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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连环画创“循环日记”
四大名著故事、革命英雄传说、市

井人物生活……题材多样的连环画曾
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休闲
读物。 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
们却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日前，
海派连环画中心与上海市嘉定区华江
小学合作开设了连环画课堂。

课堂上， 青年画家陆旻向学生们
介绍了连环画知识后， 从绘本 《啪嗒
猫》中选取一幅作品作为范本，让孩子
们加以想象并进行创作。 令人惊奇的
是，大部分孩子并没有“照猫画猫”，而
是加上大量自己的灵感和创意。 连环
画课程的目的并不是让孩子们 “画得
像”，而是让孩子们学会怎么把自己想
画的东西画出来。

学校还打算把语文和连环画教学结
合起来，让孩子们用图画的形式创作“循
环日记”，记录自己身边的故事。

动植园打造二合一课堂
农场、果园、枣林、橘园、梨园 、柚

子林，甚至还有稻田和荷塘。 这一带统
称为“兴雨田园”，以植物为主，侧重体
现农村田园生活的自然与原生态。

锦鸡、火鸡、孔雀、兔子，甚至还有
小鹿、 羔羊。 这个区域名为 “兴雨乐
园”，以动物为主，侧重动物知识的学
习以及与温和动物的零距离接触。

走进四川省成都市全兴小学， 给人
最直接的感受是， 校园简直就像一个浓
缩的植物园和动物园！近年来，学校充分
利用围墙、操场边角等地，修建了“兴雨
田园”、“兴雨乐园”等项目，并在三至六
年级开设田园实践课程，由“田园印象”、
“营养膳食”、“礼仪环保”等 3 部分组成，
探索打造基础课堂和特色课堂二合一的
教育模式。

村小有个昆虫博物馆
五彩斑斓的蜻蜓、蝴蝶，奇形怪状的

甲虫、 瓢虫……在河北省馆陶县王桃园
小学，有一个昆虫博物馆。馆内陈列了成
百上千件昆虫标本， 其中一部分是由学
校购买的， 还有一部分则是学校师生利
用废旧物品动手制作的。

王桃园村的乡亲们不比谁家有
钱 、谁家房子好 ，而是经常交流培养
孩子的经验和方法 ， 尊师重教一直
是当地的优良传统 。 为了改善村小
办学条件 ，近年来 ，村民集体捐资近
20 万元 ，建教学楼 、盖昆虫博物馆 、
添置教学设备 ， 为提高村小教学质
量 、 开阔村里娃的眼界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平台 。

瑶文化在身边
“百鸟朝凤彩云开，远方客人到瑶

寨，贵客到瑶寨 ，酒盏满筵开……”近
日， 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
第一小学， 瑶族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生
演唱瑶歌《敬酒歌》。

作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
校的沱江一小， 尤其重视中华民族文
化传承教育。 学校专门设置“校园瑶文
化传承办公室 ”， 每间教室还设置了
“瑶文化园地”。 此外，学校瑶文化教学
课题研究组专门开发了 《瑶山孩子爱
瑶山》、《瑶族始祖———盘王》等沱江一
小自制的瑶文化读本， 把学习和传承
瑶文化纳入学校日常教学， 并结合本
校实际把陀螺、踩高跷、踢毽子 、耍草
龙、 滚铁环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
到体育教学中。

教师来当一周学生
日前，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

举行 “心灵相约———教师教育教学体验
周”活动。为使教育教学更好地为学生发
展服务，同时也为增进师生感情，五十八
中从先前的教师“当一天学生”活动，拓
展到目前的“教师教育教学体验周”。

在为期一周的体验活动中， 每个
教师走进学生课堂、宿舍、餐厅 ，与学
生一起参加各项活动，包括听课、谈心
交流、 解决问题、 分享成长等 4 个环
节。 全校教师以学生身份走进班级听
课，通过体验学生的课堂生活，进一步
发现和改进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与结对学生进行深入的谈心交流 ，倾
听学生心声，了解学生需求，从中发现
和体会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产生的各种
问题，并帮助解决。

