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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图纸

学校党史教育课程的建构策略
□方红缨 黄 宁

我的课程观

课程故事

伫立窗前，眺望着满天飞舞

的 雪 花 ，这 是 2022 年 的 第 一

场雪。

当指针指向 10:20 的时候，

我穿行在雪花飘落的美好意境

中，向我的职场——操场走去，

这是新年第一节体育课。整个

操场唯有跑道被雪覆盖着，足球

场仍然原色裸露，这就是大自然

造化的奇妙。

下雪了，新年第一节体育课

怎么上才能增添一点色彩，才能

在浓厚的仪式感中给学生留下

挥之不去的记忆？

学科融合不是写在纸面上，

而是落实在行胜于言的具体行

动上。其实，对于体育课来说，

大自然何尝不是丰厚的教学资

源呢，眼前跑道上薄薄的积雪，

不就是天然的大画板吗？我灵

机一动，今天何不让学生在冰雪

天地中尽情创作，给这节别开生

面的体育课融进文化底色。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学生：

“大自然给予我们天造的画板，

今天请你们把美术课、书法课、

语文课搬进体育课堂，把你们大

脑中的灵感、手尖上的智慧都镌

刻在雪地上。你们可以画漫画、

素描，可以写诗、写格言，把心中

最美的想法呈现在眼前这张特

别的画纸上。”

栩栩如生的素描、幽默有趣

的漫画、鞭辟入里的格言……学

生开心地在跑道上创作。一个

学生这样写道：“科学是纯洁而

严谨的。科学起源于无穷，也归

属于无穷，在负无穷到正无穷之

间贯穿始终。”我好奇地问：“你

是怎样想到这句话的？”他说：

“这样自由自在的课堂，让我的

灵感随时随地迸发。”教师为什

么要给学生留白，我从这个学生

的回答中找到了答案。

学生欢天喜地展开创作，体

育委员乐此不疲给大家拍照，我

和他们一起融入赏心悦目的画

面中。创意是师生间的灵机一

动，在随机应变中迸发，不经意

间我竟然把诗情画意、审美育美

都写在了体育课堂里。

第一节体育课是经验，第二

节体育课就要有所提升。每一

次教学设计都是在发现中不断

完善的。第二节课是文科班体

育课，我又给他们找到了新的创

作园地。学圃园的悠悠小径是

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人和树

与白雪相融，更能激发学生丰富

的想象和创作的灵感。“白沙滩

里洒下来的白飘带，日光姑娘赐

予它名为‘希望’的金圣衣，旷野

里的白鸽隐匿在孤单的森林里

形单影只，唯有几片枯叶飘零在

单薄的白地上，讲述心房里埋藏

的奥秘。去寻找吧，秘密就在白

沙滩的深处。”这是一个学生有

感而发写下的文字。

学生的文字、绘画、创意让

我惊喜连连。新年第一个飘雪

的日子，这节别开生面的体育

课，让我深刻体会到学科融合后

体育课堂的育人魅力。

当我把这节课的照片发到

朋友圈，许多同行点赞评说。一

位教师说：“什么是创新？创新

源于对自己事业的热爱，并从中

感受快乐。”另一位教师为我的

学生点赞：“这是一群雪地里的

小画家。”

