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今
亦有“六益”———益德、益智、益身、益情、益
心、益能。

本着“惠他人、益社会”的教育理想，学
校以“益”作为学校文化的精髓，通过提炼
其精神特质，提出“益”文化发展战略，形成
了“六益”教育品牌建设规划。 以“六益教
育，生命成长”为育人理念，让学生学会做
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创造。

实施“六益”教育推进规划，即以生命
成长为核心，落实德育生活化、具体化两个
原则，通过微课程、大活动、日常规 3 个途
径，赋予学生鲜明的益民文化烙印，让“六
益”熔入学生的生命成长，培养德优、智高、
身健、情雅、心美、能强的“六益”少年。

益德。 以培养人格健全的益民少年为
目标，通过悦人立德、孝亲养德、爱校育德、
报国树德等板块， 全面培养学生的思想道
德品质。开发“六益”教育校本教材，按系列
分年级开展活动，形成序列微课程。 例如：
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实施孝老敬亲教

育；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慰问孤寡病残，学
会关爱他人； 实行班级轮周负责制升旗仪
式，从主持人到旗手，从仪仗队到国旗下讲
话，全部由班级独立完成，增强班级凝聚力
和学生荣誉感， 从而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
道德教育。

益智 。 以培养睿智聪慧的益民少年
为目标 ，通过读诗养智 、考级竞智 、英语
润智、科学启智等模块，达到诗情润泽人
生的目的。 学生每天读背一首诗，下午放
学背诗离校 ； 开展英语特色创建 、 举行
“双语考级”（英语阅读、汉语阅读）活动，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定期组织英语节 ，
充分展示学生在英语听 、说 、唱 、演方面
的综合才能 ；课堂教学实施 “四步三环 ，
自主合作”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的能力，注重学习态度和习
惯引领，开发学生潜力和智力。

益身 。 以培养身体健康的益民少年
为目标 ，通过竞技健身 、专长健身 、韵律
健身、农作健身等模块，全面提高学生的

身体素质。 主要活动包括 “一节 ”全面展
示 、“一操 ”特色常态 、“一球 ”专长普及 、
“一园”种植经济。 “一节”即体育节，全面
展示学生的体育水平；“一操”即课间操 ，
分为扇子舞 、 韵律操和广播操 3 部分 ；
“一球 ”即乒乓球 ，全校绝大多数学生都
会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 ；“一园 ” 即每班
都有一块种植园，根据季节种植作物 ，收
获的果实自行出售。

益情 。 以培养情感丰富的益民少年
为目标，通过书画传情、才艺抒情、歌舞怡
情、创作激情等模块，涵养学生的情感。 学
校建有手工制作、舞蹈、绘画、七巧板 、民
乐、书法苑、小记者站等 20 多个社团，每天
定时活动，每学期举行艺术节，对社团活动
和学生的艺术水平进行“大检阅”；开展班
班有歌声活动，每天大课间齐唱一首歌，每
周更换曲目；此外，还有以“青春风采，活力
校园”为主题的“益情”艺术节，其中包括
“校园歌手大赛”、“器乐新星大赛”、“小主
持人演讲大赛”等节目，极大地丰富师生的

校园文化生活。
益心。 以培养心灵阳光的益民少年为

目标，通过环境养心、辅导舒心、活动炼心、
家校连心等模块，培养学生的包容之心、热
爱之心、向善之心和坚强之心。 建设高标
准的心理健康教室，全方位优化校园 、班
级环境， 为学生学习创造良好的外部条
件 ； 举行 “小手拉大手 ”、“多人绑足竞
走 ”、“障碍穿越跑 ”、“分享快乐队会 ”等
活动，磨炼学生的心理素质 ；充分利用家
长委员会，设计父子同题作文 、家庭接力
赛等亲子活动 ，培育两代亲情 ；组织 “益
心 ”心理节 ，让学生勇于面对成长烦恼 ，
消除心理阴影，培养积极心态。