（陈佳邑 辑）

家长三参与：汇聚一所“社会大学”
□洪 湖

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呼声由来已
久，然而事实上，家长的参与却大多限于
对学校的单向服务，主体意识不强，参与
程度小、层次低，且多流于形式。

我们从校区、年级、班级各层次出发，通
过家长参与管理、参与教学、参与活动的“三
参与”课程，如今已形成家长全过程参与课
堂教学、课程建设、管理评价的教育局面。

家长“轮值团”。 3 月起，学校推行家
长轮值活动。 每天一大早，分别来自 4 个
年级的 8 名家长都会准时到校，在当日行
政人员介绍完工作流程后便开始了一天
的轮值工作。每天参与轮值的家长都是定
点到校，定职定岗。

这些参与轮值的家长会全面督察包
括教学、安全、德育及环境卫生、习惯养成
等在内的一日常规管理工作，并将发现的

问题和整改建议通过《轮值家长督察记录
表》反馈给学校。 学校教师在轮值家长的
监督下， 与学生一起利用每天的反思会，
组织研讨问题的解决措施。

坚持家长进课堂听课助教也是学校
家长轮值活动的一大亮点。每周二至周四
为课堂开放日，各校区的全部班级都会向
家长开放,家长随机听课，并利用《家长听
课评价表》及时反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
价意见。

在家长进课堂机制的鼓励下，许多教
师不断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不少更为大
胆的班主任还主动签订课堂效果承诺书，

接受学生家长的监督。
课程的“嬗变”。为了引导家长更加关注

孩子成长， 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学校教育，自
去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各校区和幼儿园推
出了家长课程进课堂活动，每个星期每个班
级都会上演一节“家长课”，家长们走进自己
孩子的班级，与孩子们来一次“亲密触电”。

据学校统计，在每周都开设的“家长
课”中，已经涌现出剪纸、泥塑、手工、电脑
维修、摄影、健康护理等众多家长课程。下
一步，学校还将利用家长资源，组织学生
走进各类社会机构，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
科技、人文、艺术等知识。

“体验式”家长会。 此外，“体验式”家
长会也为学校的家长参与式教育注入了
更强劲的活力。

不仅家长会的形式，从最初主要由班
主任一人宣讲的“班会式”，转变为让家长
担当会议宣讲者的“体验式”，家长会的内
容也发展为解读班级文化、 学校文化，共
享成功教育案例，充分彰显家长在参与学
校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 课程开发，
还原家长作为教育主人、 主角的作用，这
一系列举措构成了家长的“三参与”课程。
学校的角色不仅仅是单一地教育学生，还
是一个资源聚集地，是家长的“修道场”，
是社会文化的中心。 由此可见，小学校也
俨然成了一所“社会大学”。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前景学校）

家委会是连接学校与家长关系的纽
带，也是体现民主管理学校的一种形式，
旨在将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教育
与管理模式有机结合， 使家长能够更好
地参与学校管理， 协助解决教学管理中
的实际问题，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办教育不能忽视推进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在实践探索中我们发现，家长学校
的运作使家委会发挥出三大作用， 承担
了学校工作的三大角色： 家长学校的调
研团、智囊团和后援团。

家长学校调研团。目前，家长的文化
水平普遍较高， 对家庭教育方面的学习
欲望也较强。 但是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
需求， 这就要求我们在课程设置前做好
调研，听取家长对课程设置的意见，随后
将意见结果进行分类， 根据家长的需求
分发入场券，让家长选择自己想上的课。
这样的服务具有针对性， 不仅让家长们
觉得贴心，同时也发挥了家委会的作用。

家长学校后援团。家委会成立至今，
其活动的组织和形式也经历了不断的调
整与创新。

今年， 家委会成员的确立改变了以
往的形式，先请家长主动报名，然后请家
长根据自己的特长分成“行政组”、“教学
组”、“后勤组”、“资源组”等。

在家长学校的运作过程中，家委会还
是一支优秀的后援团， 以 “家长讲坛”为
例，家委会就充分发挥了各部门的协调作
用。 设计策划由行政组负责，讲坛内容由
教学组负责， 工作人员由后勤组负责，技

