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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课

用“戏剧”改变孩子
□ 刘必霞

寒冬里爱上“热门课”

山东省平阴县孔村小学将“儒润教育”作为

办学特色，倾力打造“儒润”文化校园，传承国学

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号召师生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

营造文化氛围，校园散发书香。为了引领

学生在书香中漫游洄溯，学校先从校园环境、教

室文化等方面大力营造书香氛围。教室后面的

黑板留出一块专门的地方，每周换一首儿歌或

古诗，低年级由语文教师摘抄，到了中年级便由

学生自己找、自己写，教师还会鼓励学生分享选

择这首诗的原因。为了满足学生的表现欲，中

高年级还在墙壁上留出一块地方开辟“专栏”，

将学生设计的读书卡、手抄报、读书随笔等张贴

上去。此外，学校还设计了一系列符合学生特

点的阅读墙报，学生徜徉其间，仿佛与古今中外

的文学家一起散步对话。

坚持经典诵读，沐浴书香成长。学校以班

级为单位，充分利用早读前、午自习、路队诵读

等时间，带领学生进行集体诵读经典古诗文活

动。再结合每节课的“课前一分钟”演讲故事时

间，学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浓浓的书香。为

了落实阅读量与质的要求，学校各年级都有规

定的阅读书目，教师会做好平时的检查和总结

反馈，将阅读落到实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读

书时间至少半小时，要求教师充分利用每周四

的阅读课，通过阅读推荐课、交流课、分享课等

引导学生交流读书内容。

强化四项措施，保障读书质量。一是为学

生创设自由宽松的读书环境。学校制定了一系

列规章制度：首先确定读书内容，各年级组自定

本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经典诵读等篇目；其次

确定读的时间，坚持做到晨诵、午读（周一到周

五13:20—13:40）、师生共读半小时（周四下午第

三节）、晚读（每晚回家至少读书半小时）；最后，

确定读书形式，学生每周背诵两首古诗美文或

一句名言警句（每天语文课前 5 分钟共同复习

巩固），学校每学期开展一次美文诵读比赛、读

书演讲（讲故事）比赛、读书心得方法交流等各

类读书活动。

二是让学生有氛围阅读。学校制作了阅读

宣传板画，把经典名著放大上墙，在教室、走廊

的墙壁上悬挂名人画像，在走廊的墙壁上刻挂

《弟子规》《三字经》等经典诗文长卷等。学校还

定期举办读书笔记展评活动，从内容、数量两个

方面进行评比，培养师生“不动笔墨不读书”的

良好阅读习惯；定期举办“读书报告会”“读书演

讲”等活动，让学生尽情展示自我风采；定期举

办以“阅读”为主题的文艺表演，通过朗读、课本

剧、小品等形式展示师生的读书成果；鼓励学生

集腋成裘、厚积薄发，向各种报刊投稿，不断超

越自我。

三是让学生有方法阅读。教师开展阅读指

导课，通过指导培训，让学生学会读书；还会定

期举办名著经典阅读大讲堂，向学生分年级推

荐阅读书目。

四是进行阅读成长记录。学校建立学生阅

读成长档案袋，包括学生读书记录卡（主要记录

学生阅读的图书，取得的成绩等）、学生读书笔

记本（学生每周写两篇读书笔记，教师定期检查

并评价）等。阅读档案袋帮助学生随时记录自

己的阅读成长轨迹，方便教师检查学生的阅读

情况，进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了把读书工作落到实处，学校还制作了

班级读书反馈表，对学生在校读书及其他情况

逐一评价，周周评选读书进步榜、明星榜。读书

反馈由学生自己填写，包括读书时间、内容、收

获、启示、家长意见等。有了这些看得见、摸得

着的东西，教师对学生读书情况也就一目了然。

开展创意活动，激发读书乐趣。一是各班

建立图书角，开展“图书漂流”活动，学生将家里

的书籍拿到学校交换品读；二是召开主题班会，

各班按照读书活动方案召开读书交流会、总结

会等，学生既能学到读书的方法，又能自觉形成

“读书竞赛”的意识；三是开展征文比赛，学校利

用各类节日的纪念意义或影响力较大的事件，

由教导处、语文教研组举办读书活动或征文比

赛，学生人人参与，学校进行综合评比表彰；四

是举办诵读比赛，学校每学期都举行以“诵读经

典美文，浸润书香人生”为主题的诵读比赛，极

大调动了师生的阅读积极性；五是读书笔记、读

书卡制作评选，对于学校开展的“读书随笔评

选”以及读书卡制作等评比活动，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非常高，他们的写作水平、思维能力、劳动

