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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一犁春雨挟书耕
——记江苏省无锡市石塘湾中心小学“快乐劳动者”课程

□ 高敏康 邓志琴

阅读需要释放“认知天性”

湖北武汉江岸：

开展德育课例分享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国涛） 5 月

25 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教育局

在长春街第三小学召开国家级重点

课题“基于‘五育融合’理念的责信

德育课程建设研究”课例分享会，全

区中小学校校长代表、德育干部代

表、班主任代表参会。江岸区政府教

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余蓓致辞，期望

各学校将责信德育做实做深，把责信

的种子播撒到每个学生的心田。沈

阳路小学、模范路小学、三眼桥小

学、鄱阳街小学等作为代表向与会者

展示了实践类德育课例的第一阶段

研究成果。

沈阳路小学课例“红领巾小小楼

栋长”旨在将德育课例从重理论研究

转向实践与创新，关注学生熟悉的生

活场域，以社区生活为德育实践的现

实样态。模范路小学课例“小民警”

立足学生全面发展，结合学校生命教

育特色，在“五育融合”理念下开展

“跟‘警’脚步，体验职业”的沉浸式

职业体验活动。三眼桥小学课例“乐

种植·悦成长”让学生在种植养护实

践活动中培养自信心、增强责任感、

践行价值观，做到人人参与，各有所

获。鄱阳街小学课例“学做杏林小郎

中”通过平台搭建、课程设置、资源

整合、探究体验、成果宣传等步骤，

让学生把中医药文化知识带入家庭

和社会。

据悉，课题组还将开展思政课

例、学科课例、管理育人课例、协同育

人课例分享会，从中提炼出科学高

效、有推广价值的现代育人模式。

山东淄博博山中学：

共赴特色课程“早市”
本报讯（通讯员 郇正辉） 煎、

炒、蒸、煮、炸齐上阵，一场“不负好食

光”的博山美食文化盛宴让人大饱口

福；“种植、养殖小达人”的蔬菜与绿

植带着科技感展示出来，引人注目；

琳琅满目的商品在义卖区掀起校园

赶集潮，连近日爆火的淄博烧烤工具

也走进了集市……日前，一场来自山

东省淄博市博山中学的特色“早市”

吸引了全省500余名校长、教师观摩

学习。

由山东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

究专业委员会、淄博市教育局、博山

区人民政府主办，博山区教育和体

育局、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淄博市

博山中学承办的山东省第七届初中

校长质量建设大会暨博山中学“五

育融合·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博山

中学举办，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巡视

员刘凤山、齐鲁师范学院教师教育

学院院长毕诗文、山东省青岛市即

墨区教体局副局长李志刚等出席开

幕式。

毕诗文在主题报告《新时代高品

质学校建设的理念与方向》中从学校

育人路径谈起，明确了高品质学校的

四个特征。进而结合新时代典型特

征，指出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建设的方

向和理念，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新时代

学校高质量发展如何将“五育融合”

落实到课程、文化、管理之中。

博山中学校长赵国良介绍了学

校“五育融合”理念下高品质发展的

探索经验，重点阐述了确立“五育融

合”课程的目标体系、构建“五育融

合”课程的结构体系、形成“五育融

合”课程的实施路径、教育信息化助

力“五育融合”等方面的实践之路。

学校注重劳动教育与博山地域饮食

文化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以“种植园

—厨艺课—美食节”为主线的特色劳

动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品味人间烟火

的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会议期间，来自淄博、潍坊、东

营、青岛等地的十余名校长还分别就

学校文化、新时代课堂改革、乡村教

育振兴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经验分

享、交流研讨。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认知天性”

在教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

何通过“认知天性”提升学生的阅读

兴趣，进而帮助学生扩大阅读范围、

发展阅读策略？作为教育者，可以从

“选什么书”“谁来选书”“怎样读书”

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在阅读中学习阅读

目前，一些学校在开展整本书阅

读课程中，所选择的书目主要分为三

大类：第一类是教材中“快乐读书吧”

