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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中国精神的底色
□ 马 凤

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

于教育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如何开展

丰富的实践探索、形成有效的实施路

径？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金樱学校

通过多种学习方式的综合运用，取得

了一系列明显成效。

学校将语文教材中的知识点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的切入点，在

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挖掘文本蕴含的思

想，并将这些思想内化生成，指导自己

的生活，规范自己的言行，形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比如，学习课

文《尽忠报国》时，教师通过读经明意、

知人悟理等环节，采用情境再现、内心

独白等策略，让学生感受岳飞尽忠报

国的决心和勇毅，进一步引导学生结

合实际畅谈“尽忠报国”的意义和方

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教师首先要具有热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情怀和底蕴，才能更好带

领学生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世界。比如，学习文章《有趣

的甲骨文》时，教师让学生根据甲骨

文的字义特征进行国画创作，注重学

生对天地万物演变成文字过程的理

解，让学生发现文字与图画的关联，

在追根溯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源远流长。学生充分调动自己

的想象力，创作出一幅幅美妙的甲骨

文图画并当堂讲解展示。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一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比较深奥，这

就 需 要 教 师 灵 活 运 用 多 种 学 习 方

式。比如，进行古琴文化教学时，教

师先让学生对古琴拥有初步印象，然

后通过《诗经》中的“我有嘉宾，鼓瑟

鼓琴”、宋徽宗的名画《听琴图》等，引

导学生对古琴产生亲切感。教师还

会向学生展示影视作品中“孔子困

陈、蔡之间弹古琴”的片段，学生看了

感慨道：“孔子虽然身处困境，但没有

被击垮，而是用琴声滋养自己，这是

一种正道面前无畏无惧的精神，也是

一种对待困难百折不挠、乐观积极的

精神。”最后，教师播放古琴曲，有弹

奏技能的教师还可以现场弹奏一曲，

让学生静心聆听的同时在脑海中构思

琴曲所展示的优美意象和深厚情感。

通过“行走课堂”，学校让家长和

孩子利用课余时间一起开展乡俗文

化探究、历史名人探访、文化名胜古

迹巡游等文化研学活动，将学生的假

期活动与旅游、学习、体验相结合，在

实践探索和感悟中接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学校还采取线下与线

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线下主要

是参观学习，比如定期参观博物馆、

纪念馆、遗址公园等文化场所，以及

邀请文化名家、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等

活动；线上主要是利用已经建成的各

种互联网平台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活动，最大限度地拓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不能仅局限于课堂，还需要学校、家

庭、社会融合协作。学校通过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主题实践活

动，建构地域文化研学之旅，比如

“家乡民俗知多少”“探寻家乡名人

故居”“孝亲故事百家唱”“家乡特色

小吃展览”等活动，让学生走进社

区、走向社会，在主动探究中加深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要与传

统节日活动相结合，这就需要学校的

统筹安排、综合推进。比如，清明节

时，学校可以通过“经典寻清明、剪纸

表思念、寻访老战士、花店倡文明”等

活动，让学生感悟“清明精神”；端午节

时，学校可以围绕“传承屈原精神，传

递家国情怀”等主题，举行“系彩绳、讲

屈原、做香囊、包粽子”等一系列活动；

中秋节时，学校可以开展“月饼工艺品

制作、饼店体验动手制作、我献月饼给

家人、月饼故事创意大赛”等活动，让

学生在活动中了解传统节日，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元。

只要用心体验、用心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就是生动活泼的，

就能以栩栩如生的形象走进学生心

里；只要不断创新机制、丰富内涵、突

出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会

在学生心底打下中国精神的底色和

文化烙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高新

区金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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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国家课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以及综合

