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生活的语文课程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是北京市

21 世纪课程改革实验中的新内
容， 此次课程改革通过课程结构
的调整，创设了“综合实践活动”
的课程形态， 使学生的活动时间
和空间得到保证， 学生的学习方
式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例如小学语文第五册中围
绕“过新年”开展的综合实践活
动，充分给予了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空间。 活动过程中，
学生首先想一想新年打算怎么
过，为什么这么过，接着把自己
的想法在小组中进行讨论，设计
出新颖、有趣、最受欢迎的方案，
再把各组的方案在全班进行评
议，确定最终的过年方案。 根据
确定的方案，大家分工合作进行
准备。 最后按照方案开展庆新年
活动，并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内
容，写一段有真情实感、语句通
顺的话。 从学生参与整个活动的
积极性和所写文章的真实性中，
我们可以看出，学生非常喜欢这
样的活动，他们从中感受到了学
习的乐趣。

类似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
还有利于学生通过多样化的途
径建立学科之间及与周围生活
之间的联系，从而打破学科之间
的严格界限，更好地对学科知识
进行综合运用，并从中培养学生
多种能力。

例如， 小学语文第六册关于
“办一期科技小报”的综合实践活
动，把搜集资料、动笔成文、制作
小报和展览交流综合在一起，注
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同
时集语文学科和美术学科、 信息
技术学科为一体。活动过程中，学
生先自由结成小组去搜集科技知
识方面的资料， 再把资料通过口
语交际形式与组内同学交流，而
后根据版面的需要对资料进行截
取、压缩、改写等加工整理，并请
组员提出修改意见， 确定小报的
内容。接下来就是设计版面，这是
语文学科与美术学科的交叉融
合。在学生设计的小报中，不但表
现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同时展现
出学生们的绘画能力以及美术鉴
赏能力。活动最后的展览交流，使
科技小报又成为学生口语交际的
良好素材。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引入语
文教育课程， 真正将语文引向
“返璞归真”、“正本清源” 的正
道，相对于传统的语文教育和语
文教材，它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广
阔而又充满生机的课程资源开
发的新舞台。

（北京市大兴区区第七小学
房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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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应当有一
场根本性的变革，我
们不妨称之为“作业
革 命 ”———不 必 对
“革命” 一词反感或
畏惧， 有的旧传统、
旧习惯非来一次革

命不可，否则，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变化。
有位同事到了加拿大， 送孩子去幼儿

园。第一天，教师给孩子布置的任务是：寻找
和储存种子。 要求是每天一颗，一直要坚持
40 天，一天不落。 40 天后，孩子要把收集到
的种子整理好，向全班小朋友作介绍。 1 天，
2 天，3 天，每天一颗，有花的种子，有水果的
种子， 有向日葵的种子。 可是，4 天，5 天，6
天……能坚持得住吗？ 在妈妈的督促下，他
坚持下去了。 可是，7 天，8 天，9 天……新的
种子在哪里呀？ 那要去问大人，要从书上的
图片去认识，要去田野、去花园、去植物园寻

找。 终于，他坚持了 40 天，找到了 40 颗种
子。 可是，每天的种子放哪里？ 会不会丢失？
会不会发霉？ 会不会腐烂？ 又怎么整理？ 该
怎么向小伙伴们介绍？ ……一个又一个问
题，他都解决了，完成了作业，得到了小伙伴
的掌声，得到了教师的赞扬。这就是作业。我
看，这项作业完全可以给小学生、中学生做，
也完全可以给大学生做， 有兴趣的校长、教
师都可以让学生试一试。

再说小学生的作业。 江苏南通师范学
校第二附小去年寒假布置了一项作业，题
目叫 “情境作业单 ”，主要有 3 项 ：用心温
暖冬天———到孤儿院、 敬老院去慰问；点
燃冬锻之火———寒风中锻炼身体；冬天里

的童话———阅读一本童话书，想象编创一
个童话故事。 很诗意、很情境、很有意思，
当然也很有意义。 它似乎无关知识，但学
生学到了另一种知识 ； 它似乎无关乎成
绩，但学生定会获得另一种分数。 它关乎
道德，关乎身体，关乎能力，关乎情操……
尽管我还不知道作业完成的结果，但我相
信，结果一定不差。

由此，作业革命必须进行，作业革命也
可行。 无论什么样的作业，有一个本体性的
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作业？ 作业究竟
为了什么？ 一位资深教育者曾这样说：作业
并不只是复习和巩固知识， 更不是为了考
试；作业是给学生提供又一次自主学习、自