教书育人就在精心设计的

情境里，学科美育就在课堂潜移

默化的渗透中。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辽阳市

第一高级中学）

从午餐后到下午上课有将近2小

时，如何让学生午间快乐地玩起来？

“双减”背景下，浙江省台州市文渊小

学关注到学生中午的时间安排，通过

新生入学前的“大走访”，倾听家长和

学生的心声——学生和家长都不喜

欢中午时间在作业堆里度过。于是，

学校决定开设“午悦”课程。午悦，顾

名思义“快乐的中午时光”。

课程理念

台州依山面海，地势由西向东

倾斜，山脉连绵，水穿城而过，是浙

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缩影。文渊

小 学 依 托 台 州 地 域 文 化—— 山 文

化、水文化，以“仁山智水”构建学校

核心文化，建立“仁智教育”特色课

程群。

“仁智教育”特色课程群包含仁

山课程和智水课程两部分，仁山课程

是自主性、创造性、拓展性课程，智水

课程是科学性、规范性、基础性课

程。作为“仁智教育”特色课程群的

重要组成部分，“午悦”课程基于教育

的自然规律和学生的成长规律，精选

课程并形成可供学生学习游乐的课

程场所，让学生享受富有童真、童趣

的校园生活。

课程目标

1. 通过小学六年“午悦”课程

的学习，达到欣赏名曲 100 首、名画

100 幅、经典电影 100 部，阅读经典

哲学、经典名著“桥梁书”各 100 本，

聆听经典报告 100 场，即 6 个 100 的

课程目标。

2. 通过“午悦”课程个性需求

的多样选择，实现“让每个生命自

由舒展，让每个灵魂屹立巍然”的

课程理念。

3. 以《仁智成长手册》为抓手，建

构“午悦”课程的评价体系，全面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

课程实施

一是学校安排。学校统筹课程

设置，选拔师资队伍，制定各种评价

制度，让课程实施落到实处。学校将

中午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组织学生在教室午休40分钟，第二

阶段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与

1 小时“午悦”课程，重新整合原来的

社团活动——动手动脑的活动安排

在“午悦”课程，大运动量的活动则安

排在课后服务时间。课程教学处按

照不同年级的学习目标、不同学生的

兴趣爱好设计课程实施方案，安排了

阅读、电影、茶艺、古筝、围棋、硬笔书

法、国画、剪纸、超级魔法、尤克里里、

葫芦丝、专注力训练、小小主持、少年

牛顿、布艺、科学实验、乐高、电脑编

程、古诗吟唱、创意撕纸等37门课程，

涵盖传统技艺、表演艺术、视觉艺术、

科学等项目。

二是教师安排。学校明确职责

和授课目标，准备授课计划，拟订授

课预案，推出学生喜欢的课程内容并

根据选课情况组建班级。课程由校

内教师统领，专业方面的教学目前以

外聘教师为主。

三是学生安排。学生在平台上

选择课程，了解授课规则。其中，阅

读和电影课程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全

体学生参与，阅读安排在阅览室，电

影安排在报告厅。受场地限制，阅读

课程 4 个班同时进行，由语文教师引

领，电影课程1个年级段同时进行，由

年级组长引领。

其他课程以选课走班的方式进

行，每个学习项目人数限定在 16 人

以内，于是选课成为关键。一开始

课程教学处在开课一周前公布课程

目录，选课工作交给“课程管家”，有

的是家长根据喜好帮孩子选择，有

的是学生自己凭感觉选，还有的学

生因规定的时间没有抢到心仪的课

程而接受学校分配。课程开展不

久，一些学生发现所选课程与想象

中的差距较大，出现了大量申请调

换课程的情况。于是，学校选择一

个学生做课程“代言人”，给每个课

程录制一段小视频。选课的学生观

看课程小视频，结合自身的兴趣爱

好确定要选择的课程，还可以利用

选课软件进行“抢课”。

学校重点搭建“学用说”实践平

台——“童心说事”，学生用演讲的方

式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思

考。这是真正属于学生自己的舞台，

台上台下的主角是学生，台前幕后的

主角也是学生。只要学生敢于当众

讲话，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魅力，就

可以报名参加；只要学生有特长、有

爱好、有心得，舞台就属于他们。学

生确定主题，寻找资料，设计海报和

邀请函，购买纪念品……学生从准备

到演说的过程中突破了自我，提高了

完成复杂任务和解决综合问题的实

践能力。

课程评价

“午悦”课程的学习内容具有开

放性，学习方式具有实践性，学习效

果兼有显性和隐性成分。学校依托

《仁智成长手册》，分年级对学生进行

“每月一评价”，在各个评价阶段设置

评价项目，每个评价项目再设置具体

的评价要素，这样既关注了显性学习

效果，也关注了隐性学习效果。

学校既重视过程性评价，也重视

结果性评价。教师组织学生展示学

习成果，或在新生入学时展示，或在

散学典礼上展示，以展示促学习，以

展示促分享。不同个性的学生都能

找到提升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

为了体现客观和全面，评价由学

生自己、同伴、教师、家长共同参与，

学校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倡导评价参

与者以尊重为核心，用欣赏的眼光合

理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台州市文渊小学）

校园里的“午悦”时光
□孟林青 马三保

汉字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多次

演变，字形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让

学生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山东省昌

邑市凤鸣学校积极探索，开展美术新

课程——汉字浮雕。

课程主要运用超轻土的特性粘

贴在纸盒上面，学生利用捏、揉、拉等