运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生活问题、自

主获取知识的能力。为了坚持教育

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江西

省吉安县君山小学从“主题选择乡土

化”“组织实施项目化”“课程设置常

态化”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综

合实践活动研究。

主题选择乡土化

一切环境都是资源

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学校提炼

出一个观点：环境即资源。如果以教

育的眼光看待环境，一切环境都可以

成为教育资源。利用校园和校外资

源，学校开辟了 8 类综合实践活动主

题，以期不断积累、持续发展。

植物观察类。学校以了解“校园

植物朋友”为主题，组织学生有目标、

有计划、有记录地观察研究校园的“植

物朋友”。比如，学生会观察记录一年

之中松树什么时候长得快、能长多少

厘米；松树花什么时候开放，有哪些特

点；松果怎样长大、松子如何传播；等

等。从建设课程资源角度出发，学校

在每年植树周活动中特意增加新的植

物品种，既美化了校园环境，又丰富了

课程内容。此外，每年都有一些野生

植物在校园某个地方冒出来，只要不

是长在实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学校都

尽量保留——这可是大自然的馈赠。

一年春天，学生在给葡萄除草时发现，

靠近葡萄藤根部的地方长出了几株奇

异的小苗，与一般的杂草截然不同。

这是什么苗呢？春去夏来、夏去秋来，

学生发现原来是几株南瓜苗，于是又

持续观察研究南瓜叶、南瓜藤、南瓜花

等，还在想象这些南瓜苗来自哪里，又

发生了哪些故事。

动物观察类。校园内外很容易见

到各种小动物，学校便以了解“校园动

物朋友”为主题，将观察蚂蚁、蝌蚪、瓢

虫、蝴蝶、蚯蚓、蚱蜢等活动纳入课程

范围。有些资源是天然的，有些资源

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比如小龙

虾、青蛙、鳝鱼、泥鳅、鲫鱼等。教师组

织学生用陶罐或塑料桶把这些动物养

起来，便于课后的观察和研究活动。

气候观察类。学校将百叶箱摆

放在室外，箱内放置了温度计和湿度

计，旁边还放置了雨量器，这样就形

成了一个简陋的气象角。学生成立

气象观测小组，日常观察的主要内容

包括天气、温度、湿度、风力、雨量等，

还要把每个月的观测数据进行整理

和比较，研究变化趋势以及天气对动

植物的影响。学校还进一步与县气

象局合作，组织学生去气象局参观考

察，了解气象科技动态，同时邀请气

象预报员进校宣传指导。

植物栽种类。学校开辟了一片

菜园，学生在此栽种萝卜、辣椒、花

生、番薯、向日葵、百香果等，一边劳

作一边研究。学校四季鲜花盛开、瓜

果飘香，这一切都成为学生探究自

然、积累知识的学习资源。

调查探究类。利用周边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观，学校以了解“社区

的变化”“校外的变化”为主题，组织

学生开展各种有关“变化”的调查探

究活动。比如，学生开展古树保护现

状调查、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调查、家

乡溪流调查、家乡特产调查、家乡习

俗调查、水土流失状况调查等活动，

在活动中不断增长见识。

参观考察类。学校周边有各类农

产品基地，比如葡萄园、蜜柚园、火龙

果园、百香果园、草莓园、黑木耳生产

基地、大棚蔬菜生产基地等，还有各种

企业、工厂，比如光伏电站、服装厂、电

子厂等，城区还有科技馆、公园、纪念

馆、博物馆等，这些场所正是学生开展

参观考察活动的重要资源。学校将校

内学习研究与校外参观考察结合起

来，学生带着问题去考察，在考察中深

化研究，进而生成新的研究问题，推动

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延展。

设计制作类。学生年龄小、经验

少，不会过多受到既有观念束缚，往

往能发现和提出生活中一些有趣的

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利用这

些问题进行设计制作，尝试从一些新

颖的角度解决问题。比如，教师带着

学生研究老丝瓜的用途；研制升降玻

璃擦、婴幼儿专用筷子；开展制作叶

画、玩具 DIY、设计校服等制作活动。

学校认为，多给学生一个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的机会，多给学生提供动手

操作、动手实践的机会，也许就能更

好培养学生创新创造的精神。

生活体验类。学校有意识让学

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参与真实的社

会生活，体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学

会应对生活的态度和方法。比如，为

了把豆芽卖出去，学生会努力与他人

打交道，努力把豆芽培养得更好，努

力解决豆芽培养和售卖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学生