实践能力等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读书行动的推广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提升了学生的人格修养，最重要的是让更多

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促进了校

风、学风的不断转变。读书是一项长期、有效的

教育工程，学校应该用书籍温暖、浸润学生的心

田，让学生不断健康、茁壮、快乐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平阴县孔村小学）

以书香“儒润”人生
□ 郭伟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 魏国华

校园里开办起“太空科技馆”、

劳动实践基地变身溜冰场、经典诵

读成了学生的盛大节日……山西

省太原市第三实验小学国风校区

贴近学生需求和兴趣，重构学习环

境、整合资源支持，将课程植入学

校空间，展现校园的多面与精彩，

让教育变得更有温度和味道。伴

着时下的风雪严寒，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快乐却“涨”了起来。

逐梦星空的科学课堂

“有一圈光环围绕着，那是土

星！”“哇，看到了，看到了，那是狮

子星座”……抬头，可见星斗满天

际；伸手，可触云朵入仙境。在学

校教学楼顶层，平常上公开课的大

教室被模拟为宇宙视觉效果的“夜

幕苍穹”，迎来了学生一个又一个

“哇时刻”。

以“逐梦星空，探索宇宙”为主

题，学校设立了体验星空、探索地

球、漫步月球、走进太阳系、遨游太

空 5 个场馆，1800 多件展品布满整

个走廊和过道，场馆策划和全部展

品都由学生在教师或家长助力下

自己动手搞定。“建议选学校距离

天空最近的地方”——采纳多名高

年级学生的“金点子”，教学楼最高

层被“折腾”成专属他们的校园“太

空科技馆”。

三（4）班学生孙奕韬、孙奕晟

小哥俩“日夜奋战”，一步步挑战神

舟飞船模型的“大制作”就放在最

显眼的展位，这对双胞胎的签名因

吸睛佳作而闪闪发亮；灵感满溢的

六（2）班学生贾尚锦，与小伙伴合

作创想攻略，发明了最具互动感的

星座投影仪……在人人参与的“太

空科技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展品，

包括模型、绘画、手工、书法，每一

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独立完成或

与小伙伴、大朋友合作的那份“成

就感”。

“神舟飞船傲然游，全民赞叹

宇航牛！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

是航天蓝……”面对一拨拨小观众

和应邀来校的家长代表，三（4）班

学生李颢在讲解“神舟”飞天历程

中流露出自信少年的问天情怀。

讲解员、引导员、演示者、志愿者、

小考官、小记者……学生包揽了馆

里的各项事务，只“吝啬”地留给教

师一个兼职岗位——秩序员兼拍

客，正如科学教师潘慧敏所言：“我

们只是协助学生学习。”

