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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课改研究2019年5月2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7版周刊

一线动态

本报讯（记者 康丽） 5 月 15

日，第九届全国自主教育峰会北

京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十八里店分校开幕。本届峰会围

绕“在新时代自主教育理念下构

建 师 生 学 习 共 同 体 ”的 主 题 展

开，旨在为践行自主教育的学校

搭建一个经验分享、困惑探讨的

交流平台。中国教育学会名誉

会长顾明远、中国科学院儿童教

育心理学专家张梅玲，北京语言

大学教授方铭，全国自主教育联

盟秘书长刘桂旺以及来自北京

市教育部门各级领导和专家等

出席会议。

什么是师生学习共同体，在

顾明远看来，共同体是师生共同

学习的过程，教师要充分认识学

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内在潜

力。他提到，在信息来源多元、创

新的时代，知识要靠学生自己获

得，不能靠教师灌输，智慧内化需

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

张梅玲从心理学出发，谈到

自主教育的认知系统不能停留

在知识和技能。在她看来，自主

教 育 要 从 广 度 、深 度 两 方 面 发

展，要扩展到学生一生的自主，

要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所

有人都要从他律到自律，最后达

到自我教育。“自主教育的深度

发 展 要 聚 焦 深 度 思 维 、自 主 思

维，而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自主形

式。真正的师生共同体是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在师生互动过

程中共同成长。”张梅玲说。

学习共同体虽然是近年来出

现的热词，但自主教育研究在中

国渊源已久，在方铭看来，中国古

代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自主教

育，而师生学习共同体实际上就

是一种合作关系。在自主教育理

念下，教师不能包办学生的成长；

教师要建立多样化评价体系；教

师要多看学生的优点，注意指导

的边界。

“自主教育要从个体生命成

长 出 发 ，聚 焦 学 校 自 主 文 化 建

设、自主课程建设和自主课堂构

建；关注教师职业成长和专业发

展，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性、主

体性和参与性；注重学生自主能

力培养，提升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和创新能力，激发每个学生的内

在潜能。”刘桂旺表示。

峰会上，北工大附中十八里

店分校校长陈春红以《让自主教

育成为幸福人生的基石》为题，

阐释了自主教育理念，介绍了学

校在创建自主文化、构建幸福课

程体系、探索自主课堂等方面的

经验。

15 日下午，会议进行了自主

教育成果分享。北京市朝阳区垂

杨柳中心小学校长钟亚利的《依

托校园戏剧润泽儿童心灵的实践

研究》，成都市教科院附属学校西

区（临江小学）校长陈宗荣的《在

一起做自己——教师自主发展的

思考和实践》，山东潍坊高新金马

公学校长董梅的《PYP 超学科课

程本土化设计》，成都高新新源学

校校长杨芳的《课程创生，自主成

长》，分别展示了不同样态学校的

自主教育发展之路。

在自主课堂展示环节，东道

主北工大附中十八里店分校还

进行了自主课堂展示，五年级教

师的“好问题坊”课程和六年级

教师的“自主讲坛”课程吸引了

与会者的注意。课堂上，孩子们

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或交流，或

讨论，或对抗质疑，或合作展示，

思辨的火花不断迸发，创造力和

思维能力不断提升，充分体现了

自主课堂的魅力。

聚焦自主教育

构建学习共同体

当前，许多学校都在尝试跨界课

程，学科整合、STEM 教育或者 PBL

教学法都是当下的流行款。“跨”是学

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跨界的目的是

“融学”，“融学”的最佳方式是跨界。

审势相机，我们要做到与时俱

进，在把准方向的基础上“做起来”。

先做到打破学科壁垒，融通学习力

（包括学习资源）。帕克·帕尔默在

《教学勇气》中写道：方法固然重要，

然而，无论我们做什么，最能获得实

践效果的东西，是在操作中洞悉我们

内心发生的事。做着做着，我们就会

与内心想要的东西相遇。

关于学科整合，开始时可以由教

师自由组织，利用不同学科的优势优

化主题教学，让学生置身丰富多样的

学习情境中。同时，教师也要走出自

己的学科，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中

增进跨学科交流。STEM教育或PBL

教学法的引入可以丰富教师的教学