感受到生活不易，当然也有挣到人生

“第一桶金”的喜悦感和成就感。

组织实施项目化

在特定情境中学习

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以

一个个项目的形式组织实施的，这种

项目化学习设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

有利于学生将已获取的碎片化知识

和能力模块耦合链接起来，有利于创

造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师生与社会

之间的沟通交流机会，有利于增加学

生创造性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活动项目一般分为项目策划、项

目实施、项目应用、项目展示等阶段，

以研究“校园植物朋友——桃树”为

例，各阶段的具体做法如下。

项目策划阶段。这个阶段需要

解决“为什么做这个项目”“需要做什

么项目工作”“怎么做这个项目”“怎

么做好这个项目”等问题，需要开展

以下具体教学工作：营造一个适当的

关于桃树的情境；组织学生围绕桃树

提出想研究的问题；指导学生制订研

究相关问题的项目实施计划；指导学

生确定各种学习行为和学习“产品

（作业）”的评价标准；指导学生准备

与项目相关的各种资源；等等。

项目实施阶段。教师在这个阶

段需要指导学生按照制订的项目实

施计划，开展各种研究学习活动。学

生会查找相关资料，尝试解决各种关

于桃树的问题并做好研究记录，为随

后的撰写研究报告环节做准备；开展

持续的观察桃树、管理桃树活动，包

括拔草、松土、施肥、育苗、病虫害防

治、剪枝、采摘桃子、举办桃花节等，

每次开展活动都要拍照记录。在这

个阶段，一些教师存在一个误区，就

是停留在动手操作层面，仅仅组织学

生 练 习 一 些 实 践 操 作 的 技 术 或 方

法。其实，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新能力，一定要重视研究性学习

和实践，这些能力往往是在“研究”过

程中慢慢形成的。

项目应用阶段。教师指导学生把

在研究桃树过程中学到的知识和技

术，应用于自己家或者亲戚朋友家的

桃树上，把关于桃树的文创作品（比如

关于桃花的画作、描写桃花的诗词书

法作品等）赠送给朋友、张贴在指定位

置，还可以表演含有桃树元素的情景

剧，将这些情景剧拍成短视频发布到

网上。在这个阶段，教师还要指导学

生运用各种评价工具进行自评，从而

提高学生的项目研究水平。

项目展示阶段。教师组织、指导

学生撰写关于桃树的研究报告；举办

项目成果展示会；听取其他学生和教

师的反馈意见；给其他开展桃树研究

的学生提供建设性意见；总结自己在

桃树研究中的收获和不足；等等。

课程设置常态化

让学习更加真实深入

为了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更加

深入、更加真实，学校开展常态化综

合实践活动教学，主要体现在活动全

体化、课时固定化、教师队伍齐整化、

保障制度规范化等方面。

活动全体化。学校开发了各个

学段的综合实践活动校本用书，没有

经验的教师可以参照校本用书开展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可以与学生一

起自主开发新的主题。因此，各年

级、各学期都可以常态化开设包括固

定项目和自选项目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

课时固定化。学校一、二年级各

班每周 2 节综合实践活动课，四至六

年级各班每周 1 节综合实践活动课。

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让学生觉得“很

有意思”，所以学生在课间、下午放

学、周末等时段也会自主开展活动。

教师队伍齐整化。学校先是集

中培训教师怎样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然后教师边教边学、边学边教。在综

合实践活动研讨会上，相关教师定期

交流发言，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困惑，

学校希望每个教师都成为可以单独

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专兼结

合”型教师。

保障制度规范化。与其他学科

的教学管理一样，学校建立了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管理制度并定期进行考

核。教师设计的综合实践活动方案，

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照片、记

录、作品等，都将以各种形式存档，提

供给有需要的师生分享使用。

综合实践活动是学生喜爱的课

程，学生在实践中有发现、有创造、有

收获。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眼

光不能仅停留在如何设计课程、如何

指导学生操作，而是要让学生从课程

中受益，让学生拥有研究经验、具备