的相关内容，比如统编语文教材六年

级下册的《鲁滨孙漂流记》；第二类是

教材中课文拓展出来的整本书，比如

学习《刷子李》时，教师便会引导学生

阅读《俗世奇人》；第三类是学校的校

本课程书目，由学校语文教师团队共

同商议决定。

以“快乐读书吧”为例，一至六年

级分别涉及的阅读种类有儿歌、童

谣、儿童故事、童话、寓言故事、神话、

科普作品、民间故事、古典名著、成长

小说、世界名著等，从入选书籍类型

比例上不难看出，“快乐读书吧”的书

目选择是偏文学的。教材中的延伸

书目和学校校本课程书目，也会出现

文学书目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其

实，根据阅读的常规分类，一般可以

分为：知识性阅读，取材主要来自报

纸杂志或百科全书；文学性阅读，取

材主要来自短篇故事、小说、诗、戏

剧、短文等，还包括古典和现代文学

作品；说服性阅读，取材来源包括演

说词、社论、评论、广告等；实用性阅

读，取材来源包括时刻表、说明书、产

品保证书、申请书、消费手册等。

多样化的练习才能促进知识的

活学活用，学生的阅读也应该包含真

实而丰富的阅读文本，所以改变学生

阅读类型的单一化是构建阅读课程

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阅读同样需

要营养均衡，教师可以给低年级学生

提供一些图片较多的非虚构类文本

进行兴趣激发，到了中高年级再逐渐

过渡到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所占比重

接近的样态。

成人隐藏在背后

如何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从

这个问题出发——学生读什么书、谁

来替学生选书，这是一个最应该反思

讨论的问题。

目前，许多学校的阅读书目往往

由语文教师来推荐，他们根据已有的

知识、经验、观念为学生挑选自己认

为最适合、最精良的书籍，但是作为

学习主体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性

别、年龄、兴趣、偏好，适合他们的书

籍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然而，在阅

读书目的选择方面，学生几乎没有发

言权。

作为更成熟的阅读者，成年人的

选择固然重要，但学习主体对于学习

内容的自定和同伴之间的互相商定，

很明显应该是更重要的参考选项。

有的学校会将许多新书放在学生触

手可及的地方，并不进行刻意引导和

宣传，而是暗中观察、默默记录一段

时间内学生的借阅情况，然后再决定

对哪些书进行重点推荐，这不失为一

个可以借鉴的方式。

当然，学校还是要对学生的阅读

书籍进行甄选，只是不要大包大揽。

教师要耐心听从学生的想法，这不仅

是对大多数学生阅读品位的尊重和

信任，而且是帮助学生建立以个人兴

趣和需要为中心的蛛网式知识结构

和实现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

培养独立的阅读者

阅读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独立的阅

读者，即离开学校的学习环境、离开父

母的督促、离开教师的指导，阅读者依

然对阅读充满兴趣，掌握不同文本的

有效阅读策略，具有能够持续不断独

立阅读整本书的毅力、借助阅读解决

实际问题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以这样

的目标来评估整本书阅读课程，教师

和学生的角色定位、教学模式、评价标

准等都需要进行调整。

教师不应再是知识的绝对权威

者，而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共同分享

者、示范者、组织者，学生不仅是学习

主体，也是学习分享者和自我责任