手段，也可以进一步突出学习主题。

但探索跨界课程不能满足于此。

若止步于此，教师有可能深陷为整合而

整合、为项目而项目的泥淖。学生的真

实需求没有被满足，学习需要解决的问

题没有得到重视和突破，学生仍旧是

“学习跟班”。脱离“学生需要”与“问题

解决”的跨界课程是不具有生命力的。

跨界课程真正追求的是真实问题

的项目化解决，让学生敢于面对挑战，

并能迁移、运用所学。有了这个认识，

跨界课程的走向才会清晰起来。

比如“鸟窝的设计”，涉及多个学科

的内容，算大小——数学，搭拼装——

工程，选居处——科学，取名号——语

文，做装饰——美术。显然，这项学习

任务仅靠一个学科、一个人是很难高质

量完成的。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跨界

课程是因项目产生联动、因挑战缔结联

盟，需要学习者在一个时间周期内完成

任务。

表面上看，“鸟窝的设计”哪所学

校都可以做。实际上，真正的“跨界”是

因问题引发驱动。我们必须追问——

为什么做鸟窝。如果学校绿树成荫，

绿水萦绕，青山做伴，鸟儿眷恋，那么

做鸟窝是应当之事。这是学校教育的

需要，也是学生的期待。当跨界学习

贴近学生真实生活，成为学生亟待完

成的一项任务，课程学习才有了意义。

如果我们对跨界课程的价值有了

准确定位，那么开设这门课程的路径

就不会是学校单方面的“想当然”。我

们不拒绝提前规划，也不反对通用项

目的移植，但我们更应该敬重因真实

问题而生长起来的跨界课程。

问卷调查是开设跨界课程的第

一步，我们要了解学生需要解决什么

问题，教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学校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第二步是确立

项目，分析各类需求并努力满足师生

需求。第三步是设计方案，在时间地

点、人员组合、材料选择、呈现形态、

组织办法、成果评估等方面精心设

计，提高可操作性。

实施策略上可实行“X+1”模式，

包括三个层面的设计。一是课表时间

分配上的“X+1”。“X”是多点分布，围

绕一项主题任务分散安排上课时间，

可以是一个周期内固定一天的两节课

连排；“1”是固定一周为跨界学习周，

一周时间学生都在跨界形态下开展项

目化学习。二是学员结构上的“X+

1”。“X”是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他们

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项目而来；“1”是

班级固定，原有行政班不变，跨界师资

组合“上门服务”。三是课程选择上的

“X+1”。“X”就是多种可能，基于真实

问题的项目可以列举多个，允许贴近

校情的通用项目存在，最终确定的项

目由课程实施团队选择；“1”是给课程

教学团队一个独立的空间，允许他们

根据学情改良项目或者创造新项目。

学校要做到提供选择、留有余地、允许

改良、鼓励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副所长杨向东认为，“要适应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的课改要求，打破学科

界限，实施跨学科教学和深度学习成

为必然选择”。这一观点契合了学校

教育的核心追求——全面发展人。

学习是多领域学习、理解和运用的综

合化结果，最终的素养表现是立足日

常生活、基于问题解决，在各类挑战性

任务面前能快速适应的一种状态。新

时代教师要坚定这种信念，实施跨界

课程要因问题驱动，因真实生长，因项

目联动，因“境脉”改良，因挑战联盟。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

学校副校长）

课程观察·潘照团⑦

跨界课程走向：

基于真实问题的项目化解决

本期读校：湖北武汉洪山小学

将校园变成课程馆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读校系列⑧

小创客的“服装秀”
学生用稚嫩的双手缝制出一颗颗扣子，制作完成第一个包

包……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以美育和劳动教育交汇互

动的方式，开设了小学服装设计拓展课程，课程包含立体剪裁、旧

衣改造、传统扎染、手工 DIY 包包等内容，学生不仅可以创作个性

化的作品，还能在学校的“中国人过中国节”活动中进行 T 台秀，向

全校师生展示自己的风采。图为学生展示自己创作的服装作品。

蔡维帅/图 刘佳雯/文

晒晒学习成果

一所好的小学可以是什么样的？

人们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个

没有标准答案的追问。有人将其描绘

成“儿童的乐园”，有人将其建成图书

馆的样子，有人将其定义成“美好事物

的聚集地”，而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

区洪山小学则将其发展成一个由众多

课程馆组成的体验园。

洪山小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叫“童

心牧场”的地方，这是来自孩子们的

命名。牧场里养了一只羊，每天孩子

进校的第一时间就是到“童心牧场”

