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服务于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学校本
体课程并不是越多越好，相反应该越少越
好，有用、能用、够用即可。

比如清华附小在将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学校课程整合成“1”之后，仅加上了考
虑学习者个体的“X”课程，这就很了不起，
可以说是整合得较为彻底的课程改革先锋
校。 而且，清华附小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
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要进一步整合优化学
校的本体课程体系，把“1+X”中的 “X”去
掉，只剩下“1”，在一所学校完整地构建出
融三级课程为一体的课程体系，到那个时
候，课改将是又一次质的飞跃。

这次会议盘点了我国小学拓展性课
程的家底， 也发现了一些亟须改进的问
题：其一，混淆了学校课程与校本课程的
概念， 学校课程是三级课程的一部分，而
校本课程是一所学校本体构建的课程体
系。 学校课程与学校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其二，没有明确指出学科知识课程 、公民
教育课程、学习者课程应该如何在一所学
校有效分配、各自权重和有机整合。其三，
取消学科界限的“全课程”仅仅在低年级
实施，其目的是什么？ “全课程”是不是一

个伪命题，能不能让受教育者厘清学科之
间的区别。

出席这次课程盛宴的专家为我们点拨
了当前课程改革的方向，启迪了每一位参
会代表，也使课程改革的可操作性越来越
清晰。

河南省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 张欣

课程建设要做减法 ； 跨学科的横向
整合；交叉重复的课程可以进行精简 ；要
认识 “满的课程 ”和 “留白的课程 ”；要回
归教育原生态……名家 、 名校长对课程
建设的高站位、深思考、巧构建、真推进；
名师、名校精彩纷呈的展示 ，让我整个人
都振奋起来。

课程建设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课程建设的改革要以儿童为本，以促进儿
童发展为目标，更要立足学校实际，遵循教
育发展规律。 学校管理者在思考学校的课
程建设时，要跳出来全面审视校情：学校课
程建设的现状如何？ 师资队伍如何？ 课改
资源如何……理性分析学校的优势与问
题，构建框架，制定策略。

课程建设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面， 也是一个永恒主题。 建设过程中每所
学校的校情不同，基础不同，学校管理者既
要态度积极，又要头脑冷静，既要明确发展
方向，又要因校制宜、立足当下。
北京市朝阳区黄胄艺术实验小学 蒋学凤

拓展性课程真正体现了“教育就是一
方池塘”“学生就是要站在学校的正中央”
的生本理念。 教育欠发达地区要想深化课
改，应当正视以下几个问题。

教师综合素养及教学教研水平的提
升。 正如本次研讨会上专家所指出的，当
前我国教育行政化现象过于严重，特别是
在教育欠发达地区 ， 教育很大程度上是
“管”出来的。 我们在说要给学生自主权的
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想到，要多给教师一些
自由和民主的空间？ 教师的个性直接影响
学生的性格发展，当教师被管时，学生又如
何逃脱被管的命运？ 其实，学生不愿学与
教师不愿教是同一个道理。 因此，去行政
化是提升教师综合素养的关键。

真正实现学生为主体 。 课改的本质

是以学生为主体 ， 然而相当数量的学校
却深陷形式主义的泥潭 。 挑选一个综合
素质较高的教师，上一堂包括小组交流 、
综合展示等环节的公开课 ， 回到常规课
堂后，仍是满堂灌的传统模式。 无论是校
长还是教师，如果不能真正领悟 “学生为
主体 ”的本质 ，就无法实现课改的成功 ；
无论是课改先进校还是探索校 ， 如果只
是一味地推翻传统的教学模式 ， 也无法
激发课改的活力。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学校 简蜂

如何让每个儿童实现全面而有个性
的发展？ 一些学校作出了积极成功的探
索。 而北京市亦庄实验小学提出的全课
程———不做加法做减法，更是给了我极大
的震撼和思考。基于本土、本校的特色，我
们的课程改革将走向何方？我们会在自己
阳光办学理念、“阳光+创新”办学目标的
基础之上，积极博采众长花 ，努力创造课
程蜜。真心感谢这次交流提升的课程改革
盛宴！

吉林省珲春市第一小学 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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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3 个关键词：自主、选择、生活

成尚荣：拓展性课程有许多内容，也有
许多途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田慧
生指出，拓展性课程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同
时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拓展性课
程不能只做加法，只有实现整合之后，才能
使课程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华的报告深刻易
懂。 她认为基础性课程具有共同性、 普遍
性、生发性、起始性等特征，而拓展性课程
则集中了所有课程的共同特征。 “越是基
础性课程越具有拓展性”这个观点很重要。
关于课程的满与留白，郭华说，要从留白的
课程中发现新的价值， 拓展性课程绝不是
装饰，不要为了美丽而忘记本质。