人。教学模式也应该从教师提出话

题、学生参与回答，转向自主学习、协

作学习、支架式教学、抛锚式教学

等。相关学者对阅读模式进行了比

较深入的探索，有三种阅读模式是流

传最为广泛的：自下而上模式、自上

而下模式、相互作用模式。

自下而上模式指阅读者从文本

的基本组成单位着手，通过逐层辨

认、组合这些元素达到建构文本意

义的目的。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

许多教师认为学生的阅读一定要从

认字、识词、读句、阅段开始，最后才

过渡到整篇文章的学习。不过随着

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这种

自下而上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也日

益暴露出来。

自上而下模式指出，阅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不必完全掌握字词、句子，只

需要掌握关键字符，然后根据已有的

知识经验和图式进行预测、揣摩，最后

建构意义。这种模式后来也受到一些

质疑，认为可能会导致学习者阅读文

本时出现困难甚至误读文本。

相互作用模式则是自上而下阅

读与自下而上阅读的结合，两者结合

才能揭示阅读的实质过程。怎样才

能释放学生的“认知天性”，营造高质

高效又充满趣味的整本书阅读课堂

呢？我认为不妨打破现在比较流行

的推荐课、推进课、交流课、拓展课等

常见模式，构建“回忆—提问—交流

—拓展”模式。

“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之

一”，但是这里的“考试”不是出一张

试卷问“猪八戒的耙子有几根钉”“夏

洛留下了几个孩子”“秃鹤的村子里

种了什么树”，而是让学生读完一章

或整本书后，用回忆的方式把记住的

细节用思维导图表示出来。这种“自

己考自己”的方式可以加强学生对书

中内容的记忆。在回忆过程中，学生

释放“学习天性”，变被动为主动，极

大提升了对文本的理解和建构能

力。接下来，每个学生可以在空白纸

上写下自己的问题，然后全班交流，

选出最有价值的问题一起讨论，最后

根据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开启跨学科

或单学科拓展活动。

总而言之，只有释放了学生的

“认知天性”，才能让学生的阅读能力

持续而长久地发展下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珠海市高新

区金鼎第一小学）

读破万卷

发现美好课程

江苏省无锡市石塘湾中心小学

地处江南水乡，周围良田成片、沟渠

纵横，学校北墙外有一块占地七八亩

的“葑溪耕学园”劳动实践基地，那里

是学生劳动的乐园。在这片乐园里，

学校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

趣，以“耕”为核心，向“学”的方向打

开，形成涵盖劳动、学习、生活的完整

链条，着力构建“快乐劳动者”耕学课

程体系。

快乐小农夫
田园里的熏陶

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开设“豆田

小能手”“菜地小蔬农”“花圃小园丁”

“田间小达人”“果园小卫士”“护绿小

标兵”等系列课程，让学生利用劳动

课、兴趣小组、课后服务等时间全员

参与种植，沉浸自我、享受劳动，成为

一个个称职的“快乐小农夫”。

二年级开设“菜地小蔬农”课程，

教师带领学生种植青菜、萝卜、包菜、

黄瓜等果蔬。在一节常规劳动课时

间，学生来到耕学园的蔬菜大棚，在

这里体验劳动和收获。学生一丝不

苟地翻土、挖坑、播种、施肥、浇水

……在整个植物生长期间，还有小小

“特派员”定期清理杂草。看着青菜、

萝卜、牛心包菜等渐次破土而出，耕

学园里一片欢呼、一派生机。

三年级开设的是“花圃小园丁”

