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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呼唤全教育

冰球活动进校园
日前， 在首都体育馆世纪星滑冰

俱乐部，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学
生们进行了一次滑冰体验，“零距离”
感受冰雪项目带来的快乐。

借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 2022 年
冬奥会的契机， 该校面向全校师生开
展了一系列“冬奥项目进校园”活动。
围绕申办冬奥会举行相关讲座； 通过
展板等形式介绍冬奥会及我国冬奥会
的优势项目；在校内开展以“冬奥申办
我参与”为主题的教学活动，结合美术
学科，绘制冬奥会体育场馆、冬奥会吉
祥物、 冬奥比赛场景等； 结合语文学
科， 让学生们畅想自己参加冬奥会的
情境，并写下感受等。

此外， 该校还正式成立了首支校
级冰球队，并将征战 2015 年度北京市
校际冰球比赛。

小朋友来当“服务生”
“叔叔，你要点菜吗？ 这是我们的

菜单。 ”走进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西林
幼儿园， 迎面就听到一个小朋友的招
呼声。 班级活动室里，一个角落被布置
成“餐馆”模样，而小朋友们则摇身变
成了“餐馆”的“服务生”。

当提出要点餐时，“服务生” 会送
上一份画有面条、水饺、米饭等食品图
样的小菜单，点餐完毕，“服务生”会到
“传菜口”将所点食物报给“厨师”，随
后将一盘盘由橡皮泥制作的饭菜送到
“客人”的“餐桌”上。

该园的“小餐馆”已经开设了近一
个月。 在“小餐馆”活动中，孩子们学会
了用塑料小刀、 橡皮泥等制作简单的
“食品”， 也获得了与人沟通交流等各
项生活小技能。

做快乐的“年画娃”
“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乱

跑， 老师马上就下来看看大家画得怎
么样！ ”乱哄哄的教室顿时安静不少，
在四川省绵竹市清道学校的讲台上，
年画教师正拿着画笔， 指点学生绘制
年画。

每逢周末和假期， 学校都会免费
开设年画课。 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年
画教师要为学生们分析绵竹年画的色
彩特点，演示着色方法，指导学生完成
年画线稿的上色。 除此之外，教师也会
有意无意地将年画背后的故事讲给学
生们听， 还会经常带领学生参观绵竹
年画馆、年画村等地方，深化学生对年
画的认知。

托管时光同样精彩
放学后在学校里托管 ， 听上去

很枯燥 ， 然而走进山东省青岛市李
沧区东川路小学的托管教室 ， 一切
都变得不一样 ！ 孩子们不是在埋头
写作业 ， 而是分成好几个小组阅读
课外书 ，碰到有趣的内容 ，大家还会
互相交流讨论 ， 教室里不时传来一
阵阵清脆的笑声 。

学校还特别安排了丰富的社团
活动 ： 学校教师参与的 “诵读与表
达 ”、“绿园活动社团 ”；每周四下午 ，
大学生志愿者到校参与的 “电影欣
赏 ”、“阅读交流 ”、“手工制作 ”、 “阳
光健体 ”等 。 孩子们从中充分享受放
学后的快乐时光 。

考虑到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校家
长委员会还采用驻校办公的方式，每
天对托管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托管
结束，家长凭托管卡领走孩子，学校护
导干部负责清校。

废旧资源里学环保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41 个 “世界

地球日”。 围绕今年的主题“珍惜地球
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
用效益”， 湖北省秭归县小太阳幼儿
园开展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环保教
育活动。

其中，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是
用收集来的废纸片 、饮料瓶 、易拉罐
等废弃资源，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动
手制作各式各样、各具特色的手工艺
品，有帽子、挂饰、收纳盒等。 孩子们
不仅从中体会到珍惜资源、善待地球
的重要性，也将低碳节能的理念深深
扎根在自己的心里。

（陈佳邑 辑）

“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许多人都
熟知孟子的这句话， 说的是教育教学要
善于启发引导，不宜越俎代庖。 其后半句
也同样耐人寻味 ：“中道而立 ， 能者从
之。 ”即教育者如果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
立场（中道）指导别人，学习者就能紧紧
追随。

由此我开始思考， 作为教研员该如
何有效地助推本区域的学科教研活动
呢？ 教研员好比“二传手”，上依高层理
论，下连一线教师，既要能合理推介高层
的理论理念，引领教师合理发展，又要能
及时观察发现一线教师的得与失， 以供
提升和反思。 那么，如何做好这个“二传
手”，我以为应该关注 3 个要素：吸引、引
领、引申。

