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是小学教育特色发展需要高水平的师资、课程团队做智力支撑，一方面是高校师范教育需要转化培养成果和选择实训基地，如何让

高校和小学打破各自“关门办学”的格局？2014年，北京市教委推出了“高参小”项目，开启了一场构建“大教育”的“破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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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参小”，乃“高参”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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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只可爱的“小羊羔”、一出出妙趣
横生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一场活灵活现的
“羊年羊镇顶咩咩大赛”。 这个由北京市第
171 中学青年湖小学部一年级学生带来的
舞蹈《快乐的小羊羔》，博得了在场评委和
观众的阵阵掌声。 最终，该舞蹈荣获北京
市东城区艺术节集体舞比赛一等奖。

然而，就在一年前，这所学校还在为
学生的美育发展而一筹莫展。 也正是在
那个时候，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以下
简称 “北联大 ”）的 “高参小 ”项目向学校
伸出了橄榄枝， 帮助那些还未找到自身
发展特色的小学寻到了“独树一帜”的方
向， 也让高校在师范生培养上汲取了充
分的养分。

启示一：高校课程资源的丰富
性和开发能力有效助力小学教育
特色发展

所谓“高参小”项目，顾名思义就是让
高校参与到小学教育中。

2014 年 6 月，北京市教委打破高校与
小学各自“关门办学”的高墙，在全国首次
开启高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特色发展的
项目。 北京市教委遴选了中国戏曲学院、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等
20 所高校及社会团体，与东城、西城等多
个区县教委签署合作协议， 结对共建 140
余所小学。 通过挂牌建设基地学校和特色
学校、建立艺术家工作室和体育俱乐部等
方式，与结对小学进行交流沟通、互帮互
助，进而推动小学体育、美育的全方位、多
样化、深层次开展。

“过去我们只能依靠音乐、美术课来
开展艺术教育， 在提供丰富的艺术教育
资源方面受到了限制， 无法满足学生的
发展需要。”谈到为何要开展“高参小”项
目，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说，高
校可以利用其丰富的教师、 课程等专业
资源， 通过资深教授、 优秀师范生等群
体， 将戏剧、 舞蹈等专业课程引入中小
学，为其落实素质教育提供新平台，让一
些难以办出特色的学校在这个平台上找
到自己的亮点。

“作为 20 所高校中的一员，我们与东
城区 171 中学青年湖小学部、西城区厂桥
小学等 7 所小学对接。 ”北联大师范学院
副院长汪艳丽介绍， 一年来， 学校为这 7
所小学的 1000 多名一年级学生提供了包
括国画、软陶、健美操、国学、心理健康等
在内的约 120 余节课程及活动，每周组织
各专业的优秀师生前往授课，提供的特色
课程累计达 5000 余课时。

“去年 4-6 月是开启 ‘高参小 ’项目
的调研试点时期， 也是工作相对盲目被
动的阶段。 ”汪艳丽说，由于“高参小”项
目在国内尚属首次，大家都是在“摸着石
头过河”，特别是对于作为活动主体的高
校来说， 更是压力重重，“基本上是每所
小学提出各自的需求， 然后我们尽可能
地去满足”。

但是，“高参小”项目作为高校与小学
融合发展的桥梁，实现双赢才是项目实施
的应有之义。 高校不仅要助力小学补齐短
板、扬起长板，同时也要借力完成自身师
范人才的培养。

于是， 北联大开始转变被动应对态
势，发起“主动出击”。

通过到共建学校进行实地调研 、与
一线教师进行沟通交流， 北联大在详细
了解各小学现状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
以师范学院为主体，广告学院、特殊教育
学院等为支持， 正式成立了北京联合大
学 “高参小 ”项目组 ，下设学科课程开发
部、宣传与社团活动部、网络技术支持部
等部门。 项目组围绕课程体系、 师资队
伍、授课团队、授课形式、开课方式、新闻
宣传、经费管理、课程巡视与效果反馈等
8 个方面做出顶层设计 ，推出了 2015 上
半年的 7 个折子工程， 即一群拓展型课
程开发 ，一组竞赛指导 ，一套校本教材 ，
一类特色报告，一个高参小工作网站，一
次成果汇演， 一期全国拓展型课程研讨
会议。

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北联大师范学院
在 7 所小学开发的课程数量翻了一番。 根
据各学校的不同需求、未来发展方向以及
自身的专业优势，形成了自己的“课程菜
单”，包括啦啦操、机器人、扎染、美食心理
学等 25 门课程，涵盖体育、科技、国学、心
理学等 7 大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一个专业
的教师团队。 “我们不再是被动‘防守’，学

校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 我们提供一个
菜单式的课程清单， 让对接小学自主选
择。 根据不同学校的特色或定位，有意识
地引领他们更好地拓展、发展。 ”看到学校
在课程开发方面思路愈来愈明晰，汪艳丽
说，“我们现在感觉在‘高参小’项目的探
索中越来越上手了”。