看一看，中午休息时间也总有孩子围

在栅栏边给羊喂草或树叶。因为喂

食的孩子多，羊总是吃得肚子圆圆

的。校长叶丹说，经常有孩子问她

“校长，它是不是怀孕了”“这只羊的

伙伴在哪里”“它可以活多少岁”……

各种问题，有时候问得她哑口无言。

羊在学校生活一年后，有不少教

师和孩子觉得它太孤单了，于是学校

又物色了一只比较小的山羊。孩子

们的问题又一次接踵而至：“老师，这

只小羊是不是大羊的宝宝啊”“这只

小羊几岁了”？

对于孩子来说，“童心牧场”里的

两只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牵挂。像这

样让孩子流连忘返、产生无限想象和

问题的场景，校园里还有很多。叶丹

说，她一直想把校园变得更好玩，变

成一个无声的“教科书”，各个角落都

有能激发孩子求知欲的风景。

后来，学校将这样的校园景观梳

理成“校园十景”，将其拍成了系列微

课程，并将课程的二维码张贴在景观

旁，孩子们可以即扫即看，随时学

习。校园里一景一课程或一景多课

程，这便是洪山小学的第一间课程

馆，即校园文化课程馆。

将校园文化景观制成微课程，源

于4年前体育教师柳田牛利用互联网

所做的一次探索。为了让体育课更

好玩，柳田牛收集、整理了适合儿童

身心发展的体育游戏，并将游戏与微

课程结合，开发了一套“体育游戏100

集”。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请学生把

游戏一个一个进行演示，然后将录制

视频上传到网络，一方面指导孩子

玩，另一方面向同行分享经验。2017

年，他创编的“码书”《体育创意游戏

100个》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每一个游戏生成一

个二维码，再加上学生手绘的游戏插

图，附上游戏方法与规则介绍，就成

了一本“码书”。“码书”承载的是“码

课”，学生哪里不会扫哪里、想玩什么

扫什么，开创了互联网时代新的学习

体验。

早在2014年，洪山小学便启动了

好玩课程的开发。柳田牛走红网络

则加速了洪山小学教师开发课程的

进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课程开发

队伍中。目前，全校30多位教师开发

了自己的课程，比如《音乐创意游戏

100个》《“纸”爱首饰》《陶的世界》等，

两位教师出版了自己的“码书”。

可是，课程开发到一定程度，新

的问题又来了：这些课程什么时候

用，怎样使用？开发的微课程不是存

在教师的电脑中、发布到网络上，或

是结集成书、宣传册就可以了，而是

要将它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落地到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中来。

2018年，在一次头脑风暴中，“课

程馆群”的概念渐渐清晰。于是，从

第一间课程馆校园文化课程馆出发，

他们又建设了第二间课程馆，即体验

式培养课程馆，将学校教师的课程、

联盟校开发的微课程、技术类微课

程、应用类课程等生成二维码，并将

其融入课程海报中，海报就布置在研

究室的四周。学校在课程馆里设置

平板电脑，并给平板电脑安装各类

App，如微信、QQ、美篇、讯飞语记

等，用于教师、学生的各类培训。比

如，某个班的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合作

技能培训就可以到课程馆内，让学生

手持平板电脑，扫码学习《合作学习

36计》，边看边练习，掌握技能后再回

到班级训练，从而形成技能。

第三间课程馆是“创客空间”，有

800 平方米，这里原来是“创客梦工

厂”，现在则成了“科艺课程馆”，分为

科技、艺术两大类。学生在这里能随

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感兴趣的内

容，即学即练。

第四间课程馆是动态的节日课

程馆。学校每年都会举办各种节日

体验课程。

比如，“最美人间四月天语文节”

活动。“语文节”每年一个主题，2017

年的主题是“诗歌”，2018年的主题是

“红色经典”，学生通过一个月的主题

学习了解革命的峥嵘岁月。以往的

“语文节”，都是学校拟定活动方案，

师生根据要求参与，活动丰富，学生

参与积极，但缺少对活动的理解。如

今，各年级主任组织学科教师进行讨

论，学生也加入其中。学生根据以往

经验，提出最喜欢的学习方式：读、

唱、看、绘、演、诵、配，师生共同确定

了“语文节”框架：阅读红色故事、合

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电影、朗诵红

色诗歌、创作红色绘本、配音红色影

视、表演红色情景剧。

项目确定后，师生又商议如何

开展项目活动，定制了六大课程馆：

经典故事馆——阅读故事，童声合唱

馆——学唱红歌，时光影院馆——观

看电影，空中电波馆——朗诵诗词，

绘声绘色馆——绘本创作，“声”临其

境馆——电影配音。

师生利用一周时间对课程资料进

行整理，然后上传到网络，再制成海报

布置于馆内。操作中遇到技术难题，

教师就拍成微课，指导师生共同学习，

如“配音秀”、音频录制等操作。有了

内容、有了技术，孩子们有了选择，开

始积极行动起来。

整个节日课程将校园建设成为

课程馆，将教师开发的微课程制作成

二维码布置在校园的角角落落，实现

随处可学、扫码即学。节日课程里有

了孩子“可见的成长”。

像这样的节日课程，每所学校都

会举行，以往学校只是将它设计成一

个一个的活动，是自上而下的。现在，

从布置到实施，洪山小学有了“课程馆

思维”，工作思路发生了变化，是自下

而上的。他们从孩子的需求出发，从

教师的设计出发，变被动为主动，重新

设计学习的时间、空间。

“3 年前，我们可能在思考开发

什么、怎样开发；3 年后，我们开始思

考为什么开发、怎样运用。”叶丹说，

“这一切都是‘课程馆思维’带来的

变化。课程馆思维就是将整个校园

变成一间巨大的课程馆，师生都是

课程馆里课程的设计者、开发者和

使用者，课程馆里可体验，学习内容

可视化，学生可以依时学、随性学、

依需学。”

洪山小学在不断“创变”中实现

了发展方式的升级，主要表现在他们

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即从开发思

维转向了用户思维；开发内容实现了

从教师优势向学生需求的转变；开发

运用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向课程整合

的转变；学习空间实现了从普通教室

向“学校社会”的转变。

洪山小学建设好学校的旅程是

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由宽泛走向

具体、由想象走向可能的过程。如

果说 2014 年教师课程的构建唤醒了

教师成长的愿望，那么 2017 年“码

书”“码课”时代的到来则解决了随

时学、随处学的技术难题；而 2019 年

课程馆时代的到来，将逐步解决学

生自主学、系统学，更有意思地学的

系列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