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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启动至今，以三级课程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作为较为显性的成果，一大批基层学校创新的“校本课程”尤为引人关注。 2013 年以来，依托《课
改研究周刊》，我们致力于“发现”这些优秀的课改成果，重点展示了 16 所在课程建设与突破方面有所建树的学校。我们认为，课程是一所学校最为核心的产品，是学校
的灵魂所在。一所学校的成长与进步，其推动力与落脚点都将体现在课程的变革与完善上。岁末年初，我们将这些课改成果略为梳理，以期对正在进行课程改革的学校
有所裨益。 创新没有止境，我们相信，2014 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涌现。

发现美好课程
浙江省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生产儿童需要的课程
浙江省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是一所真正属于儿童

的小学，这里的学生拥有 100 多门选修课。
育华小学拥有 30 多间专用教室， 有水墨画教室、

陶艺教室、书法教室、版画教室、合唱厅、舞蹈房……除
了图书馆、恒温游泳池、标准天文台，学校还有融展示、
交流、教学为一体的科学馆和儿童美术馆。 如果说硬件
只是为高品质教育提供了可能的话， 那么软件则让高
品质教育成为现实。

在校长冯晨看来，以生为本，就是要以学生发展需
要为本。 育华小学目前开设的跆拳道、芭蕾舞、国际象
棋、非洲鼓等课程就是学生提出需求后开设的。

陶艺教室、书法教室里，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
课； 讲台上的教师不一定是学校的老师……这在育华
小学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这是“才艺天地”课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就像超市购
物一样选课学习，所以又称才艺课程超市。 为满足选课
需求，学校除开设书法、国画、篮球、足球、钢琴、陶艺、
天文等传统意义上的课程外， 还开设了吟诵、 国际象
棋、网球、跆拳道、芭蕾舞、现代舞、非洲鼓、轮滑、马术
等课程，总共 100 多门。

为了开好这些课程， 学校外聘专任教师 30 多人。
马术邀请的是伯骏马会的专业教练， 非洲鼓的老师来
自杭州炎黄打击乐团，国际象棋教练来自杭州棋院，舞
蹈老师来自浙江电视台春天艺术团， 合唱指导来自杭
州爱乐天使合唱团……

育华小学的课程建设以 “为每一位孩子提供适合的
教育”的办学愿景为指导，立足“仁爱、求真、自信、开放”的
学生发展目标，把“人道情怀、科学精神、强健体魄、艺术修
养、国际视野”5 大素养的培育作为课程的核心目标。 国家
课程、选修课程、活动课程的设计均指向这 5 大素养。

年度成果一览
01� �浙江省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学生自主学习新策略》

02� �江苏省赣榆华杰双语学校
《华杰课改策》

03� �河南省郑州 74 中
《习惯的力量———河南郑州

74 中养成教育探索》

04�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湖小学
《东湖小学的蒙正教育文化》

05�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第七小学
《一场对抗自然缺失症的教

育实验》

06� �湖南省桃源县茶庵铺中心小
学敖双英的 007�教室

《007 教室的 6 年阅读故事》

07� �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
《成长的味道———北师大株

洲附属学校小学部成长课程侧
记》

08� �浙江省平阳县浙鳌中学
《故事“浙鳌”———浙江省平

阳县浙鳌中学的教育故事》

09� �四川省泸州七中
《学会感恩 体验幸福———四

川省泸州七中大力开展“体验式”
感恩教育活动》

10� �湖北省武穴市师范附属小学
《武师附小：成就孩子的“艺

术人生”》

11�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
第一小学

《朝阳一校：“活力教育”唤醒
每一个生命》

12� �浙江省杭州绿城育华小学
《育华小学：追寻个性化的课

程建设》

13� �湖北省钟祥五中
《用“微点” 点亮作文教

学———湖北省钟祥五中的“微点
作文”教学探索》

14� �浙江省温州四中
《我的影视德育叙事》

15� �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现代学校管理的先行

者———辽宁省沈阳民族艺术学校
“3M 管理模式”探索》

16� �四川省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没有禁区的校园———四川

省成都师范银都小学人文化德育
实践》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湖小学

蒙正课程孵化特色文化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湖小学的蒙正课程涵盖学

生成长课程、教师培养课程与家长指导课程。 其中核心
课程是“学生成长课程”，它将基础课程、综合课程、拓
展课程与学生培养有机融合， 涉及学科学习、 德性养
成、情趣爱好等方面，具有层次性、可选择性、融合性和
强能性，旨在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

