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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点

课程观察·韩相福 ③

课程跨界的四个维度

核心素养时代，捍卫学科与突

破学科的“较量”每天都在发生。

在一节小学语文课上，教师吹

响陶笛为学生诵读伴奏，学生顺其

自然地醉心于教师营造的氛围中。

某教研员评课时却指出：“语文就是

语文，要上出语文味，那些花哨东西

统统不能要。”

如此这般，许多学科教师、学科

教研员捍卫着他们的领地，将非学

科的东西剔除，追求更纯粹、精准的

学科教学。这样做或许对学科建设

有益，但是忽略了学生的感受、兴趣

以及培养学生核心素养需要具备的

要素。

核心素养时代，教师首先要做

的是将人的整体发展置于教育中

心。然而，人的整体发展并不是将

学科知识简单相加的结果。我认

为，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建设必然

是跨界的。学科教学应该充分考虑

学生的成长规律，而不是过分追求

学科体系自身的纯粹和完备。如果

没有跨界思维，教师、学科教研员都

可能成为核心素养推进过程中最大

的阻力。

怎样跨界？跨界的本质是整

合。课程整合并不是创新，而是课

程建设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至少涉

及4个维度的跨界。

一是课程资源的跨界。一般包

括4个层面：超越学科、交叉学科、双

向探究和“去学科”。

超越学科主张超越学科的局

限，补充或删减教材中的内容，让学

科更好地为实现核心素养服务。

交叉学科主张发挥多学科的

“杂交”优势，可以是一个学科对另

一个学科的丰富和强化，也可以是

两个学科共同解决一个问题，还可

以是寻找不同学科的共同目标。

双向探究则是强调打通生活与

知识的联系：生活探究学科化，学科

探究生活化。课程向生活进行整

合，绝不会错。

“去学科”是跨学科的最高境

界。去学科，就是摒弃一切学科标

准的干扰，进入一种超然状态，从而

开启学生的生命智慧。

二是学科教师的跨界。学科

教 师 跨 界 强 调 教 师 拥 有 课 程 智

慧，能够根据核心素养的需要，将

天地万物当作育人资源。特别是

不能囿于学科，根据自己的特长

与学生的需求开发、实施课程，打

破学科界限，整合、建构、创生优

质课程资源，拓展学习时空，实现

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的整合贯通。

学科教师的跨界，在工作状态

上更加强调协同。比如我校音乐教

师和美术教师把音乐与美术进行整

合，两人合作完成一节课或一个主

题成为工作常态。两人共同开发、

集体备课、协同实施、合作展示，实

现了学科的完美融合。

以“蜗牛与黄鹂鸟”主题为例，

两人共同确定学习目标，开发主题

课程文本，设计了“春天音乐会”主

题学习任务，并合作完成“项目开

题”课堂教学。接下来的两周，两

个教师带领学生探究节目的制作

与演出，带领学生设计舞台布景，

最后呈现出“春天音乐会”学习成

果展示。整个主题学习过程中教

师协同工作，没有学科的清晰界

限，带给学生的则是对“春天音乐

会”的完整认知与实践创生。而两

个教师呈现的跨界之美 、协同之

美、互补之美、综合之美，给予学生

更加深刻的启迪。

三是思维方式的跨界。这指的

是立足事物本质，多角度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

种思维方式。在“互联网+”时代，与

技术的重要性相比，跨界思维、连接

思维、“互联网+”思维更重要。

以“陶音”课程为例，学生不仅

可以把一块泥巴做成各种泥塑、茶

具等工艺品和器物，甚至可以做出

陶笛，用自己制作的乐器演出。在

教师的支持下，学生自制工程模具，

探究陶艺技术，测量打孔，调音试

音，设计绘画，上釉烧制，组建陶音

乐团。有了跨界思维，小小泥巴也

拓展出一系列跨界课程。

四是师生角色的跨界。核心素

养时代，教师不只是负责教，学生不

只是负责学。教师也是学习者，而

学生可以是教学者。教师不一定是

主导，学生也不仅仅是主体，师生互

为合作伙伴，甚至是家庭般、亲情式

的师生关系。

在我校，教师“把自己当成孩

子”，给学生以安全、温暖、希望，学

生则视教师为哥哥姐姐 、爸爸妈

妈。我们用浓浓的爱打通精细化、

网格化管理带来的冰冷，让人性的

温暖充盈校园每个角落。这种角色

跨界带来的民主、尊重、平等、和谐、

发展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是值得追

求的隐性课程。

当课程走向跨界，核心素养才

能落地。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双

语小学执行校长）

记忆、诵读只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一
部分，而非全部。在提倡传统文化教育
课程化背景下，学校首先要明确传统文
化是什么、教什么，系统设计相关课程，
学生才能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