益能。 以培养技能全面的益民少年为
目标，通过生活自理能、安全防护能、经济
交易能、环保节约能等模块，为学生今后踏
入社会打下各方面的坚实基础。 作为一所
寄宿制学校，学校定期举行最优宿舍评选、
洗衣比赛和叠被比赛等活动， 培养学生的
自理能力；每周进行安全演练，锻炼学生的

自救能力；举行“益民山会”、“乐淘书市”等
活动，培养学生买卖、议价、结算的能力。

为保障“六益”教育有序开展，学校制
定了“六益”星级评比制度、“六益”学生表
彰制度， 每周都会对每个学生进行星级评
比。设立“六益”主题月：3 月为益德月，4 月
为益身月，5 月为益情月，6 月为 “双语考
级” 月，9 月为益智月，10 月为益心月，11
月为益能月，12 月为“六益”表彰月，分别
举行相关的主题活动。

此外，学校还建设了 “六益 ”馆 、益友
厅，修建了益情赏荷园，益能种植园，为“六
益”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评价保障方面，实行班级周评价，年
级月评价，校级学期评价，极大地调动了学
生自主合作学习的积极性。

“六益”教育真正以学生发展为本，为学
生量身打造，让学生在校园中吮吸“六益”
的雨露，幸福快乐地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益
民双语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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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共振起来

课程图纸
十大高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单篇阅读犹如羽毛划过水面，在知识的汪洋荡起轻微涟漪便归于平静。 如何让阅读真正深入学生内心？ 为此，湖北省仙桃
市第八中学开设了“1+x”共振阅读课程，让学生在深化必修课文认知的同时，拓宽视野，建构更加全面完整的思想体系。

□张传松

课程缘起

语文教本不是终点， 从教本入手的目
的在于启发引导学生阅读更多的书。然而，
现实的情形却是许多学生只读教材。

就高中语文而言， 人教版 5 本必修课
本上总共 60 篇文章，翻来倒去，学生感到
索然无味；同时，学校在书香校园活动中为
学生列出一系列阅读篇目， 要求学生在一
定时间内读完相应的书， 但由于缺乏时间
保障、目标导向、评估机制等，这种粗放式
阅读往往收效甚微；此外，我国缺乏小学、
初中、高中分级阅读设计，尤其是高中生的
阅读早已被高考冲淡。

虽然如今儿童文学阅读推广活动办
得风生水起，但大多止步于小学阶段。 阅
读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 却有可能输在转
折点上。

课程性质

建构性。在共振阅读组合的文本群中，
学生自主阅读、体悟；在集群文学形象的感
染、熏陶中，学生自我建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

开放性。共振阅读的篇目是动态的、与
时俱进的， 师生发现更贴切的篇目会随时
替换，从而实现共振阅读效益的最大化。

整体性。 打破课内文本与课外文本分
离的壁垒，以同质、同向、同类为原则，将课
内外文本有机统一，为共振阅读提供条件。

互动性。共振阅读不是个人单向阅读，
而是学生与文本、与教师、与同学多边互动
的阅读，在这种阅读场中共享阅读成果，分
享快乐。

探究性。 共振阅读不是松散的消遣式
阅读，而是在中心话题的引领下，对文本群
的价值进行深度探究。

课程目标

誗通过共振阅读形成比较系统、完整、
牢固的知识体系。

誗通过长期大量阅读形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提高鉴赏能力，提升审美境界。

誗在阅读中养成独立思考 、 质疑探
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缜密性 、深刻性和
批判性。

誗学会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
古今中外的作品，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誗扩大阅读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提高
文化品位。

课程内涵

共振阅读以课内文本为依据， 并向课

外阅读有机延伸。 课内单篇阅读犹如一片
羽毛划过水面，只能轻轻地荡起小小涟漪，
旋即归于平静； 如果加上相关作品的连类
阅读，就会发生共振，产生共鸣，其阅读效
能的合力远大于分力。