依托这一课程体系， 东湖小学着力孵化特色文化
产品———

序列一：“三始”教育，即期始教育、月始教育和以
“东小展台”为载体的周始教育，这是学校倾力打造的
文化作品。 通过开展这一系列教育，借此培育学生“正
向”的人格品质。

“期始教育”让孩子们在开学伊始，重新温习校园
秩序和学习习惯，每期还辅以专题培训活动。 本学期的
“期始教育”，由在“劳技体验课”上表现优异、动手能力
强的学生担当培训员，就整理书包、打扫卫生、给新书
穿衣服等方面，对各班同学进行培训，低年级的孩子还
配合儿歌童谣开展这个活动。

“周始教育”是利用每周一升旗仪式的时间，以“东
小展台”为载体，由班级承担，倡导自己的活动自己搞。
孩子们自主策划、自主彩排，在体验、展演的活动过程
中，外显认识，发展能力，提升德行修养，进而逐步拥有
正向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序列二：“四大典礼”，即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开学
典礼、散学典礼，这是活动策划项目组专门为教师、学
生组织开展的活动。 如：入学典礼的“正衣冠宣誓词”开
启金色童年的良好开端；毕业典礼的“母校，以我为骄
傲”带领孩子感恩师长，寻找成长的足迹，积聚成长的
力量。

序列三：“东小八节”是学校努力想为孩子们打造的
校园节日，它包括书友节、劳技节、体育节、艺术节、感恩
节、科创节、勤俭节、英语嘉年华。近两年分别重点开展了
劳技节、书友节、体育节，通过“节日”的筹备、启动、开展
和庆祝，让孩子们充分体验，教师们充分发挥才能。

浙江省温州四中

把影视开发成课程
怎样才能“不老套”地教育孩子？ 浙江省温州四中

教师林甲景希望抛开老套的说教式教育模式，他花了 6
年时间看了大量经典影视作品， 收集了 300 多部经典
影视作品，然后按国家、题材分门别类，在给本班学生
大量推荐的基础上，做成了向全校师生推广的“影视德
育”课程。 林甲景梦想通过经典影视作品欣赏与剖析，
影响学生的“三观”，实现他的“优雅教育”梦。

他组织全校师生统一看电影，围绕电影的教育、艺术
价值设计主题班会，举办现场讨论会和影视德育沙龙，开
展“一句话感悟”评比，推荐同类经典影视作品再欣赏，为
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而崇高的人生、生活、生命姿态，他设
计了 “活着的姿态” 系列主题观影及相关活动……在观
影、 评论过程中， 师生之间碰撞出许多有意义的共同话
题———关于生命、关于教育、关于社会，等等。

林甲景认为，经典影视与人生、德育、文化、艺术水乳
交融，其多元价值和多线用途确实值得深入钻研和利用。

为什么要去讲大道理？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描述
那些老套的故事？ 比之书本， 电影更为直观的视觉冲
击，将在学生心上烙上深刻的印迹。 让孩子去阅读，去
看电影，让教育无声，在两个小时的电影中静观静思，
其效果远好于一堂班会课的说教———这就是影视德育
的力量。

湖北省钟祥五中

“微点作文”的秘密
湖北省钟祥五中教师邵金喜， 带领一批志同道

合的语文教师，一直致力于作文研究，让学生能写、
会写、爱写。 他们的研究成果“微点作文”，通过化整
为零、构建三维完整体系等多种手段 ，从 “微点 ”入
手，有效破解了困扰师生多年的作文难题。

“微点作文”是将写作训练化整为零、化难为易、
化粗为细，将学生写作能力聚零为整、积少成多、积
薄成厚的系列作文教学策略。 它从三个维度构建了
初中作文教学的完整体系： 一是以现行教材文本为
示范。 他们从教材中提取了 108 个训练“微点”，有规
范、全面的语言范本；二是以写作技法为着力点。 选
取符合初中生写作需要的基本技法作为“微点”。 把
写作技法总体分为基础块和综合块， 基础块对应写
作语言训练，包括选用词语、句子拟写、修辞运用、段
落拟写、 景物描写等分支； 综合块对应选材构思训
练，包括取材、构思、立意、行文等方面；三是以能力
发展层级为纲目。 学生写作能力提升有一个渐进的
过程，“微点作文”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已构建出 3 年 6 学期的作文教学体系。