主探究的机会。 这是作业的新定义，是新理
念、新功能的再定位。 显然，这一新定义带
来的新定位，是对传统作业的一次革命。

我是非常赞成这一新定义的。 长期以
来，我们牢记孔子“温故而知新”的信条，这
没错，况且，对此我们领会还不深，做得还
很不到位。 任何新知识都是在已有知识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时候，教育教学改
革都不能丢弃这一古训。 不过，作业不能固
守这一信条，还必须将其深化、拓展。 作业
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 能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习惯，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
自主学习中， 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去
探究、体验，从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哪怕
很稚嫩。 从作业定义、功能上去认识，作业
革命才会真正发生。

让我们永远去寻找种子———那作业革
命的本体意义。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关于“作业革命”的遐想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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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把课程神秘化、神圣化，只要用心用情用智，教师大多都能开发出属于自己的课程，当然，这其中还需要我们抓住课程最核心的要
素———课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指向人的精神丰富与心灵成长，指向人的能力提升，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被开发为课程。本
期，我们捕捉了几所学校简单、朴素的课程，在看似不同的创意背后，“育人”的最终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班的学生在各个
方面的积极性都有所下滑：卫生不积极打
扫、晨诵无人愿领读、轮值班委没人想干、
图书无人愿分享……我为班级里存在着
众多的消极现象而苦恼 。 我曾尝试着用
“量化分”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谁
知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无意中，我从《第 56
号教室》一书中寻找到一个法宝———经济
课程 。 于是 ， 我学着雷夫在自己的班
级———“奇迹班”，开始实施经济课程。

我把打扫卫生、晨诵领读、轮值班委、
校园执勤、出黑板报、图书分享等划分为不
同的岗位，每个岗位都有相应的劳动报酬，
还设置了额外劳动岗位， 干得多就会得到
更多的报酬。 我班的经济课程中有一个比
较重要的环节，每到月末举办一次拍卖会。
通过拍卖会，促使“奇迹币”（班币）在班内
流通。 到月末可以用自己获得的奇迹币，参
加班内的拍卖会。 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
高涨了起来，大家纷纷抢着多干。

在首届拍卖会上，为了烘托拍卖会的
氛围，我专门制作了幻灯片。 当我把幻灯
片往大屏幕上投射 ，学生看到 “‘奇迹班 ’
拍卖会”这几个字时，便欢呼雀跃起来。 我
说：“这一节课，我们举行拍卖会。 我们的
拍卖会将按照国家拍卖会的规则进行。 ”
小家伙们一听到这话，感到十分惊讶。 接
下来我公布拍卖规则 ：“先请要拍卖物品
的同学上前简单地介绍一下物品， 然后，
报个起价及加价。 老师作为拍卖师帮着你
们拍卖。 如果想买的同学就举手应价，每
举一次手就加一定的价码，谁最后出的价

格高，物品就归谁。 一旦交易成功，不得退
货。 如果在竞买过程中，自己的奇迹币不
够了，可以申办信用卡。 办信用卡的前提
是，你必须诚实守信，不曾撒谎。 好！ 下面
请想拍卖物品的同学走上前来进行拍
卖。 ”

第一个冲到讲台上来的是班内最内
向的孩子———小猛。 他平常上课从来不举
手回答问题，班内举行的任何活动都不参
加。 这次他能主动参加，简直是个“意外”。
他拿着手中的工艺品向同学们介绍说 ：
“这是我自己拼装的一条龙， 在家放着也
没有用，我拿来拍卖，起价是 3 个奇迹币，
每次加价 1 个奇迹币。 ”话音刚落，十多个
学生举起了手。 我在一旁说：“4 个奇迹币
第一次……4 个奇迹币第二次。 ”“5 个奇
迹币第一次”……举手的越来越少了。 “8
个奇迹币第一次，8 个奇迹币第二次。 ”我
注视着同学们，这时只有小浩举着手。 气
氛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他面部表情严肃，
用牙咬着嘴唇，生怕别人再出价。 “8 个奇
迹币第三次，成交。 ”小猛喊了一声：“耶！ ”
他把拼装的龙送到了小浩的手里，这时的
小浩，脸上露出了笑容。 其他同学也投去
了羡慕的目光。

……
在这次拍卖会上，交易成功的物品还

有“用纸叠的玫瑰”、“乒乓球”、“简笔画”、
“图书”、“手工作品”等。

小政是一位比较“难管”的学生，作业
不交、值日不认真干……平时我给他讲了
很多道理，也曾鼓励过他、批评过他，可是

没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在经济课程中被扣
了很多奇迹币 ，又因为不爱劳动 ，他几乎
没有挣得任何奇迹币。 当自己看中的物品
无法竞得， 只能干瞪眼时， 他伤心地说：
“下个月，我要努力挣奇迹币，争取买到自
己想要的东西。 ”我听到后暗自高兴———
经济课程起到作用了。