启示二：高校参与小学教育的指
导思想着眼于培养学生终身素养

“高参小”项目仅仅是为小学开发多
种多样的课程，教授孩子习得某项艺术技
能吗？ 当然不是。

“高校为小学提供课程并不是为了让
孩子在短期内掌握某项技能，我们希望能
够通过某一门课程来培养、提升孩子的某
种意识，从而对其他的相关课程起到支持
和互助的作用。 ”北礼士路第一小学挂职
校长杨晓钟说，教授技能不是目的，我们
的教育要对孩子的终身负责。

为了提高高校与小学之间的对接质
量和效率， 北联大选派本校 7 名业务骨
干， 分别担任 7 所共建小学的挂职校长，
直接负责两校之间的各项对接工作。

“刚开始以为所谓的挂职校长就是充
当沟通联系人的角色，负责两校间各种琐
碎的事务。 但后来发现，我们的责任远远
不止于此。 ”谈起初任挂职校长时的感受，
北联大教师杨晓钟如是说。

由于北礼士路第一小学的主打特色
是英语，所以在项目启动初期，该校对于
以体育、美育为扶持重点的“高参小”项目
并没有太大的热情，然而随着北联大剪贴
画课程的引入，北礼士路一小的参与态度
开始逐渐转变。

北礼士路第一小学一名数学教师曾
向杨晓钟抱怨，一年级数学中有一个章节
是关于七巧板的学习， 每每讲到这一节，
数学教师就会特别头疼，因为许多孩子不
会使用剪刀，不会剪纸，因此制作一副七
巧板往往要花费大半节的课时，极大地影
响了课程进度。 然而，随着剪贴画课程走
进校园，“10 分钟完成七巧板的教学已不
再是件难事，再往后，数学课的教学效率
也越来越高”。

“剪贴画课程并不只是为了单纯教孩
子学会用剪刀、剪纸画，关键在于学生空
间意识和立体思维等抽象能力的培养。 让
学生通过动手剪纸， 提升空间想象能力，
这不仅对于数学，对于今后逻辑学、物理
学等抽象类学科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辅助
作用。 ”杨晓钟说。

对此，担任北京市第 171 中学青年湖
小学部挂职校长的郝凤涛也有同感。 在青
年湖小学，“高参小” 项目组根据学校需
求，并结合自身专业优势，重点引入了“科
学探索”和“机器人”等科技类课程，每一
节课都会包含理论知识、实验操作、生活
应用和自我思考等 4 部分内容，将理论研
究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不仅打消了小孩子
对于传统课堂中生硬的科技知识传授的
抵触情绪，还极大提升了一年级小学生学
习科学知识的兴趣。 “学生们不仅把知识
仅仅当作是课堂的衍生物，而是学会了从
生活中去发现科学、探索科学。 ”说到这
儿，郝凤涛欣慰地笑了。

除了对课程学习方面感触颇多外 ，
“高参小” 项目也让高校师生开始从心底
理解教育。 “教育根植于爱，教育中一定要
有爱。 ”郝凤涛说，发自内心的感动是促使
她做这项工作的动力所在。 孩子们一到大
课间，就经常将她围起来，一边和她聊天，
一边帮她揉胳膊揉腿。 “那一刻我觉得，这
份工作再苦再累也都值了”。

启示三：通过“高参小”教学实践反
思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的有效对接

“高参小”项目为高校培养实用型师
范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从课程的开
发、设计，到课堂的实际教学，再到“高参
小”系列教材的编写，北联大都将本校师
范生放到参与的主体位置，打破传统的师
范生培养模式，尽可能搭建实践场。

在参与项目的师范生挑选上，北联大
有着极为严格的遴选标准。 师范生要么
成绩优秀， 要么在相关的教学比赛中获
过名次。 学校还会向辅导员、任课教师了
解实际情况 ，确保遴选出来的 “小老师 ”
质量。 此外，在实地授课之前，专业团队
还会帮助师范生一起备课， 并进行模拟

讲课，学校教师和领导进行点评指导。 据
汪艳丽介绍，师范生实际教学采用“3+3+
10”模式，即一个教师带两个学生，形成 3
人团队 ，教师先上 3 次课 ，学生观摩 ；随
后，学生上 10 次课，教师观摩。

从备课到磨课，从观摩到亲自上台授
课，从布置练习到批改作业，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 都有师生的共同参与和研
习。 通过“高参小”项目，北联大打造出培
养师范生的全新模式。

“虽然在去小学之前，我已经有了许
多次模拟课堂教学的经历，但是初入真实
的教室，面对一群懵懂的小学生，我还是
发现，现实离书本太远。 ”作为“高参小”项
目首批上台讲课的师范生，北联大师范学
院学生朱源如此坦言。

作为教授国学课的北联大师范学院
学生牛瑞祺，则从跌跌撞撞的实际教学中
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教学法。 在讲《弟子规》
时，许多学生看都看不懂，让其背诵就更
比登天还难。 这可让牛瑞祺郁闷坏了！ 通
过几番对师兄师姐的请教，并在网上搜集
相关资料，牛瑞祺“突发奇想”，如果把字
数相同的《弟子规》加上节拍编入曲子，再
让孩子们跟随音乐的节奏一起诵读，是不
是就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呢？ 几次尝
试，孩子们不仅喜欢上了读唱《弟子规》，
而且往往一节课下来，还能记住八九不离
十的内容。

