐于展示等目标和核心素养
的发展。

2号教室——任务型：教师开放性地
陈述某一设计或一项挑战活动，真正发
挥孩子的主动性，获得丰富的实际经验，
促进幼儿勇于探究、技术运用、责任意识
等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3号教室——问题型：教师用即兴或
预设的问题支持幼儿的学习，帮助幼儿
逐渐养成认真专注、乐于想象的良好素
养，关注幼儿经验的获得和积累。

4号教室——参与游戏型：教师通过
加入幼儿的游戏，拓展幼儿的游戏深度
和广度的学习，让幼儿在讨论中学习合
作，促进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与素养的
培养。

5号教室——兴趣生成型：教师观察
记录幼儿的兴趣、能力以及性格，并基于
这些观察进行主题教学活动，积极为孩
子的自主学习提供支持与帮助，促进幼
儿乐学、善学、批判质疑等核心素养的形
成与发展。

6号教室——真实田园型：教师让孩
子进入真实的“田园”中，参与一系列实
践活动，促进幼儿的劳动意识、审美情
趣、创造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7号教室——回归自然型：教师积极
创造机会把孩子带进自然、走进社区，如
参观蟹塘、种子商店、花卉市场等，促进
幼儿实践创新、尊重科学等核心素养的
发展。

8号教室——节日活动型：以农事节
气为主线，以社会和人文资源利用的节
日活动为载体，教师在四季里开展各种
节庆活动，如春——野菜节、田园美术
节；夏——甜瓜节、田园艺术节；秋——
田园美食节、果蔬创意节；冬——田园阅
读节、田园童话节等，让孩子们在节日活
动中享受田园美，促进大胆表现、积极创
造等良好学习品质与素养的发展。

在实践中，我们积极构建园本化“小
星星评价体系”，聚焦“健康、积极、自信、
快乐、创造”田园幼儿发展幸福素养，以
幼儿园、家庭、社区为基本关注维度，包
括田园和普适性两类课程，促进幼儿全
面发展。

教师要真正让每个孩子在田园中自
由成长，就要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通
过教师“教育专著阅读”“自主教研”等，
有效促进人文素养的提升，实现自己的
田园教育梦。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宝应县氾水镇
韦镇幼儿园）

课程意义

专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学习魔
术能增加大脑灰质的含量。同时，新的
刺激能使大脑的结构发生改变。

通过魔术课程的学习，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探索魔术中蕴含的科学原理，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魔术是通过寓教于乐、陶冶情操、启
发智慧、其乐无穷的教育手段，激发学生
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为学生探索
新知的原动力。

学生学习和表演魔术的过程，也是
提高观察、分析、理解能力以及表演、
交际、思考、应变、动手、语言组织等能
力的过程。当学生走进魔术世界，就会
在 快 乐 的 学 习 中 得 到 全 方 位 的 智 力
提升。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激发学生自主探
索的精神，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在魔术课上，学生通过制作和运用
魔术道具，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在反复
练习过程中，学生学会克服困难，培养专
注精神。

通过本课程学习，教师让学生在生
活中勇于展现自我，提升与他人沟通的
技巧和语言表达能力，让魔术成为学生
的特殊社交手段，树立自信心。

课程内容

“魔法启程”课程内容分为生活类
魔术和道具类魔术，其中生活类魔术
包含生活中能运用物品表演的所有魔
术，如橡皮筋、绳子、硬币、纸巾、蜡笔、
水果等。道具类魔术种类更为复杂，
包含读心术、年龄预测、极限心算术、
透视术、反转地心引力等。其间学生
学习各种魔术所涉及的科学原理，浅
显易懂。同时，学生在课程中初步学
习几个基本魔术效果：消失、出现、转
移、穿透、预言、透视、反物理现象，还
将共同制作属于自己的魔术道具。在
探究魔术秘密时，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魔术的设计方式和魔术背后的“错误
引导”技巧。

课前准备：魔术师基本原则的学
习。正式开始学习魔术前，每个学生都
要学习魔术师基础戒条——萨斯顿三
原则。

萨斯顿三原则：第一，魔术表演前绝
对不透露接下来的表演内容。第二，不
在同一时间、地点对相同的观众变同样
的魔术两次。第三，魔术表演后，绝对不
向观众透露魔术的秘密。

基础手指操的练习：该训练是练习
手指独立性最好的方式，也是提升学生
动手实践能力的基础，是学习魔术的必
修课。

一年级课程教材：内容以基础手法
类魔术为主，为增强学生学习魔术表演

的兴趣，大多数为生活类魔术，可以随时
取材表演。

魔术主题及学生发展目标：拇指拉
长、拇指还原——锻炼手指灵活度的同
时，增强对魔术的理解能力；皮筋跳跃、
皮筋打结、指尖变色——培养观察能力；
透视术——考验表演能力，初步了解表
演学中的口、手、眼、身、步等舞台基本表
演技巧，提升语言台词表现力；绳穿肚
皮、穿针引线——培养分析问题的能
力；扑克上升、吸管悬浮——理解科学
的结构；数字读心术——培养记忆力及
计算能力；硬币消失——认识光学的一
些原理；骰子分裂、喜结良缘——认识物
体组成的科学结构。

二年级课程教材：内容以科学和数
学原理为主，让学生作为表演者体会科
学的奇妙，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多数为魔
术道具，知其形、学其理。

魔术主题及学生发展目标：极限
心 算 —— 学 会 魔 术 中 的 神 奇 数 学 秘
密，理解数学竖式相加的含义；皮筋中
指脱逃、反转地心引力、消失的小球、
牌盒消失——认识理解运用“地心引
力”和“光学错觉”；生日预测术、年龄
预测术——能够对数学公式的计算方
式有一定的理解，提高数学学习兴趣；
弹簧神功——认识物体的螺旋结构不
为人知的神奇特性；大卫扑克——理
解视觉传达中造成错觉的神奇应用；
蜡笔感应——学会更仔细地观察身边
事物的特性。

课程实施

教师配备：由武汉著名青年魔术师
文豪外聘授课，学校科学教师担任助教，
外聘教师对助教教师进行基础专业魔术
培训和教学，助教教师指导学生上魔术
表演课。

课程的实施形式和时间：以班级授课
制方式进行，每周一课时，由外聘教师负责
教学，助教教师负责表演训练，并在课余活
动中进行魔术表演的拓展、延伸和提高。

课程评价

评价指导思想：教师要突出评价的
发展性功能和激励性功能，重视对学生
学习潜能的评价，为“适合学生的教育”
创造有利的支撑环境；提倡对不同学生
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以促进所
有学生都在“最近发展区”获得充分发
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评价的积极性，
改变评价主体的单一性，实现评价主体
的多元化，建立由教师、学生、家长、社
会等共同参与的评价机制。

评价类型：教师评价、学生评价、自
我评价、外来评价。

评价方式：班级巡演；学校大型活动
展演；学生在校外的地铁站、商场、社区、
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向陌生人表演并
摄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东湖国际校区）

瓯娃民俗体验馆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

学的瓯娃民俗体验馆是学校送给
学生的特殊礼物，也是“民俗”课
程重要的学习空间，里边包括奇
妙的扎染、创想剪纸、陶韵瓷风、
印迹之美等“民俗”课程。

一染一滴显神奇，一剪一刻
添喜庆，一揉一捏塑童心，一雕一
刻享童趣，学生们在获得多种体
验的同时，领悟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活动过程的情趣性和实践
性，表现内容的自由性和评价的
多样性，为学生创作提供最适宜
的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形成正确的情
感、态度、价值观，这也正是“民
俗”课程所追求的目标。

林晓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