小群是一个遇事从不敢担当，并且时
常撒谎的学生。 我曾对他进行多次教育，
给他讲关于诚信的故事 ， 可是他就是不
肯听。 在拍卖会上，他竞买图书时因为差
0.5 奇迹币没能竞买成功 ， 于是对我说 ：
“老师我可以办信用卡吗 ？ ”其他同学听
到后 ，都有些不以为然 ，他也不好意思地
回到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马上鼓励他，接
下来好好表现 ， 下次一定可以拍到心仪
的物品……

直至拍卖会结束， 学生还意犹未尽，
有人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再举行拍
卖会啊？ ”没参加拍卖会的同学对下一期
拍卖会充满了期待……

接下来的日子，小政渐渐地开始交作
业了 ，也能认真干值日了 ；小群不再撒谎
了……还有的学生在日记中写道 ：“挣钱
可真不容易啊，我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 ”

举办拍卖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让学
生进行单纯的交易，而是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 ，让他们在活动中成长 ，明白为人处世
的基本道理，展现出自己最真善美的那一
面。 我想，这才是经济课程的终极意义。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第
五中学）

如何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校文
化紧密融合，使这一课程焕发更加耀眼的
光彩 ，发挥更大的效益 ，是一个值得深究
的课题。 为此，我们积极探寻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实施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并
在师生之间开展了课程资源征集活动，进
而进行归纳和提升，“快乐游学”即是其中
之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千百年来人
们常用的一种求知模式，也是提高自我修
养的一种重要途径。 正所谓“闻之不如见
之”，遍游各地 ，亲见亲历 ，这也是一种重
要的学习方式，是为“游学”。 但是，多数时
候孩子们在外出旅游时，由于没有事先对
目的地进行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对旅游活
动没有制定详细的方案，导致旅游仅仅起
到了“捋油”的效果。 除了疲于奔命地游览
景点外 ，在知识视野上收获较少 ，旅游的
实效性较差。 为此，我们总结生成了“快乐
游学”这一活动主题。 作为课程资源，并不
是某一次旅游活动的单打独斗，而是变成
了一项项主题策划活动、 学习探究活动，
故而称之为“游学策划”。

在外出旅游前，我们首先引导学生针
对旅游活动进行科学的“游学策划”。 对各
种可能的旅游路线 、乘车方式 、旅游目的
地的相关景点 、历史文化典故 、安全饮食
等注意事项开展研究，完成《游学策划书》
的第一部分：“游学前的策划”。 以下是学
生陈丽燕创作的一份游学策划书。

游学前的策划

1. 游学目的地：趵突泉公园、大明湖
公园。

2. 游学时间 ：2013 年 7 月 27 日—
2013 年 8 月 1 日。

3. 游学目的地所在地区（可以写出简
单的出游路线）：从肥城汽车站经长清区到
达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

4. 游学过程中的人员分工：

爸爸当导游 ，负责摄影 、摄像 ；妈妈 、
姐姐和我负责安排住宿、饮食、购买门票，
其中姐姐负责财务 ，妈妈负责饮食 ，我买
门票。

5. 目的地历史概况：（略）。
6. 目的地的风景文物、 山水名胜、古

迹遗址、地质奇观等：（略）。
7. 地方特产：糖酥煎饼、盘丝饼、大明

湖蒲菜、糖醋黄河鲤鱼等。
8. 奇闻逸事：“蛇不见蛙不鸣”是大明

湖特有的现象。
9. 饭店宾馆：网上预订宾馆，我们预

定了济南缤纷五洲大酒店。
10. 出发前的物品准备：
（1）药品：晕车药、创可贴、消炎药、防

中暑药、止泻药等；
（2）日用品：毛巾、牙刷、湿巾、水杯、洗

发液、香皂、梳子、牙膏、墨镜、防晒霜；
（3）其他必需品：身份证、信用卡、照相

机、书籍、少量现金、手机、充电器。
11. 外出旅行注意事项： 要适当携带

一些医药用品；衣着鞋帽要宽松、合体。 饮
食要讲卫生。出发前要检查通讯工具，存好
话费。

游学归来后，还需完成《游学策划书》
的第二部分“游学归来”，及时记录自己的
所思所想，科学分析自己本次游学策划活
动的得与失 ，进而修改自己的 “策划书 ”，
为下一次的策划活动积累经验。继续以陈
丽燕的《游学策划书 》为例 ，看一看她 “游
学归来”后的收获。

游学归来

此次游学，先让我们来进行以下盘点：
1． 乘车、转车及票价情况：从肥城汽

车站乘车到济南每人需要 25 元钱，市内出
租车大约 20 元左右。

2． 游学起止时间： 从 2013 年 7 月 27
日开始，2013 年 8 月 1 日结束。

3． 游学地点：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
泉城广场、济南植物园、黑虎泉、灵岩寺。