术支持由资源组负责。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
调动家长的积极性，也让家长志愿者在角
色体验中更加理解教师工作的辛苦。

家长学校智囊团。 “故事妈妈”是由
家委会自主开发并组织运作课程的典型
案例。

这群“故事妈妈”们以生命教育为核
心，借由绘本故事，向孩子们传递生命的
价值。她们认为，这份坚持让她们爱的不
只是自己的孩子， 还有将来要与自己孩
子一起成长的所有孩子。

目前 “故事妈妈” 团队有 15 人的规
模，她们都是通过学校家委会官方平台的
志愿者活动招募而来，并且进行了为期半
年的课程培训、实习试教，获得专业资质
证书后才正式走入班级授课的。

在家委会委员的操作过程中， 家长
们也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改进提升建议，
以便使这个模式取得更好的效果。 这些
尝试体现了家委会的智慧， 而这种智慧
又来自于家委会成员在日常工作、 生活
和教育过程中的积累。 正是因为有了家
委会的建议和实践， 学校才能关注到不
同家庭、 不同孩子的特点， 并从细节入
手，反过来服务家长和学生。

对学生来说，他们多了童年的伙伴，
增添了合作活动的乐趣；对家长来说，家
委会的存在不仅节省了家长的人力和物
力，更多的是增加了家庭之间的沟通，增
进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
中心小学）

“呀啦索，那就是青藏高———原———”
高昂激越的歌声，回旋缭绕。 台上舞

袂飘飘，笑靥如花，不再轻盈的身段，却依
然灵活无比；台下，3000 名潜龙学校的师
生家长满脸欢喜，不时发出阵阵赞叹。 他
们的赞叹不仅是因为歌声好、 舞蹈美，更
因为那些翩翩起舞、放声高歌的，竟然是
来自学校家长舞蹈社的学生家长。

学校位于梅林关口，毗邻深圳中心
区，家长对教育要求颇高。 学校成立时
就提出了 “深度参与 、良性互动 ”的理
念， 并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家长委员会，
其中包括家长义工、家长课堂和社区关
系 3 个部分。 几年来，家长义工的队伍
日益庞大，家长课堂有序开展，社区与
学校互相支持、融合渗透。

如今，学校已建有 10 多个家长社
团 ，涵盖体育健身 、文化艺术 、心理辅
导等各领域。 学校为多数社团提供场
地，有的还会派专业教师进行辅导。

在家长舞蹈社里， 大多数成员都
没有舞蹈功底，但始终坚持刻苦训练。
有一次学校临时接到任务， 邀请家长
舞蹈社参与表演， 从接到通知到演出
仅 11 天，每个社员每天至少排练 1 个
小时。在那些日子里，家长教练李祥红
每天早上 6 点多起床，晚上 11 点多回
家。 尽管如此，她却认为很值得，不仅
因为学校给了自己表演的机会， 同时
也在训练中提升了自己。

学校有两个很特别的家长社团：心
理辅导社和公益社。 在这些家长们看

来， 帮助他人能获得巨大的成就感，这
是另一种可贵的成长。

学生小林三年级才从爷爷奶奶家回
到父母身边。 不知从何时起，他看到别人
的好东西就拿，甚至偷了父母的钱还会向
同学炫耀。 直到有一次在父亲的逼问下，
他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 小林的行为让父
母很震惊，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便去求
助心理辅导社。

经过社团负责人李国锋对孩子的一
番询问才明白， 原来小林在来到深圳后
一直没有零花钱， 也没收到过父母的礼
物或奖品。看着别的同学有钱花，有新奇
的玩意，羡慕的同时又不愿跟父母讲，便
只有偷偷去拿。 家长这才意识到对孩子
关心不够， 开始学着给孩子适当的零用
钱， 发现孩子有所进步就给予相应的奖
励。 慢慢地，孩子再没拿过别人的东西，
与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的相辅相成，能够促进整
体教育的事半功倍。 反之，如果家长与
学校没有形成合力，学校教育很可能不
堪一击，毫无效果。