3 位校长对此怎么看？

刘飞： 今天的几个报告给了我很大启
发，也促使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要做拓展
性课程”这个问题。

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自主。 我们的孩子缺少真正的

自主，甚至连自主举手的权利都没有，教师
决定了让不让学生举手， 或者举了之后让
不让这个学生发言。 所以我们要呼唤一种
没有牵制的自主， 无论是基础性课程还是
拓展性课程，都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

第二， 选择。 我们的孩子没有自主选
择的权利。 现在， 各学校都开发了许多拓
展性课程，但是这些拓展性课程到底有没
有给予孩子一种高品质的选择， 到底值不
值得孩子选择？

第三， 着眼于给孩子完整的生活。 北
京中考刚刚结束， 其中有一道题给大家的
启发非常大。 题目要求学生结合生活实际
判断一下，一个鸡蛋重 500 克，普通的卧室
门高 3 米， 教室的灯管长 2 米， 国歌时长
50 秒，以上说法哪个正确？ 结果我身边有
相当数量的孩子都把这道题答错了，然而
回家以后， 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的老人却
能脱口而出正确答案。 所以，无论是基础
性课程，还是拓展性课程，一定要给孩子一
个完整的生活。

自主、选择、生活，是我关注课程建设
的 3 个关键词。

成尚荣： 拓展性课程是专门为儿童开
发的课程，同时也是由儿童创造的课程，因
此自主、选择、生活是开设拓展性课程非常
重要的 3 个尺度。 讨论拓展性课程不能没
有价值取向，也不能没有价值定位。

满小螺： 我想谈一谈自己对郭华教授
提到的“给课程留白”的理解。

10 年前，各学校都在大力推进特色文
化建设， 我看到许多学校搞得墙上地上都
是各种各样的展示，当时我就想到一句话，
“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 所以，我很赞
同郭华教授所说的，留白就是给学生、教师
创造自主发展的空间。 因此我在做校本课
程建设的时候，就特别注重这一点。

举个例子，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上，许多
学校常常以多取胜， 有些学校的校本课程
数量甚至高达上百门， 这有点不靠谱。 我
们学校是抓住每个学科最重要的一两项特
色，然后对其进行拓展和研发。

我的一个观点是， 开发校本课程也可
以“以少取胜”，抓住学科中最关键的部分
进行课程建设。 比如，语文就抓阅读和演
讲，数学就做理财等。

拓展性课程首先要体现国家意志，因
为拓展性课程也是课程， 应该服从国家课
程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其独特的价值就是
充分发挥教师优势， 尽可能地符合教师的
特点和学生的特点。

李明新：在现实层面，学校课程就是学
校智慧的体现。 不管课程理念是什么，也
不管学校设定了怎样的办学目标， 我们最
终都要回归学校。 因此，在课程建设时必
须从学校的办学条件、 师资配备、 学生实
际，甚至学校经费等方面出发。

刚才谈到的一些问题也许不能很快
得到解决，但是要通过学校的智慧 ，用一
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巧妙
处理，然后在现有的情况下 ，生发学校课
程。 从这一点来讲，学校必须想清楚我们
的课程建设是为了什么 ， 具体应该怎么
做。最后是我们的学校怎样才能把课程建
设做得更好。

不做加法做整合

成尚荣： 这 3 位校长所在的学校在拓
展性课程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实践， 下面请
3 位校长介绍一下自己学校最得意的一门
拓展性课程。

刘飞： 介绍一门最得意的拓展性课程
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因为我认为校本课程
并不是开得越多越好，而一定是要向学校
的课程体系发展。从学校的整体建构来说，
芳草地作为国际学校， 国际化必然是学校
的神圣使命，所以就拓展性课程来说，我们
构建了这样一个课程体系，其中包括“我爱
芳草地”、“可爱的故乡”、“美丽的中国 ”、
“多彩的世界”、“我想去那里”和“唯一的地
球”6 个课程主题。

我认为， 学校把原来的一些零散的校

本课程纳入这 6 个主题之后， 不仅推进了
学校整体的主题式教学， 也实现了学科之
间的穿越， 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完整全面的
学校生活。