人教版高中必修课本，每本 4 个单元，
每单元 3 篇课文， 其中分为精读课文和略
读课文。 我们以精读课文或某些文质兼美
的略读课文为支点，按照选定的拓展点、探
究点组编同质、同向、同类的若干作品，开
展共振阅读。一课一组编，短篇阅读材料人
手一份； 整本书阅读则提供书目， 以便查
阅。 每学期结束后，形成一册《共振阅读》
读本，读本有其独特的体例：第一版块是课
文引领、教师精讲，第二版块是中心话题、
聚合文本， 第三版块是共振篇目、 共读共
赏，第四版块是检验阅读、成果展示。

共振阅读的数学表达式为：1+x。 “1”
是课本中的某一篇文章，“x”即若干篇课外
文本，既可以是若干单篇文章，也可以是整
本书籍，甚至是影视剧。 “x”是“1”的发散，
“1”是“x”的聚合，“1”与“x”在教师提出的
中心话题下发生紧密联系。

在连类阅读中， 或对某个问题进行深
度研究，或对某种思维能力进行反复训练，
或对某个知识点进行熟练迁移， 或对某个

价值观进行不断强化。总之，发挥“1”与“x”
的最大合力，挖掘“1”的最大值，拓宽“x”的
最大面，提高学生素养。

课程示例

例 1 《归去来兮辞》共振阅读
“1”：《归去来兮辞》
“x”：《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晋

书·隐逸传》、《桃花源记》、《皇帝的新装》、
《瓦尔登湖》、《伊利亚特》、《奥德赛》。

“1+x”共 6 篇文章、3 本书，要实现共
振阅读，要求教师对“1”提炼出核心话题，
对“x”提炼出中心话题。

共振阅读容量大 ，要有时间保障 ，就
要做到“少教多读 ”。 每学期的必修课文
约用 1 个月时间教完 ， 剩余时间用来阅
读课外书。

“少教”并不是走马观花简单教，而是
对“1”以少胜多简约教，围绕核心话题探究
文本，打造高效课堂。如《归去来兮辞》围绕
“出发与回归”这一核心话题展开，学生既
深刻认识了文本内容， 同时又形成了阅读
“x”的支点。

“多读 ”即针对 “x”的篇目 ，不是随
意组合 、随意阅读 ，而是围绕中心话题

遴选篇目 ，围绕中心话题展开研究性阅
读 ，使共振阅读有方 向 、有 目 标 、有 动
力 、有张力 。 如 《归去来兮辞 》共振阅读
的中心话题是 “回归的价值 ”，学生围绕
这个中心话题 ，既可以将 “1+x”的篇目
读得饶有兴趣 ，又能够对人类的生存意
义作深度思考 。

例 2 《诗经·氓》共振阅读
“1”：《诗经·氓》
“x”：《伤逝》、《爱的奉献》、《麦琪的礼

物》、《三个火枪手》。
《诗经·氓 》的核心话题是 “爱情的悲

剧”。 教读后，许多学生在随笔中极力渲
染爱的背叛，表现出对爱情的恐惧。 这是
不成熟的爱情观，是对爱的偏见 ，应当及
时纠正。 于是，围绕中心话题 “忠诚与背
叛”组编共振阅读的篇目 。 通过阅读 、感
悟 、交流 ，大家的共同体验是 “人间有真
情，人间有真爱”。 这是在文学作品的集
群中、文学形象的群像中 ，浸润生成的积
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例 3-1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一次
共振阅读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文本的价值，

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价值。 因此， 对于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安排了两次共振，一
次是针对其伏笔的艺术， 一次是培养学生
的现代公民意识。

“1”：《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x”：《水浒传》、《红楼梦》。
作品聚合的中心话题“草蛇灰线，伏脉

千里”，共振的目的是充分 、反复体会 “伏
笔”的艺术。

例 3-2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二次
共振阅读

“1”：《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x”：《我有一个梦想》、《曼德拉传》、电

影《甘地传》。
为什么两次共振的篇目不同？ 因为这

一次共振是为了培养学生用现代观点审视
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 培养学生成为一
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所以这次的共振中心
话题是“抗争与法治的统一”。学生在比较、
整体阅读中明白， 拳头不是现代文明社会
解决矛盾、纠纷的正确途径。