“航天员的特殊行李里，为何

配备了一把枪”……“科技馆”里怎

能少了专家讲座？太原图书馆阅

读分享人吴静波老师带来的《月背

征途》一课 ，吊足了学生的探秘

胃口。

“随着‘航天热’带动起‘天文

热’，想上天成为学生绚丽梦想的

一个交汇点，教师正是帮助他们做

梦的人。以家校联动的科技节为

平台，学校打破时空限制和学科壁

垒，在项目化、开放型、沉浸式的太

空探究思创中，让深度学习真实发

生。”作为一名科学教师，学校科学

教研组组长刘兴华也为自己暴涨

的“存在感”累并快乐着。

追着梦想，赴一场漫游星空的

探索之旅，学生的小手里仿佛攥着

光……这才是学习最本真的样子！

相遇经典的诵读课堂

冬日正是读书时。从 12 月 19

日起，在学校报告厅，学生诵读中

华经典，聆听古诗书韵，全校经典

诵读展演会带来一场场震撼心灵

的视听盛宴。

赠友送别、大好河山、家国情

怀、盛世文明……每个年级一个鲜

明主题，每个班级一种创意表达。

舞台上，学生将诵读与音乐、影像、

舞蹈、表演相融合，或娓娓道来，如

细雨轻柔绵长；或慷慨激昂，如洪

钟振聋发聩。

“如果没有李白？”二（1）班学

生用一声声充满童趣的天真发问，

巧妙串联起李白的名篇绝句，在轻

吟浅唱中展开美好遐想；和着铿锵

的鼓点，四（3）班学生话出金戈铁

马、豪迈悲壮的边塞诗情；身着飘

然唐装的五（3）班学生，以一堂穿

越时空的唐诗课，与最喜爱的诗人

对话人生……

诵不完诗韵的悠扬绵长、演不

尽古风的流光溢彩，诵读展演彰显

学校对经典文化的“特别看重”。

除了语文课堂，每日校园广播用古

诗开启的晨读、午读、课后服务，时

时可闻学生珠玉落盘般的吟诵。

“画中有诗、诗里有画”的特色绘画

课、经典诗词书法课、歌声里的千

古风韵、“跟着古诗去旅行”项目学

习……诵诗品词已然成为校园的

一种时尚。

“国学经典是最好的成长养

分，学生在集体诵读中更能感受到

中国文字的力量。一诗一句并不

需要烦琐的分析，那些真的、善的、

美的东西就会像汩汩清泉一样流

入学生的心窝，成为他们一生不断

消化、理解、受益的文化根基，滋养

他们未来的精神家园。”学校教研

室主任高峰深信：好语文、好人生，

都是“读”出来的。

“有的学生为保养好嗓音，把

辣条都戒掉了；有的上台讲起话

来，比从前自信多了；还有的走路

姿态变得挺直优雅了……”获得展

演一等奖的五（2）班班主任韩翔认

为，学生的这些点滴变化，比拿到

“大奖”分量更重。

玩转冰面的体育课堂

在晶莹剔透的冰面，冰爬犁如

水上小舟般向前滑去，耳边呼啸的

是风声，空中回荡的是学生的笑

声。学校体育组抓住寒潮来袭的

“有利”时机，将校内劳动实践基地

一大块菜地“冻”成厚厚的冰面，班

级劳动“责任田”变身各班轮流共

享的溜冰场。

“迎风滑行的这种飞驰感太爽

了！”三（6）班学生雷浩辰在冰道上

来了一串漂亮的跳跃、蹲踞动作，

赢得小伙伴一片喝彩声。滑冰趟

子、推冰爬犁，还可以踢冰球，在这

片小小天地，学生忘却寒冷，纵情

撒欢儿，体验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好球！”“快，快！”……与露天

溜冰场一样，“不用穿厚棉衣”的室

内体育馆也成了学生校园热门打

卡地。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跆拳

道，天寒地冻更要“喊”起来、“动”