这一体系为师生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的课堂教
学模式。 该模式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备、激、探、练、拓。
“备”是生活经验储备，即鼓励学生课前围绕训练“微
点”做好素材储备。 “激”是锁定训练目标，即用巧妙的
方式激起学生探究兴趣，确定出“微点”目标。 “探”是
写作技法提取，即引导学生通过对典型文本的分析提
取写作技法。 “练”是技法实践运用，即针对技法，围绕
“微点”题材，开展实践运用训练。 “拓”是拓展延伸，即
从“微点”中拓展开来，鼓励学生课后探索。

“微点作文”成功破解了三大难题：第一，过去作
文教学湮没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微点作文” 变随机
教学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第二，过去文本和作
文教学两张皮，“微点作文” 把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
起来；第三，学生写作水平序列化，做到一课一得，符
合学生学习规律。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第七小学

把课堂搬进农场
浙江省富阳市富春第七小学紧邻富春江和鹿

山。 最让师生们自豪的并不是学校依山傍水的优美
环境，而是一个占地近 20 亩的农场。

富春七小以“开心农场”为载体，探索育人模式
的转换：每个学生都要到“开心农场”认识农作物，了
解相关农具，参与适当的农活 ，并与语文 、数学 、英
语、科学、音乐、美术等学科进行资源整合。

教师们把科学课、数学课、美术课、作文课搬进
了农场。 去年冬天，学校的科学教师余利娟带着学生
一起研究“萝卜过冬的秘密”；美术课上，教师与学生
一起设计“开心农场”的标牌、围栏和环保袋，并组织
学生在农场写生……“开心农场”里，一年四季的农
作物轮种实行承包责任制，分片划出责任区，落实到
各个班级，由班主任组织学生进行日常管理养护，如
播种、施肥、浇水、除虫、拔草、收获等。

学校在开心农场开辟了蔬菜园地、鲜果长廊、兰
花苑、农具之家、小农科院、开心画坊等，面向全体学
生，实行班级承包制管理。

在校长章振乐看来，就像需要睡眠和食物一样，
孩子需要和自然的接触。 儿童的“去自然化”已经到
了危险的地步， 修复孩子和自然之间被割裂的关系
任务艰巨。 章振乐决心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使命”，研
发、完善基于开心农场的节气课程、学科课程、综合
课程，为培养新人类寻找新的路径。

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

多维度的“成长课程”
2010 年， 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对学校现

有课程进行规划、 设计， 并在不断拓展延伸的过程
中，开发出了多维度的成长课程。

学校给学生布置了个性十足的寒假作业，变换形
式，让学生愉快学习、健康生活，积极参与社会体验。

每周二、周四下午是学校的选修课时间，共有 54
个特长选修班开课。 学校先后成立了 DI 创新社、艺
帆琴社、博艺书画社、金之韵管乐团、小荷尖尖文学
社等 15 个学生社团。 依托选修课，以及每天坚持的
早晚训练，各大社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如何挖掘教材中的科技元素， 如何从小培养孩
子们的创新思维品质， 这是成长课程中的核心思考
点。 学校首先通过对各学科教材资源的整合，挖掘出
那些跟科技相关的信息。 如语文学科《曹冲称象》中
的浮力知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中的质量知识；思
品课《吃穿住话古今》衣服演变过程中的科技发展信
息；思品课《从烽火台到互联网》中现代传媒的作用。
把各学科中的科技元素挖掘出来， 整合到一个主题
板块中，所开发出的就是最鲜活的科技校本教材。

每年寒假、暑假之前，学校都会结合校园“科技
节”活动，布置有关小发明、小创造之类的专题作业，
让孩子们到生活中广泛实践，深入体验，或绘制科学
手抄报、科幻画，或撰写科学小论文、小调查报告，或
搞手工小制作。

为了激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学校还自主开发
了一套读书晋级卡，推行读书晋级制度，读书已成为北
师大株洲附属学校小学部校园文化的一个符号。

（本报记者 黄浩 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