第一是吸引。 其关键在于“问题”，射
箭须有靶子， 无的放矢， 如何能引人关
注？ 我所在的区域，教师群体工作紧张、
压力大、队伍老化，职业倦怠较为明显，
对于许多自上而下的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心存抵触。 因此，基于“问题模式”的学科
教研活动可能会引起一线教师的较大兴
趣，为其带来研究的动力。

所谓 “问题 ”，首先要 “真实 ”，即要
来自课堂 ，是在课堂上 “发生 ”的 。 其
次 ，作为教研员须通过主动观摩 、调研
并加以提炼 ， 将其确定为值得探究的
课题 。 最后 ，“问题 ”应该具有一定的可
操作性 ， 且能通过教学研讨产生积极
的效应 。

例如 ， 在一次配合区教师进修学
校 “初中语文品质课堂研修班 ”的培训
中 ，我们提供了几种教学素材 ，请教师
分组自选进行 “读写结合 ” 的教学设
计 ，并通过实际操作和交流达成共识 。
然而许多教师对 “读写结合 ” 存在误
解 ， 以为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是截然
不同的课型与内容 ； 在实践中也很少
研究如何将读与写有机融合在课堂教
学中 。 在随后的交流中 ，学员和教研员
一致指出 ，课堂教学目标不明确 、教学
内容臃肿是导致这一切的关键因素 。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人人参与，献计
献策，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我们以为，这
是因为提出了真实的探究问题而产生的
效果。

第二是引领。 其关键在于方法，好

比教人射箭， 师傅百发百中没有用，只
有教会徒弟百发百中才可谓教学有效。
一般的学科研讨活动，我们往往关注请
了哪些名师， 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讲
授了哪些理论等，却很少研究如何让教
师由听众观众变成运动员，让教师亲自
去射箭。 我们认可理论引领、典型示范
的意义和价值，但教研活动更多的是一
种 “田野 ”研究 ，而非 “学院 ”研究 ，需因
人而异，因地制宜。 如何让理论和典型
经验落地开花结果，是教研员应该重点
关注的问题。

此外，在学科教研活动中，教研员不
仅要关注理论和典型的引领作用， 还要
关注每个教师的参与。 教研员要成为活
动的设计者和拉拉队， 让活动本身成为
一种引领，唯有教师们亲身体验了，才会
得到有价值的感悟。

第三是引申。 所谓引申，一是要使单
纯的理论预设走向真实的课堂实践，通
过对比检验，总结课堂经验，以期能在区
域内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课堂教学形
态。 二是要使小范围的学科研讨尽可能
产生较大的辐射作用，尽可能多地影响、

激励教师自觉跳出日常教学的小圈子，
稳中求变、变中求新。 三是要求教研员发
挥积极的管理作用， 通过连续有效的学
科活动，提升学科团队的整体素质。

一次有效的区域学科教研活动的
完成 ，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束 。 我们在
上述活动结束后 ， 立即安排两位学员
和一位骨干教师 （非学员 ）利用所给素
材进行同课异构 ， 并呈现各自在课堂
上对 “读写结合 ”的实践 。 除培训班学
员外 ，各校教研组长 、青年教师代表和
名师工作室成员也纷纷参加 ， 并邀请
专家对 “读写结合 ”的课堂进行评点与
指导 。

“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在学科教研
活动中，教研员应该明确自己的位置，不
仅要做一个渊博的教授者， 也要做一个
优秀的“游戏”设计师，让更多的“能者”
从职业倦怠中挣脱出来， 参与到教研活
动中。 在积极的体悟中收获经验、提升理
念。 从“引而不发”到“引而能发”，使课堂
教学不断变革，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教育局教研室）

教研员如何做好“二传手”
□张 原

从学科课程到全课程，从学校教育到全教育，它们之
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又该如何构建，才能实现素质教育
的有效推进？ 在这里，为您呈现全新且独到的阐释。

□王红顺

教研专家谈教研

推进素质教育目标的落实，不能仅
靠学校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社区教育三方联动 、互为补充 、共同承
担。 学校教育不等于学校学科教育，更
不等于学校课堂教育； 教师对待家长，
不能仅仅只是 “迎合 ”或者 “埋怨 ”，而
应该是“引领”以及“指导”。

因此，我们呼唤全教育，它是素质教
育落地的基础。

全教育什么样

所谓全教育， 是指学生在享受优质
学校教育的同时，还能享受全方位、多角
度的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 它不单指学
校的线性教育， 也不只是平面的家庭教
育或社区教育，而是立体的、多维的、三
者相辅相成的全面教育。 它将目标指向
一个中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
质的全面提升。