“学的无用，用的不学”，亲身体验让
牛瑞祺深刻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对于师
范生来说，大学校园的课堂很重要，但是
社会实践的课堂更重要。

讲授科技课的李汐寒对此也深有体
会。 “之前对于教学的认知太过理论，对
于学生的理解也过于理想化， 以为小学
生只需要教师单向地教给他们知识就够
了”。 一到下课时间 ，孩子们都喜欢跑过
来围着李汐寒询问各种问题，天上的、地
下的……“那时候只恨自己才疏学浅，学
问浅薄 ”，现在只要一回学校 ，李汐寒便
会竭尽所能去拓展和丰富自己的知识 ，
“以免下次被孩子们问红了脸”。 孩子们
经常会自制各种各样的小礼物送给李汐
寒，“虽然都是很小很简单的物件， 但是
从中我体会到了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和依
赖，让我有一种存在感。 ”李汐寒说。

“对这些一年级孩子付出的爱和教
育， 可能暂时或者以后都看不到回报，但
是他们给我的幸福感永远都在。 ”朱源深
情地说道。

在“高参小”项目的实践中，一些问题
也逐渐浮现出来。 比如，在课程开发设计
中杨晓钟发现，大多数高校开设的师范类
专业课与中小学的相关性并不大，这不利
于师范生今后快速适应一线教学工作；厂
桥小学挂职校长李书群也提出，师范生平
日上课时间比较多，为小学生授课在日程
安排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高参小’项目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高校与小学各有自身优势，也各有自身发
展需求，‘高参小’ 项目是站在全新的视
角， 用新的资源观和人才观统筹教育资
源，实现多元教育要素的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 同时，还需要高校和小学一起，进一
步深入探索。 ”汪艳丽说。

□见习记者 陈佳邑 □本报记者 郭 瑞 金 锐

教师
工作
创新榜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在小学生书法课堂上进行指导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生为小学生参演化妆

链接

“高参小”项目
小学校长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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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展示

蔡晓蓓（北京第 171中学青年湖小学部）
“高参小”项目是基础教育满足社

会需求的一种新探索。北联大通过整体
规划、校园文化、师资培训、课程设计、
社团组织、 师资培训等多维度的参与，
指导小学工作，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以我校为例， 我们主打优质高效
组合拳，既关注大众也关注小众，既关
注共性又突出个性， 使课程成就人才
多元成长， 做到专人专室专项发展学
生专长。 相信在北联大的引领下，7 所
学校一定会校校有特色、校校都精彩。

徐立平（北京北礼士路第一小学）
“高参小”项目对于小学的一种扶

持，首先是先进的教学理念的扶持。

张楠（北京五路居中学安华里校区）
家长们感到特别的振奋，没想到孩

子一年时间就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
都得益于“高参小”项目的参与和支持。

蒋学凤（北京黄胄艺术实验小学）
在以往的学科教学中体验不到的

一些东西，我们的学生在“高参小”项目
的活动过程中，确确实实体验到了。

高军（北京裕中小学）
“高参小”项目解决了我们师资上

的不足， 因为北联大派来的教师都是
非常专业的。

高红（北京西城区厂桥小学）
我们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参与

到这个项目，我想，随着 6 年不断地提
升和发展， 未来一定能看到一个长远
的提升。

《儿童美食心理学》 该课程由张
婍博士带领其课程团队创立和研发，基
于儿童发展和教育心理学理论、语境行
为主义的关系框架理论（RFT），以及心
理健康教育理论和技术，将儿童的认知
能力培养、社会情绪能力培养和饮食行
为习惯培养融入每一课的饮食教育课
程内容中。课程教材的每一课都包含了
小探索、小知识、小练习和小任务，按照
儿童认识外部世界的心理规律，循序渐
进地传递饮食心理知识。

《科学探索》 该课程从故事引入
提起学生兴趣，使学生由浅入深逐步领
会科学的本质，乐于探究，热爱科学，并
树立社会责任感，让学生用科学的思维
方式发现、探究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科学
现象。 课程所用教材以“学中做”和“做
中学”作为主线，将科学知识巧妙地融
入经典故事、身边科学，通过通俗易懂
的语言、严谨的科学定义、色彩艳丽的
图片展示、 简单易实现的实验制作过
程， 使学生充分理解相关科学知识，并
能够用科学知识解释生活现象，进一步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开拓学生视野。

《彩泥空间》 该课程将美育融入
课堂教学发展，将空间认知提早介入
教学，融入少年早期审美认知中的一
种崭新的尝试， 其特色为：1. 空间的
认知训练。 以往的美术教学对于形象
的认知训练大多以平面的训练为主，
而实际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事物却
以三维的 、立体的物体为主 ，对于空
间的认知应当及早地在孩童时期进
行，这对孩童时期大脑的发育以及思
维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2. 训练动手
能力。 通过手、眼、脑的配合训练，促
进孩子的协调性发展。3. 提高学习自
信。 课程通过由简入深的训练，保证
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作品完成，
提升成就感，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自
信和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