□王 辉

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华民族寻

根、固本、筑基的教育工程，也是学

生健康成长之必需。近年来，人们

对此已经形成共识并付出努力，但

在探索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有的

学校重形式超过重文化、重展示超

过重体验，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淡薄，

仍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

在此背景下，教育专家提出了

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的观点，建议

以课程设计为蓝本，为学生提供系

统、专业、适宜的传统文化教育。

那么，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学

校如何行动？

大传统和小传统

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首先要

明确课程内容、如何选择主题，也就

是传统文化是什么、教什么。

学者王元化认为，传统文化可

以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

指上层士绅、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

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

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小传

统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所

代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化。

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有雅文化

与俗文化、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贵

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之分，而且小传

统与大传统相互关联，小传统为大

传统奠定基础，大传统是对小传统

总结、提炼后形成的精华。

大小传统的划分启示我们，加

强学生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让学

生接触和学习诸子百家的各种经

典，更要创造条件，使学生通过接

触、了解和理解蕴含在世代百姓日

常生活中的种种器物、规制、习俗、

理念等，逐步认识和了解优秀传统

文化，使传统文化教育由浅入深，层

层推进。

教师资源是重中之重

2014年教育部颁布《完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后，全国

中小学加强了传统文化教育，不少学

校开设了国学、经典诵读等校本课

程。实践中，学校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专业教师短缺。许多学校拥有

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的愿望，但因为没

有师资而搁浅，一些开设了相关课程

的学校，其教师也难以胜任。

师资是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首

先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

一线教学管理者可以解决的，需要

相关教育管理部门统一筹划、精心

组织。北京市朝阳区较早在全区开

展教师传统文化素养提升主题培训

活动，启动中小学教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课程领导力培训，邀请

国内外知名传统文化领域研究的专

家和学者培训教师；同时与国内高

校和专业学术机构联合，设置相关

培训课程，让教师理解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涵，为深入开展传统文化教

育打好基础。

课程实施立足学生实际

在实际推广传统文化教育中，

不尊重学生认知规律、不遵循循序

渐进原则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单

纯地记忆、背诵文学经典。其实，

“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经

典的价值、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是

值得被肯定的，同时也要看到不适

当的教学方法将对推广传统文化教

育造成不利影响。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化需

要突破传统课程的实施方式，立足

实际、立足学生需求，让学生有更多

机会接触、体验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教育日常化。学校和

家庭应注重传统文化教育日常化，

比如晨诵，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学生的习惯。

传统文化教育情境化。文化

载体、遗存、场域等能够以直观的

形式使学生置身其中，直接感受传

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有助于增强

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性。北京朝

阳教研中心附属中学的故宫游学

课程、北京中学文化游学等课程，

围绕传统文化教育主题，将文学、

历史、政治、艺术、科技等方面的传

统文化教育内容整合融通。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化。以活动

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

在活动中感受、体验、了解传统文

化。山东在全省开展少年儿童书信

文化系列活动、中华传统美德进校

园、艺术家进校园、传统节日主题教

育等活动，以传统文化为背景，学生

学在其中、乐在其中。一位学生评

价说：“我喜欢情境再现式学习方

法，我和同学效仿并感受古人言行，

太有趣了！”