然而，全教育该如何推进？
我认为， 这是一个链条式的过程建

构，概括为：全教育→全教育课程标准→
全课程→全课程活动平台→教学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教学方法的选择。 而全课
程及全课程活动平台是实现这一过程目
标的核心要素。

我国现有的学校课程层级、 课程类
型、 课程模式不仅单一滞后， 还自成体
系，少有联动。 学科课程与非学科课程之
间不是互相支持，而是“各自为政”；社区
教育不能有效运作； 学校课程、 家本课

程、 社区课程三者的地位还没有明显的
轻重缓急之分，学校课程正值改革，家本
课程有待完善，社区课程亟需开发。

全课程服务学生发展

学校课程 、家本课程 、社区课程的
完整组合是我们所追求的全课程。实现
素质教育依靠的是全教育，而全教育实
施的有效载体是全课程。全课程教育不
仅涵盖新课程教育，也继承传统课程教
育中有效的课程要素，同时又创设出新
课程教育和传统课程教育均未涉及到
的新课程要素，充分利用并整合各种教
育资源，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
成长。

拓展学校课程类型， 建设新课程体
系，要遵循“学科课程+非学科课程”的原
则。 把学科课程以外的教育教学活动视
为课程，即非学科课程，目的是让学科课
程以外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科课程受到
同等的重视。 新体系的学校课程教育以
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为基础， 视学校各
个课程层级、 各类课程类型和各种课程
模式为有机整体，相互间有力支持，使其
在教育教学中有机联动， 从而优化教育
教学， 完成国家教育方针在学校层面的
落实。

对于家本课程、社区课程，不主张编
写规范的教材，编写课程方案即可。 它可
以规定家本课程、 社区课程开设的目的、
课程的实施规划、课程实施应该利用的资

源以及如何对课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等。

搭起全课程平台

多年的研究发现， 在全教育课程标
准落实与全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之间缺
少一个环节———全课程活动平台。 因为
不管课程资源多么丰富， 如果没有相对
应的课程活动平台， 课程资源就不能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当前的课程活动平台 ， 除了
各学科课程的教学活动平台较为系统
有效外 ， 其他的课程活动平台几乎是
片空白 ； 教师误以为学科课程的课堂
教学活动平台就是全部 ； 在学科课程
活动平台上运行的传统课堂 ， 要么没
有给学生足 够 的 时 间 对 知 识 进 行 消
化 ， 要么缺少对学生有效的指导和检
查 ；此外 ，还忽视了行为彰显 、成果展
示这一教学方式 。

对此，我们需要反复琢磨，弄清楚全
课程、 全课程活动平台等在实施素质教
育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进而有效地推
进全教育的开展。

全教育课程标准决定全课程活动平
台， 全课程活动平台决定课程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决定
教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 前者
的优劣直接影响后者的优劣。

全教育背景下， 全课程需要相应的
活动平台来支撑。 仅从学校教育的维度
看，学校课程活动平台大体可以分为：学

科课程活动平台、非学科课程活动平台、
学科课程与非学科课程整合活动平台以
及学校文化活动平台。 上述全课程活动
平台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并且能够形成
网状结点，整体和谐推进。

其中 ， 学科课程活动平台可以从
与班级授课制相适应的课堂教学 ，以
及打破教学时空线性隧道的 “触摸屏 ”
自学这两个角度建构 。 “触摸屏 ”自学
活动平台依托学校精心制作的 “学科
知识树 ” 和校园局域网上随时点击进
入 ，学生可以依照个人实际 ，对以往的
知识进行查漏补缺 ， 并对感兴趣的内
容进行提前预习 。 这不仅拓展了学生
的学习时空 ， 也克服了班级授课制的
软肋 。

非学科课程活动平台则可以从综合
实践活动、大课间、有课程意识的系统组
织、实施的各类活动等角度来建构。

学科课程与非学科课程整合活动平
台的建构， 可以通过非学科课程活动平
台， 让学生进行学科课程内容的成果展
示；通过学科课程活动平台，让学生把在
非学科课程中积累的经验反作用于学科
教学；通过学校生态环境、文化活动等载
体， 有意识地让学科课程与非学科课程
打通进行。

从学科课程到全课程， 从学校教育
到全教育，期待课改深度升级，培养美好
“全人”。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中
心校）

课改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