4． 游学中的开心事：扶盲人老爷爷过
马路，为丢失的手机找回失主，帮小女孩在
公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5． 游学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不如意的
事情呢？ 写下来，分析一下原因，也作为成
长中的纪念 ：在游玩的第二天 ，我们去大
明湖游玩，突然天阴沉沉，黑压压的，下起
了蒙蒙细雨 ，可是却发现没有带伞 ，返回
了宾馆。

6． 感觉自己游学前做的相关准备工
作充足吗？一起来记录一下吧！书籍、药品、
衣服带得比较充足；济南地图、雨伞雨具没
有准备。

7． 在这次游学过程中，你又产生了哪
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呢？想一想，写在下面
吧！ “荷花音乐喷泉”变幻出各种造型，它是
如何变幻的呢？

由于学生在出发前尽量多地储备相关
知识， 对活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充
分预设，并做好了相应的预案，从而能够在
实际旅游活动有所触动、有所印证、有所发
现……让旅游真正变成一种难得的 “游
学”。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学生首先确定
自己的游学目的地， 然后在教师和家长的
帮助下，详细填写好自己的“游学策划书”。
同时， 教师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出独具个性
的“策划书”。打开一本本设计精美、填写认
真的“策划书”，我们仿佛打开了孩子们那
一颗颗细腻热忱的心门。 从时间、地点、路
线、天气到日用品、药品等后勤保障；从目
的地的特产、名胜到奇闻逸事等历史文化，
事无巨细， 无一不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和调
查整理。 不仅培养了学生“谋定而后动”的
行为习惯， 而且锻炼了他们安排某一项活
动的策划能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河西小学
白云山校区）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总是担心
在外出培训或者开会的几天里，学生
的语文学习就此停滞，甚至松散。 可
是，鞭长莫及，没有及时的作业反馈
点评，就算每天都给他们安排学习任
务，学习效果也会因为教师不在大打
折扣。 究竟安排什么样的学习内容才
能让学生特别重视，才能让我回来后
不会因为看到各种糟糕的状况而心
情沮丧呢？

一次出差 ， 我发现当地的一个
个精美的迪斯尼钥匙扣很是精致 ，
让我爱不释手。 我想，一心向往着迪
斯尼奇幻世界的孩子们 ， 也一定会
和我一样喜欢它们吧？ 于是，我一口
气买了十来个，想着回去送给学生 。
当我把这些精美的礼物拿出来时 ，
他们的眼睛在发光———老师去哪儿
啦？ 这么漂亮的礼物，我们都想要 ！
我为难了：礼物该送给谁呢？ 最后经
大家讨论一致认为 ， 将礼物送给老
师外出期间作业完成最好的同学 。
在经过一轮认真的评选之后 ， 十来
个孩子从我的手中激动地把礼物领
回去。 我听到有人失望地说 ：“早知
道我也认真写了。 ” 还有人说 ：“老
师，你下次出差去哪儿啊？ 还有礼物
吗？ ”我一阵窃喜，孩子们有了期待，
这不是意外的收获吗？

老师去哪儿？ 每次外出前，我一
定会告知孩子们目的地是哪一座城
市。 外出的日子里，他们的语文作业
就是研究这个城市，可以从城市的历
史、风俗、美食、特色建筑等方面进行
研究，并完成一份研究报告。

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不仅忙着去
熟悉这座城市，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那就是留心寻找特色礼物：或是参观
学校的纪念品，或是孔子故乡的连环
画，或是一根黑糖话梅糖，或是一本
袖珍立体书……我知道孩子们的心
中全是满满的期待。

回到学校的第一节课 ， 孩子们
就会争着把自己的研究报告与大家
分享， 我也一定会把这个城市的特
色或者是礼物的特殊意义穿插其
中。 最后大家评选出优秀奖，我才郑
重地将礼物赠送给他们 。 让我欣慰
的是， 每一次我带回的礼物都让他
们激动又惊喜。

何谓课程？ 现代教育把课程定义
为：在教师组织指导下，学校为学生
提供的全部学习经历。 苏霍姆林斯基
说：“不能把小孩子的精神世界变成
单纯学习知识。 如果我们力求使儿童
的全部精神力量都专注到功课上，他
就会变得不堪忍受，他不仅应该是一
个学生，而且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多方
面兴趣、要求和愿望的人。 ”我们都说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
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师要不断
“创造”， 为学生创建更多的学习场
域，为学生学会学习提供经历 ，积极
拓展语文学习的途径，将语文学习与
生活、与活动相结合，建构开放式的
大语文课程，并能引导学生在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中培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这样的课程才会有
持久而富有生命的活力。

老师去哪儿，学生的舞台就在哪
儿，语文学习的天地就在哪儿。 如果
每一位教师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
会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师范大
学附属小学）

“奇迹班”的经济课程
□ 田希城

让旅游变“游学”
□ 尚海涛

老师去哪儿啦
———我的语文活动微课程
□ 吴 玲

课程 可以如此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