成尚荣：感谢刘飞校长的纠正，这个纠
正很重要，我说最得意的一门，而刘飞校长
说不是一门。 刘飞校长还谈到了芳草地课
程建设的整体构架， 过去我们把一个大的
世界纳进小小的课程，但是今天，我们要把
课程里的世界发掘出来， 这就是芳草地小
学的课程体系，从这里拓展，从这里走向世
界。 很大气，也很有国际视野。

满小螺 ：我们学校叫行知小学 ，行知
的主要概念一个是爱，一个是行动。 所以
从办学之初 ，我们就提出了“每日三问 ”，
第一问： 学生在学校是不是第一位的；第
二问：是不是所有学生都享受到了我们的
教育资源；第三问：现在的办学对于孩子
未来的成长，以及未来生活的创造是不是
正相关。

我们学校一共有 12 门拓展性课程，其
中一门是将数学中的理财部分拿出来进行
放大。 理财能力是一个人在经济社会中的必
备能力，现在的国家课程没有涉及相关能力
的培养，那么我们就将其放大和延伸，以弥
补这一课程空白。 于是，我们就开发了这样
一门以理财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课程，根据每
个学期每个年级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个课程
基本框架。 除了每个学期举办理财节，学校
还开设了理财基地。 每天下午 4 点-5点，学
校开辟一个小市场，让学生各自摆摊，开展
售卖活动，并成立理财基金会，把这些收入
集中起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和教师，让理
财找到方向，实现个人价值。

成尚荣： 理财课程不限于对学生数学
能力的培养，它对学生的道德成长、素养成
长等都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李明新： 我来介绍一下北京小学的四
季课程。在该课程的具体操作方面，我总共
说三句话。

第一句，不改学制，改学程。 我们没有
权力更改学制， 但是可以改变学生学习的
进程。按照生命的节奏划分，四季课程包括
两个月的学科学习和一周的综合实践活
动，即“2-1-2-1”课程模式。

第二句，不改总量，改课时。 学校不能
突破国家的课时总量， 不能增加学生的负
担，但是可以调整单个课时。因此我们在控
制课时总量的同时， 灵活地调整课时，把
40 分钟一课时变成 35 分钟或 30 分钟一
课时，从而实现整体上的全盘考虑。

第三句，不做加法，做整合。 不做加法
就是不增加课时， 不简单增设课程类别；
做整合首先是课程之间的整合，然后是不
同学科教师的整合。四季课程是将国家安
排的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进行整合，因为
这门课只有纲要没有成型的教材，师资方
面也存在一定缺陷。 所以，我们就按照春
夏秋冬进行划分，把这些课时与校本课程
整合起来，按秋、冬、春、夏分别设立“科技
创意周”、“传统文化周”、“律动健身周”和
“读书实践周”； 不同年级也有不同的主
题，比如科技创意课程并不仅仅只是搞科
技，它是以科技为核心，同时涉及语言、手
工等多个领域的学习。 同一年级组的 20
多个教师根据所在学科，组成课程研发团
队， 在课程纲要和相关专家的指导下，共
同研发课程。

成尚荣 ：我觉得 ，四季课程不同于一
般学校开设的 “找春天”“秋天在哪里”等
课程，因为该课程既基于四季 ，又超越了
四季。

校长要有课程资源观

成尚荣： 有位来自河南永城贝斯特外
国语学校的教师问满小螺校长： 对于偏远
城镇的农村学校， 要想更好地开展拓展性
课程，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满小螺： 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课
程资源观。课程是无处不在的，就看你有没
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把能够激发教育性内
容、能够帮助学生发展、具有自己学校特色
的东西提炼出来并加以开发， 这样就能将
其演变成自己学校的拓展性课程。

我觉得作为校长， 首先要自己愿意进
行改革，然后真正立足于学校实际，思考在
改革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并积极发现教
师中的宝贵资源。

成尚荣：针对拓展性课程的建设，我总
结出 3 个关键点，第一校长要带头，第二要
善于发现，第三要有资源意识。 最后，请每
一位嘉宾围绕拓展性课程， 各说一句话来
结束这次沙龙对话。

李明新：把拓展性课程的价值想清楚，
这是我们做课程的起点。

满小螺： 校长是做好拓展性课程建设
的一个关键点。

刘飞：通过拓展的过程，促进每个孩子
全面且有个性的发展，这就是我所希望的。

拓展性课程：价值、关系与开发

2015全国小学拓展性课程建设研讨会延续报道·校长沙龙

6月28-29日，2015全国小学拓展性课程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校长沙龙”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参与沙龙对话的三位校长就拓展性

课程的价值、拓展性课程与基础性课程的关系、拓展性课程的开发进行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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