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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民权县实验中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设计与实施

学生进行团体操训练学生进行团体操训练

发现美好课程 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究、服务、制作、体验中学习及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质特征，是学校设计和实施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切入口，也是达成学生喜欢、真实有效课程目标的通道。

□ 张洪波 王喜平

学校教育的使命是全面提高学生

素养，作为一所县城初级中学，河南省

民权县实验中学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教学行为，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方面进行了

深入探索，从课内、课外、校外三个维

度培育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国家课程基础上的
校本创新

国家课程具有公共性、基础性的

属性，这就需要学校根据校情、学情进

行整体规划和全面布局，在坚持学科

育人的前提下，创新设计和实施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让学生深度参与到教

育教学活动中。

我校从两方面着手，促进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与国家课程的融合、创新。一

方面，教师将新技术、新学习方式引入

课堂。比如 Scratch 程序设计课程，

Scratch是一款模块化编程工具，是通过

积木形状的模块进行编程，用鼠标拖动

模块即可编程。学校信息组教师将

Scratch程序设计课程与常规信息技术

课程整合，推出编程课，组织学生学习

Scratch教程，指导学生练习、发布学习

任务。学生采用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

方式学习，通过新建文件和角色，确定

事件脚本、声音脚本、外观脚本等设计

并完成作品，学生还要向全班同学解读

自己的设计理念并为自己的作品创作

故事。这种以任务设计为驱动的教学

方式，有效发展了学生的高阶思维。

另一方面，学校开设“梦想课堂”，

实施了一套与国家课程互补的活动课

程，每班每周一节课，采用学生“走班”