课程，学生化身为园丁，投身于格桑

花、向日葵、百合花、风信子等花卉的

种植中。学生曾经学习过《植物妈妈

有办法》一文，这让他们对植物种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教师带着

学生在校园里寻找蒲公英，拉开了

“花圃小园丁”课程的序幕。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搜集资

料，学生将选好的种子种进小花盆

中。他们精心照料自己的种子，为种

子的发芽而惊喜，为花苞的绽放而欢

欣，还有的学生制作了图文并茂的

“观察日记”。

小花盆的种植经验让学生有信

心大干一场，他们向学校申请了一块

试验田当作花卉园。刚开始，花卉园

的土质不适合大部分花卉生长，学生

便拿起锄头将花卉园的土质改造了

一番。接下来就是播种、浇水、施肥

的过程，没有让学生等太久，百日草、

风雨兰、郁金香、格桑花、香雪兰等花

卉便陆续钻了出来，花卉园一片欣欣

向荣。

根植于土地的生命体验是大自

然的礼物，是每个学生价值观养成的

重要基础，学校通过种植课程让学生

浸润在乡土的情怀中，让他们时时处

处感受着劳动的熏染，在他们心中播

下劳动的种子。

快乐研究员
书本里的启迪

秉持“耕以载道，学以致用”的办

学理念，学校在日常教学中也会围绕种

植活动，让学生融合多门学科开展问题

研究。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学校开

展“豆豆成长记”“与蔬菜有约”“花语研

习社”“谷物档案馆”“水果缤纷营”“拥

抱成长林”等课程，通过跨学科学习的

方式培养一批“快乐研究员”。

在四年级的科学课上，教师带领

学生查阅资料，认识“二十四节气”，

分组讨论想要种植的谷物，然后介绍

不同谷物在不同节气下的生长规

律。接下来，教师介绍传统农具的使

用方法，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提高产

量，学生通过学习到的知识预估谷物

产量并给出相应的改进方案。这是

“谷物档案馆”课程的主要内容，学生

还会学习与谷物有关的谚语，研究当

地谷物的成长规律，感受现代农具与

传统农具的区别。

今年三月，学校“春播节”系列活

动拉开序幕，各班学生代表、家长代

表、教师代表纷纷来到劳动基地中的

“葑溪成长林”，种下了一份绿色的希

望。学生先以小组为单位调查研究

常见的树木，比如银杏树、罗汉松、枫

树、桂花树等，然后选择“葑溪成长

林”中的一种树苗两个月观察一次，

测量树苗的宽度、高度并制成统计

表，获得树木生长的实际数据。一段

时间后，组长汇报本组统计的树木生

长规律，研究每一种树木的用途和价

值。最后设计保护树木的宣传标语，

呼吁大家保护树木、珍惜环境。这是

“拥抱成长林”课程的整个过程，贯穿

学生三年的学习生涯，让学生感受到

获取知识的路径绝非只有课本，让学

生体验到“劳动是有意义的学习，学

习是有思想的劳动”。

快乐生活家
生命里的丰盈

劳动教育的重要目的是让学生

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学校开展了

“豆趣盎然”“舌尖蔬味”“花开烂漫”

“五谷丰登”“果然有道”“博览群树”

等有意思、有意义的劳动课程，让学

生围绕种植活动，融合生活实用，展

开创意表达。

清明节，播种忙，学生有的种植了

桑树，有的种植了葫芦，有的种植了西

瓜……在经历了播种、锄草、除虫等一

系列辛勤劳作后，学生终于等来了属

于自己的收获。四年级教室传来阵阵

“面香”，学生受到语文课文启发：麦子

可以磨成面粉，可以做成馒头、面条、

饺子等美食，他们正在进行包饺子活

动，一边包饺子一边迫不及待地狼吞

虎咽起来。二年级学生则开展了由家

长支持的“今天我来烧毛豆”家务劳

动，在家长的指导下将自己种下并收

获的毛豆变成了盐水炝毛豆、丝瓜炒

毛豆、咸菜爆毛豆……学生和家长都

高兴得合不拢嘴。

当一大朵一大朵棉花在耕学园

绽放的时候，学生就开始热议收获的

棉花能做些什么了。在教师的建议

和指导下，纺线、织布、扎染活动开展

得轰轰烈烈，学生不仅感受到非遗文

化的魅力，而且被自己创造出的作品

所震撼。学校深入挖掘劳动背后的

文化意蕴，引导学生在劳动中发现

美、欣赏美、创造美，成为一个个“指

尖上的艺术家”。

陶行知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

之成。”学校希望通过“快乐劳动者”课

程，让学生在劳动中得到熏陶和启迪，

进而全面发展、丰盈人生。学校将始终

坚守“葑溪耕学园”劳动阵地，探索劳动

教育的有效途径，让劳动教育在学生心

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引导学生用双

手创造美好未来、成就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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