传统文化教育不是读晦涩难

懂的古文，也并非将传统节日、传

统习俗背诵识记，传统文化教育

的课程化要求我们从外部“走近

传统文化”到“走进其中”，从小传

统到大传统层层递进，让学生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滋 养 下 健 康 成

长，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与文化

视野。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部分内

容摘自《人民日报》《中国教师》《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课程故事

田园牧歌式农耕课程
□孟 强

绿杨成碧荫，芳草如丝绒，开满花的

紫藤占领了长廊，遮天蔽日；兰草葳蕤，

吮吸着晶莹的露珠；一畦畦莴苣、油麦

菜，泛着碧绿的光亮；连翘、樱花、海棠、

绒花，随着节气，次第开放……走进我们

学校，你可以感受田园牧歌式的美。

中国文字、哲学思想、价值体系等

都与农耕文明有着紧密联系，师生将校

园一隅荒地摇身变成“自得农场”，学校

开设农耕课程，让学生感悟时节更替和

作物生长的神奇和力量。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学生完成

翻地、起垄等准备工作后种下菠菜、油

麦菜、草莓、秋葵，每周浇水，定时除草、

施肥，看着小苗一天天长高。

小满时节，田里吐穗灌浆的小麦一

望无际，风吹处，绿浪翻滚，沙沙作响，

学生兴奋地走在田间，观察小麦长势。

“夏季成熟的农作物，它的籽粒开

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

还未‘大满’。这时北方小麦开始结穗，

始见小麦粒……”教师一边讲解，一边

让学生摘麦粒观察。

学校也组织各年级学生开展“寻找

田野上的小满”活动，设计“诗词中的小

满”“大地上的小满”“观察小麦灌浆，用

麦秆做手工”“行走田间，看万物生长”等

实践活动。从二十四节气歌到每个节气

的时间、气候、习俗、诗文，学生通过多渠

道学习、了解、观察、体验节气之美。

农耕课程的诞生让课堂不再局限

于教室，学习内容不再受限于教材。

“老师，我来！”一个学生抢到锄头，

学着教师的样子使劲往后拉，可深埋草

丛的锄头依旧不动，引得同学大笑。这

是三年级学生在月季园里上劳动课的

情景。

锄、镐、犁、升角斗、风箱，教师把久

经岁月洗礼的农具带入课堂，让学生了

解农具的历史、功能和使用方法，也为

下一步在“自得农场”的种植做好准备。

教师还引导学生就地取材，将家中

的小型农具带入课堂，通过观察、质疑、

设想、讨论等方式了解农具；以小组为单

位设计未来农具，根据使用效果改进农

具的不足和缺陷，并用图画和小制作的

形式表现出来。

不仅是“自得农场”，一楼教室门前

的花池也成为学生的“自留地”。学生

种下新植物，并自发成立“柿子树护卫

队”，承包剪枝、浇水、除虫、收获、保暖

等工作。金秋来临，“收获节”和“分享

节”拉开帷幕，学生摘下金灿灿的柿子

送给教师，教师转送给退休老教师……

四季轮回，校园时时处处洋溢着劳动的

快乐，分享的喜悦。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中埠镇小学）

中埠镇小学是一所农村小规模学校，

却在近几年形成了“静气、灵气、大气”的学

校性格及文化气韵，秘诀在于学校立足地

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并找到了

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生生命的连接点，以“盐

溶于水”的方式，让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基因一点点浸入学生的精神世界与心灵深

处，并逐渐成为一种生命生长的方式。

学校以下两大创新具有借鉴价值和

启发意义：

找到了“农耕文化”与学生“精神成

长”的连接点。变校园荒地为“自得农

场”，让学生自主选择什么时间种什么、研

究怎么种，并在体验农耕乐趣、开展合作

探究中，理解农耕文化内涵中“应时”与

“取宜”的思想精髓，领悟农耕文化“守则”

“和谐”的要义。

找到了农耕资源与学生“面向未来”

必备素养的连接点。学校利用农村家家

户户都有的农具，开展“农具的前生与未

来”项目式学习，学生将家中的小型农具

带入课堂，合作设计未来农具，学生在探

究中形成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

在中埠镇小学，学习无边界，但有核

心——让每个生命像花草一样自由生

长。而这种生长，起始于优秀传统文化与

学生生命共鸣共舞的那一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教育局）

学习无边界，但有核心
□张桂玲

点睛

从“走近”到“走进”

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化行动

晒晒学习成果

变身古典美人
发簪是古人用来固定和装

饰长发的一种首饰，特别是女

性佩戴的发簪，金属光泽闪耀

在发丝间，加上小巧、精致的坠

饰，展示了女性的别样风情。

当今女性已经很少佩戴发

簪，但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外

国语小学学生依然被古装剧中

的精美发簪吸引，学校专门开

设“发饰演变”课程，让学生动

手制作发簪。

发簪做好后，女生们身着

汉服，挽起长发，插上自己制作

的别致发簪，成为让人眼前一

亮的古典美人。党洁/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