和教师“走班”两种形式。课程内容包

括感知与联结、思考与选择、探索与行

动三方面内容，培养学生的财经素养、

安全意识、艺术修养和科学精神。课

程实施重视学生、教师、课程与教育空

间的协同，利用合作、体验、探究和游

戏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参与到学习

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角。

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学校还注重

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优秀传统文化

的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仁民爱

物、孝亲爱国、重义轻利、诚信自律、礼

敬谦和等价值追求，基于此，语文组教

师设计和组织了“道德讲堂”“文化论

坛”和“诗词大赛”等活动，每班两周一

节课，也可以几个班级学生同时上

课。学习时，学生身着唐装汉服，伴着

古琴声声，与同伴一起研究、分享诗词

之美，领会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而

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的目标。

整合优势资源设计
和实施课程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还是学校教

育，都拥有广阔的时空，课堂之外，目

之所及都可以成为促进学生成长的教

育资源，而学生的智慧往往是在教室

外的天地习得。课外综合实践活动是

学生兴趣和个性得以彰显的舞台，学

校整合不同资源，将教育教学从课内

向课外延伸，支持学生走出课堂，通过

课外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人生的

尊严、存在的价值和前进的力量。

创办 16 年来，学校积累了许多优

质教育资源，比如“大型团体操”项目。

该活动源于民权县两年一次的全民运

动会，运动会开幕式上的大型团体操表

演每一次都由我校学生完成。团体操

是一种大型文体活动，内容涵盖文学、

音乐、舞蹈和美术等多学科知识。借此

机会，学校将该活动列入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知

识的学习和训练。当学生完成这项任

务时，他们在沟通交流、艺术修养和团

队合作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此外，

学校还开展了“讲诚信，敢担当”“温暖

你我，携手同行”等课外活动，以及相关

主题班团活动和心理专题培训活动，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丰富了校园

文化生活，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荣誉

感和幸福感，主动参与、自主发展等优

秀品质逐渐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自觉，

学校也找到了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有

效载体。

“开学第一课”是重要的教育契机，

每到开学季都有不少学校创新设计“开

学第一课”。我们也适时组织“开学第

一课”拓展活动，每次活动为期6天，内

容包括国防安全、文明礼仪、卫生健康

等，课时根据内容调整，均由专业人员

为学生授课。比如在食育课程中，针对

食物的来源、食物的营养和食物的安全

等问题，学校设计了“今日我当厨”实践

活动。学生走进学校食堂后厨，参观一

日三餐的制作过程，在与食堂师傅的交

流中了解各种食物的来源，他们也会参

与食物的制作和售卖。

在食育课上学习相关知识后，学生

对食品安全和科学饮食有了初步的认

识。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了“小小营

养师”实践活动，号召各班级通过校刊、

板报等形式，介绍食物营养、食品安全

方面的知识和案例。不仅如此，学生还

自发组织了“小小营养师”主题讲座。

研学旅行是近年来一个教育热点，

其研究性、实践性的特点可以补充课堂

教学的不足。所以，学校每学期安排一

次研学旅行，组织学生到高校、各大博物

馆等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探究文化现象；

组织学生走进国家森林公园、黄河故道

遗址，考察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建设的重

要意义，探讨崖沙燕筑巢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水环境对保护生态

的重要意义。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习知

识、解决问题，在活动中拓展视野、了解

自然、观察社会。研学旅行是对“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生动践行，是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的新方式、新路径。

地方特色课程让学
生走进社会

基于项目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是以任务解决为目标，以学生学习为

中心，以探究、合作、分享为主的教学活

动，可以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

实践能力。学校依据当地教育资源条

件，开设了王公庄美术综合实践课程、庄

子文化综合实践课程和制冷博览会（简

称冷博会）、中国好粮油产销对接博览会

（简称粮博会）综合实践课程，让学生以

项目学习的方式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王公庄美术综合实践课程。民权

县内有闻名全国的画虎村——王公庄，

村内有享誉国内的农民画家，他们的作

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具有一定的文化

影响力。在王公庄，夫妻画家、父子画

家、姐妹画家和三世同堂作画者屡见不

鲜，推开一间画室就可见画家潜心作

画。因此，学校将王公庄确定为美术学

习实践基地，教师定期带领学生到王公

庄学习、考察，通过结对子、组建名师工

作室等方式，以任务驱动学生的深度学

习，以书画展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庄子文化综合实践课程。庄子是

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

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庄子故里位于民权县的庄子镇，这一

文化优势是学生学习庄子作品、理解

庄子思想的重要资源。语文组教师组

织开发了庄子文化综合实践课程，带

领学生前往庄子村拜谒，以走访、询

问、查看、问卷的方式获取庄子资料，

通过研读庄子作品领会其思想内涵。

“冷博会”“粮博会”综合实践课

程。民权县每年举办“冷博会”，“冷博

会”是一个区域商贸平台；2018年，“粮

博会”也在民权县举行。这些大型社

会活动都是非常好的地方课程资源，

是学生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的窗口。

所以在活动期间，教师引导学生打通

政治、经济、地理等学科知识间的通

道，以未来的眼光设计、处理学科教

学，让学生建立起基于问题解决的知

识框架，形成完整、开放的知识系统。

学生的身心和个性发展需要丰富

的综合实践活动来滋养，单一的课堂教

学已经无法完成这个使命。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可以为学生的学习创设新环

境、提供新资源，也更尊重学生的多样

化选择和个性化体验，是对课堂教学的

重要补充。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种

开放型、探究性学习活动，实施好这门

课程需要教师巧妙设计，制定准确的学

习目标、科学的评价标准，合理设计学

习任务和活动过程，做好支持者的角

色，避免学生的学习停留在表面繁华、

实则虚无的层面，让真实学习发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民权县实验中学）

在办学实践中，德育工作常常存

在随机、碎片、灌输的现象，德育目标

不系统、不明晰；德育队伍过度依赖班

主任，全员德育难以落实；德育评价办

法缺失……这些都是德育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如何让德育贴近学生生活，

增强德育的针对性、感染力？辽宁省

开原市第二高级中学进行了一系列探

索，强调“尊重和原谅”的德育原则，开

发系列人文德育课程，组织生活化、体

验式德育活动，潜移默化地滋润学生

心灵。

晨读暮省中养“德”

学生以晨读《论语》等文化经典开

启一天的学习生活，以睡前完成《暮省

日志》结束一天的学习生活。

诵读经典可以让学生在文化熏陶

中知晓做人标准、涵养修为、夯实人文

底蕴，也有利于他们形成阅读习惯，提

高阅读能力。

“吾日三省吾身”是人生智慧，也

是修身的好方法。学生每晚临睡前做

一个“省吾身”的 3 分钟游戏：“放电

影”，回想一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其

中做得好的给自己点个“赞”，做得不

好的找出原因并改正。学校最初设计

的《暮省日志》分为“我的语言、我的态

度、我的行为、我的思想”四部分，每一

部分学生都要写出值得肯定、需要改

进、如何改进的内容，实施过程烦琐，

学生难以坚持。经学校修订，学生现

在只需要把有重要意义的反思写下来

即 可 ，学 生 更 易 接 受 ，实 施 效 果 也

更好。

主题班会上品“德”