技术塑出汉字的形状。在制作过程

中，学生使用黑色黏土打底，彩色黏

土做汉字，最终呈现的浮雕效果既体

现汉字的传统形式，又融合了有趣的

现代风格。课程不仅激发了学生的

创造性，而且宣扬了中国汉字文化的

博大精深。 （刘凯凯/图文）

晒成果

学中国
做 浮雕

当前，小学生党史教育在国家课

程、地方课程中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课

程门类，只是在语文、道德与法治等

学科中有所涉及。因此，小学生党史

教育要想真正取得实效，必须依据区

情、校情建构系统性课程。为此，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以“责信德

育”为基础，开发了江岸区小学党史

教育课程——“传承红色基因，做江

岸美好责信少年”。

时代性。课程建构应紧紧围绕

革 命 年 代 的 井 冈 山 精 神 、长 征 精

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新中国

建设中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等，改革

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创新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等，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探月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等展开，从不同历史

时期看党和国家的发展，每一种精

神 背 后 都 有 着 深 刻 的 时 代 烙 印 。

这样的课程建构可以让学生了解

历史上的艰难困境和时代的进步，

深入领悟每一种精神的思想内涵

和时代价值。

整体性。“一事一物皆教育，时

时处处有课程”。课程设计应坚持

整体性原则，从大课程观的视角全

方位思考课程内容与形式。比如，

学习江岸区自主设计录制的《党旗

党徽放光芒》《红军不怕远征难》《世

界战“疫”看中国》等红色微视频，品

读赏析《红岩》《红日》《红旗谱》等红

色书籍，观看《闪闪的红星》《小兵张

嘎》《上甘岭》《开国大典》等红色电

影，开展红色场馆研学活动，组织各

类红色主题的班会、队会、校级活动

以及各类红色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等。区教育局充分挖掘课程资源、

寻找课程元素、优化课程形式，让学

生的心灵、思想、情感在红色课程中

浸润、净化、升华。

系统性。课 程 实 施 要 思 考 目

标、内容、评价、管理等要素，区教

育局对于课程内容的选择，每一板

块的课时要求，课程实施的具体方

式、评价原则及注意事项等都作出

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红色微课

明确规定每周 1 课时，利用夕会、班

会时间进行；红色阅读结合语文学

科课外阅读要求，根据不同年级学

生的认知特点选定红色书目，利用

课余时间、节假日分年段推介阅读

内容；红色电影周在暑假进行；主

题活动全年至少 4 次，其中班级两

次、校级两次；红色研学在国家规

定的研学课时中落实，每学年 4-5

天；等等。课程实施要与学校特色

教育活动有机结合，避免加重师生

负担，避免党史教育与学校常态教

育脱离等问题。

本 土 化 。“ 一 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课程资源应充分重视家乡文

化、地域文化、区域文化、校园文化

在学生成长道路上不可估量的影

响 力 。 江 岸 区 素 有“ 武 汉 的 雨 花

台”“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的美誉，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中共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旧址纪念馆、汉口新四军军部旧

址纪念馆……各类红色场馆都是重

要的课程资源。

整合性。课程内容主要从三个

维度进行整合：一是课程类型整合，

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

的党史教育内容有机整合；二是跨学

科横向整合，将相近学科中的党史教

育内容以项目式学习的形式整合在

一起，释放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三是

学科内纵向整合，从小学道德与法治

学科的整体出发，梳理学段和学科的

核心概念、知识点、重难点等，进行加

工、归纳、整合。

儿童立场。课程教学切忌形式

化，一定要坚守儿童立场，基于儿童

经验，由难化简、深入浅出，不断实

现高尚道德情感的自主建构。江岸

区小学 30 节红色微课中，低年段聚

焦建党百年人物，以“寻、晒、颂、听”

的方式呈现人物形象，让学生知晓

建党历程中的伟人与英雄；中年段

展现“行走红色江岸”研学活动，党

员教师带领学生寻访红色场馆，讲

好研学故事，汲取红色精神；高年段

从儿童角度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征

程中的重要事件，从中国共产党的

建立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战

争的艰难险阻到抗美援朝的艰苦卓

绝，从新中国奋发图强到抗疫成果

世界瞩目，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历史。

德育要指向学生行为，江岸区

党史教育课程倡导学生走进社会

这个大课堂，以党史学习中汲取的

精神营养指导自己的行为，积极参

与各类红色志愿服务，为身边的人

奉献爱心，通过不同的社会体验践

行时代担当。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江岸

区教育局）

20222022
别开生面的别开生面的

第一节体育课第一节体育课
□吴俊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