学习能力、怀有创新梦想。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吉安县君

山小学）

山东济宁兖州区：

探索劳动教育新路径

本报讯（通讯员 陈芳 杨福海）

日前，山东省济宁市劳动教育课程

标准学习研讨会暨劳动作品成果展

在济宁市兖州区召开，旨在深入落

实《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

版）》要求，推动基于学科核心素养

的课程改革，探寻更多新时代、新课

程理念下劳动教育落地的有效实施

策略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专业

技能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

“ 劳 动 创 造 美 ，劳 动 点 亮 梦

想。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

和实践基地建设，积极探索劳动教

育新路径，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融入学生日常生活学习

各方面，全面提升学生劳动素养。”

兖州区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郭庆

瑞说道。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

琼的报告《素养为本的劳动课程设

计与实施》、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研员王秀玲的报告《新时代实施

劳动教育的误区与建议》都让与会

人员获益良多。兖州区教育教学研

究中心陈芳、济宁市第十五中学刘

霞等 6 名骨干教研员、教师进行了

“绳结”“剪纸”等中小学劳动教师基

本功培训和展示，兖州区东御桥小

学、梁山县第五实验小学等 6 所学

校分别以主题讲座的方式分享了学

校劳动教育的实施和特色实践活动

经验。

“为了做好劳动教育，一方面要

加强理论引导、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师资培训，安排有劳动技能和经验

的教师担任劳动课教师；另一方面

要指导各学校开辟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为学生开展劳动教育提供场地

条件。”兖州区教育教学中心主任苏

公兵说道。

四川成都龙江路小学：

“悦”动桥之韵

本报讯（通讯员 胡兴迪）“安

顺廊桥，蓉城一宝；历史悠久，世人

称道……”语文教师李怡、音乐教师

杨晶双师同堂，带领学生打着音乐

节拍唱出创编的童谣。在四川省成

都市龙江路小学开展的“成都—杭

州两地‘桥’之项目式学习研讨活

动”现场，学生把“初见桥”“走进桥”

“认识桥”“爱上桥”“制作桥”“推介

桥”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随后，科

学教师刘玥带着制作组的学生，基

于“学校门前即将建造一座桥”展开

思考实践，用 VR 实景体验的形式

带领学生走进自己制作的桥。一座

座形态各异的桥运用了科学、美术、

信息科技等学科中的知识，涵盖了

历史、文化等多样元素。同一时间

的不同时空，浙江省杭州市绿城育

华亲亲学校的科学教师陈艺璇、王

国满带领学生通过远程互动的形

式，展示了主题为“桥梁的创意搭

建”实践课，现场手工制作桥梁模

型，为城市公路桥的“招标会”做好

准备。

龙江路小学教导主任李婷梅介

绍了学校开展项目式融合教学的缘

由和历程，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院长李松林、西南交通大学副

教授邓开来、成都市教科院教育大

数据与监测评估研究所副所长陕昌

群、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办公室

副主任萧琪等在现场点评了学生的

作品，提出了优化和建议方案，希望

可以推动学生从“解题手”向“设计

师”转变。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宗余、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也以视

频寄语的方式向学生送来祝福，希

望他们“长大后能为国家作出更大

的贡献”。

“我们将继续通过项目式学习，

以解决真实问题为任务驱动，通过

家校携手实现‘五育融合’，助力学

生成长。”龙江路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杨尚薇表示。

一线动态 学生观察葡萄藤根部长出
的几株小苗，师生共同开展水
土流失状况调查……校园内外
的各种资源都被江西省吉安县
君山小学利用起来，学校将劳
动教育、跨学科学习、项目化学
习等融合在一起，常态化开展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综合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生观察研究竹子的生长学生观察研究竹子的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