学校每两周召开一次主题班团

会，例如“孝亲感恩”“微笑问候”“谦让

宽容”“爱国爱校”“责任担当”等。主

题班团会注重实效，不摆花架子。以

“孝亲感恩”主题班会为例，活动开始

前，学校印发献给母亲的散文《爱，不

需要说对不起》。班会开始后，主持人

要求学生写出自己和父母的生日，有

的学生迅速写出自己生日很高兴，有

的不能马上写出或无法写出父母生日

时很尴尬。此时，主持人邀请一名学

生伴着音乐朗诵散文《爱，不需要说对

不起》。朗诵结束后，师生从古代志士

仁人的孝心讲起，用一件件真人真事

讲述感人的孝心故事，学生都被感动

了。这时，主持人引导学生欣赏《母

亲》和《懂你》两首歌曲，许多学生流下

了眼泪。

班会后，学校发起《我致父母一封

信》活动，一封封满载真情实感的信送

到父母手中。学生高阳写道：“如果可

以，我希望来生还当你们的孩子。如果

现实中有‘8号当铺’这个地方，我愿以

一生欢笑换取你们后半生的安逸。”学

生白冰洁写道：“虽然我经常惹你们生

气，但我懂得你们对我的爱。愿我们以

后再也用不着以书信的方式交流。”

实践活动中悟“德”

针对传统德育普遍存在的“重说

教轻实践，重传授轻体验，重观看轻参

与”的不足，学校设计了丰富的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

在校园活动方面，大型德育活动

围绕文明礼仪教育组织和设计，新生

军训、成人仪式、文化艺术节、快乐体

育运动会、演讲比赛等活动都以培养

学生“有礼貌、知礼节、懂礼义”为目

标。例如每届新生军训，学校安排学

生学习《中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听礼仪教师讲读《弟子规》和

抗联英雄后代讲述抗联故事，既有队

列训练等磨炼学生意志的活动，又有

帮助学生养成文明礼仪的德育环节。

在家庭教育方面，学校开展了“我

做一天爸爸妈妈”活动。学生利用节

假日完成父母平时为自己做的事务，

从买菜做饭、洗碗洗衣等日常事务中

感受父母的不易；设计“我给未来读高

中的儿女写一封信”活动，让学生学会

换位思考，积极改变当下生活和学习

方式。

学生社团培“德”

学校成立“优雅女生俱乐部”“优

秀男生俱乐部”“撷翠园文学”“微电

影”等学生社团，开展系列文明礼仪实

践活动，塑造新时期高中生形象。比

如，学生社团确定了“优雅女生，儒雅

男生”活动主题，学生经讨论确定了

“服饰整洁，符合学生；谈吐文明，不说

脏话；举止大方，不乱吐痰；热爱读书，

自信开朗；爱美会美，时尚阳光；健身

健康，内心坚强；情趣高雅，有项特长；

孝敬父母，关心他人；关注时事，责任

感强；珍爱生命，自强向上”10项标准，

将其作为优雅女生和儒雅男生的行为

准则，并倡导全校学生以此为标准塑

造自己。

礼乐中感受“德”

现阶段，校歌的德育功能逐渐被

弱化。为了发挥校歌的教育功能，学

校创作了新校歌《梦想从这里起飞》，

并请人谱曲。“送別了少年，胸怀理想，

走进这追梦的高中殿堂。吸古塔余

晖，种下初心不忘，我们怎能虚度美好

时光。文明礼仪，人文涵养，立志铸成

祖国的栋梁……”铿锵有力的校歌回

响校园，鼓舞学生为未来而奋斗。

随着人文德育课程的开发和实

施，学校形成了“爱校实干、尊重理解、

诚信友善、谦让包容、协作共赢”的主

流文化，师生关系也更加和谐。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开原市第二

高级中学）

“人文德育”的课程化实践
□ 吴兴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