起来，体育社团的健美操和瑜伽则

是女生的热衷之选。“我们的体育

老师可是个灌篮高手，球技高还很

帅，关键是能感觉到他特别喜欢我

们。他运球像欧文，三分像库里，

中投像杜兰特……”体育老师段亚

鑫等人成为学生作文里的常客。

游戏，是儿童的第二生命。“老

狼老狼几点啦？”在“难得”有一缕

阳光斜射的校园梧桐路，体育老师

张瑜正带领学生上“好冷好冷”的

体育课，“今天的户外运动量，想以

玩耍的名义，让他们争取达标。”在

张瑜眼里，那一张张跃动着的红扑

扑笑脸，就是寒冬里绽放的最美生

命之花！

教育有温度，幸福有质感。爱

校园、爱老师、爱学习，学生未来的

模样就藏在这欢喜的热爱里。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太原市第

三实验小学国风校区）

戏剧教育致力于人性的发展

完善，具有情感性、实践性、创造

性、人文性等特点，是非常便捷恰

当的人文素质教育。我在江苏省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教师发展中

心负责音乐教研工作时，积极探索

和推进“戏剧进校园”工作；2019年

来到南京市江宁区任教，我又带领

《戏剧可以改变孩子：“戏剧进校

园”的育人功能研究》课题组7名成

员，深入研究戏剧教育实施路径，

通过戏剧课程、戏剧社团、戏剧体

操等多种方式，常态化开展戏剧教

育活动，助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和发展。

开设戏剧课程，梯次推进戏剧

教育。戏剧课程包括表现、创造、

欣赏、融合4类艺术实践，根据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戏剧学习任务的

设置具有进阶性。因此，开设戏剧

课程须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戏剧课程的目标。通过戏剧课程，

对学生进行戏剧启蒙教育，让学生

了解戏剧的基本知识，积极参与简

单剧本的编创，尝试扮演丰富多样

的人物角色，体验趣味十足的戏剧

活动，感悟剧情蕴含的人文精神；

通过戏剧课程，让学生充分发挥想

象力和创造力，在活动中深入认识

自己、他人和世界；通过戏剧课程，

让学生和小伙伴一起接受任务、分

析困难、面对挑战，感受团队合作

的力量，从而培养合作精神。二是

戏剧课程的形式。戏剧课程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常规课面向全体学

生，选修课由学生自主选修，社团

课选拔有特长或有兴趣爱好的学

生参与，活动课则以社团或班级为

单位开展。三是分段设置戏剧课

程内容。第一学段主要依托唱游

音乐课实施，练习发声、气息、语

言、表情、动作等戏剧表演基本功；

第二学段主要进行课本剧编创表

演，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戏剧游戏活

动；第三学段开设戏剧课，结合生

活场景或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设计，

初步建立表演的信念感、表现的真

实感和审美价值意识，师生合作或

自主创编表演儿童剧和课本剧，以

此锻炼学生的创编表演能力，培育

学生的人文素养。

组织戏剧社团，培养戏剧实践

能力。戏剧教育强调对文学、舞

蹈、美术等不同艺术门类的表现形

式进行比较和尝试，从而不断拓展

学生艺术视野，深化学生对戏剧艺

术的理解。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

不仅要教给学生美的知识，也要引

导学生经常性开展戏剧创编和表

演活动，切身感受美、体验美。在

盐城工作期间，我和北京师范大学

盐城附属学校的教师一起精心组

织戏剧社团，积极开展戏剧节活

动，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

效应。由社团参演的大型原创中

英文音乐剧《漫卷西风迢迢路》，汲

取东方历史故事与西方艺术形式

的精华，通过创新表现形式，激发

学生表演潜能，将中国人民对和平

发 展 的 理 想 追 求 演 绎 呈 现 给 观

众。原创主题歌曲《你好，盐城》首

尾呼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盐城

的海盐文化、历史沧桑、经济发展、

地域特色、时代使命等逐一展示。

这部让人心潮澎湃的戏剧有助于

学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汲

取进步思想的营养，提升艺术表现

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推广戏曲体操，传承戏剧经典

文化。将传统戏曲融入日常教学活

动，注入时代的气息和节奏，加强戏

剧的肢体和体能训练，不仅能帮助

学生改善形体形象、提升身体素质，

还能让传统戏曲焕发更为强大的生

机和活力。2022年以来，我在南京

市上秦淮小学积极推广第一套戏曲

广播体操《盛世梨园》，一招一式都

融入了中国戏曲的基本功，正是传

统戏曲艺术的精华体现。“热身运

动”中腕花小云手的动作轻柔，手眼

结合，手腰协调，腰部随着腕花自然

起伏扭转；亮相时跨步弓步、按掌甩

头，头手腿协调进行，而四肢、肩部、

腰部等运动都带有鲜明的戏剧特

色。“自由运动”则是让学生自由发

挥，即兴舞动，全身心投入。听着京

剧的旋律，踩着锣鼓的节奏，跟随教

师的示范，一抬头、一举手、一跨步，

学生做得有板有眼。

拓展戏剧研学，沉浸式体验戏

剧特色。在盐城开展“戏剧进校

园”的教育实践中，为了更好地引

导学生学习传承好淮剧，我充分利

用江苏淮剧博物馆集展陈、传习、

演出于一体的丰富资源，组织学生

参观博物馆，引导学生提出问题，

然后结合学生需求开设博物馆课

程。课程采用学校教师和博物馆

专业人员“双师授课”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了解淮剧的起源、发展和特

点，感受现代淮剧融合经典与现代

生活的艺术特色。研学过程中，教

师注重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让学

生在淮剧艺术工作者的指导下分

组协作，利用厅内电脑触摸屏模仿

戏剧片段，积极参与淮剧的创编和

表演，加强学生间的合作与交流，

从而帮助学生加深对淮剧艺术的

理解，沉浸式体味戏剧的艺术特

色，感悟人生真谛。

戏剧是形式，育人是本源。戏

剧教育不拘泥于某种形式，不局限

于某个学科，可以多学科融合，借助

戏剧的表现手法，通过创编课本剧，

丰富语文、英语、体育等学科的学习

形式，让校园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为

小小的“舞台”，让每一个学生都成

为自己心目中的小小“演员”，充分

激发学生的探究欲和创造欲。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上

秦淮小学，本文系江苏省中小学教

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之一，课题编号：2019JK13-L297）

有所思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外国语学校打破班级、学科、年级、教室的界限，创建了综合的课程群文化，将学

习延伸至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启了一周“特殊”的课程学习。

课程周设置了文化传承、创意生活、国际视野、智向未来4个大主题，融合了文物赏析、小小鲁班、植

物扎染、家电维修、模拟法庭、魔法实验室、创意沙盘等23个子课程。学生通过网络选课系统，从4个大

主题下各选择一门感兴趣的子课程，体验不同领域的学习。 （赵玲/图文）

一周“特殊”课程晒成果

家电
维修

创意
沙盘

小小
鲁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