课程实施保障

制度保障 。 编制学校共振阅读计
划 ；制定书香班级授牌规则 ；制定读书
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把每年四月设立为
读书月 。

话题保障 。 共振阅读成功的关键是
核心话题和中心话题的质量 ， 需要发挥
团队集体智慧 ，确保 “两个话题 ”的合理
性、科学性。

时间保障。 第一， 每学期按 5 个月计
算， 切分为一个月教完 “1”， 四个月渗透
“x”；第二，把节假日、寒暑假依时排序，制
定明确的阅读分步推进计划。

图书保障。 鼓励师生捐赠部分个人藏
书，在每个班级开设读书角；学校图书室不
断更新、 补充藏书； 开办课间图书交流超
市，互换图书，实现共享；建立微信书友圈，
寻求稀缺书籍。

丰富形式。 为推动阅读进程，检验阅
读效果，采用多种形式促进阅读。 其中包
括： 课前演讲， 每节语文课拿出 5-10 分
钟，随机选择学生就共振阅读文章中的人
物、情节、细节等进行介绍和点评，目的是
掌握阅读进度，检测是否真实阅读 ；作品
研讨会，在一次共振阅读的所有篇目读完
后，召开作品研讨会，对作品的人物形象、
艺术成就、主题思想以及中心话题展开深
入探讨；成果展示，作品研讨会后，要求学
生对选点研究的小课题以文字形式表现
出来 ，或绘制出手抄报 ，或在校报 《芳草
地》上发表，或集结成册，让学生充分享受
成功阅读的快乐。

张雪门：幼儿园课
程应该注意实际行为，

凡扫地、抹桌、熬糖等幼儿能够实际行动
的，都应当让他们实际去做。 在行动中所
得的认识，才是真实的知识 ；在行动中所
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 ；在行动中
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能力。 五六岁
的孩子在幼儿园生活的实践就是行为课
程。 这门课程与一般的课程一样，包括工
作 、游戏 、故事等要素 ，然而它又完全来
源于生活 ， 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
活动。

虞永平： 幼儿园课程设置必须基于孩
子的生活，对孩子的生活研究得越透，幼儿
园的课程就越适宜。 幼儿发展的关键在于
不断地获得新经验， 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
得真正的经验。 幼儿园课程是一个以思考
为纽带的综合行动结构， 而不仅仅是一个
静态的知识结构， 它有别于中小学课程结
构，以幼儿发展为导向，以经验获得为过程
和目的。

张志勇 ：有不少校长认为 ，学校开设
校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学校特色 ，

这是对学校课程建设的一种扭曲 。 学校
课程建设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
学生全面的 、个性的 、自主的 、健康的发
展 。 舍此 ，学校不应该有任何自身的功
利目的 。

门社强：自主、合作、展示是小组学习
活动的基本方式， 是构建高效课堂的核心
要素，更是新课程标准中倡导的学习方式。
教师适时的点拨是学生高效学习的 “催化
剂”， 也是小组合作学习不可缺少的要素。
这种点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当学生

在小组学习中偏离“主题”时，教师要及时
引导； 当学生争论不休时， 教师要及时介
入；当学生面面相觑、低头不语时，教师要
及时指导；当学生思路不清或漏洞百出时，
教师要及时纠正。

梁好：让学生“采用喜欢的方式”进行
自主学习是教学方式的重要改革， 这充分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体现了教师对学
生的尊重与信任。 然而在组织教学的过程
中， 教师要将课程目标的有效落实放在重
要地位， 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基础与学习

能力，精心设计相关教学环节，让学生喜欢
上自己的课堂， 而非放羊式地让学生盲目
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励安平： 课改不是颠覆， 不是推倒重
来，而是在原有教学基础上的一种改进、一
种发展。课改改什么？怎么改？与这两个关
键性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原有的教学内容
与教学方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思考原有
的教学内容、方法存在着什么问题，然后再
去思考怎样解决。

（陈佳邑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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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学生一起在“读书角”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