家长常常是孩子临摹的范本 。 当
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社团中表现活
跃， 积极成长， 也会不由得向家长看
齐，严格要求自己。

又是一年春草绿，“呀啦索”的歌声
仿佛还在校园上空缭绕，家长社团的成
员们都坚信着，明天会更好。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潜龙学校）

家委会：承担家长学校三大角色
□耿 愈

家长社团：做好学生临摹范本
□王俊珍

在校本课程的“顶层设计”中，除课程
目标外，课程内容规划无疑也是一项重要
工作。 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校本课程一
定是“有结构”的，而“有结构”的课程一定
要紧扣学校办学理念，统整于学校课程系
统，并且丰富多样、弹性可选。

基于目标，赋予应有时空

在初级阶段，学校课程可以是“拼盘”
式， 包括校本化的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
以及本校开发的校本课程，但其课程整体
规划必须以统一的“学校课程目标”为贯
穿。对于校本课程来说，应在综合考量“国
家教育目标”、“学校优势资源”、“学生成
长需求”以及“学校课程目标”之后，形成
课程整体架构。

有了学校课程目标 ，还要有课程空
间。 也就是说 ，校本课程要有时间上的
基本保证。

此外，学校还要为校本课程争取更大
的课程空间。 即对各级各类课程，特别是
重复率较高的课程进行统整，从而赋予校
本课程应有的生存时空。

多元架构，增强生本意识

必须明确，在学校课程中，校本课程
的课时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为
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 我们认
为，就内容规划而言，校本课程要由必修
类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必修类课程立足于
学生素质的养成， 强调主题的统一性、内
容的系统渐进性。 对于选修类，应最大程
度地考虑学生需求，做到“百花齐放”，指
向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校课程目标涵
盖下。 的丰富多元。

因此， 面向学生个体需要的校本课程
才是真正意义上对学生个性发展的主动适
应。 不能忽略最重要的一点———学生是教

育的主体，学生理应成为教育的主场。

丰富多样，梯度有序呈现

国家在课程计划中给学校预留一定的
校本课程课时， 目的就是要弥补国家课程
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不足。 从这一
角度讲， 校本课程必须体现丰富多样的特
点。 只有这样，校本课程才能让学生“有得
选”，才能关照到尽可能多的学生的个性发
展。 就内容而言，校本课程可以是知识课程
（以知识学习为主），也可以是经验课程（以
活动体验为主）；与此相适的呈现方式可以
是“百家讲坛”类的听讲赏析式，也可以是
课内外、校内外的活动体验式……

深度把握，蕴育涵文化力量

从国家增设校本课程的主旨来讲，校
本课程应着重关注学生个性、志趣等综合
素质的培养。 这意味着，校本课程应成为

一种名副其实的 “文化课”———具备独特
的文化味道，发挥特有的“文化涵养力”。

开设校本课程更应注重学生隐性素
质的优化和内在人格的修炼。正如西南师
范大学范蔚、李宝庆等专家所认为的，“校
本课程开发是一种文化开发”， 不能抛却
其应有的文化土壤，剥离其特有的文化因
子，不能“仅从技术层面去把握和理解”。

事实上， 就广义的课程内容来说，任
何一门课程都是一种 “文化———社会”活
动，系统地了解其包涵的文化知识、文化
现象，一定程度地理解这些知识、现象所
反映的价值观、人生观等，是课程学习必
不可少的内容。 因此，就某一门校本课程
来说，应通过适度的规划、适情的设计，使
其由表及里地内化成一种文化心理，由内
而外地散发出一种文化气息，让学生浸润
其里、受益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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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教育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其中之一便是“学校与家长的关系”。 在新型家校共建中，家长被视为重要的教育资
源，但许多情况下，家长参与往往只是流于形式，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果与作用。 如何把家庭教育与社会、学
校教育紧密结合，如何实现学生、学校与家长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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