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美好课程】编发学校某一个
课程或某所学校的课程实践，3500 字
左右。

【协同创课 】随着少年宫 、青少
年活动中心 、 青少年教育研究与发
展中心等校外教育机构的壮大 ，正
在与学校形成一体两翼 、 协同推动
素质教育发展的格局 ， 承担了学生
综合实践课程 、场馆学习等任务 ，发
挥着重要的课程开发与建设功能 。
本栏目关注校外教育机构的创意和
做法，1500 字左右。

【课程图纸】与学校课程的报道相
比，此栏目呈现学校的课程方案，3000
字左右。

【教室叙事】聚焦班本课程建设和
班级管理， 其中班级管理的内涵涉及
学生行为、学生心理等课程性指导，真
正让教室一头挑着课程， 一头挑着生
命，1500 字左右。

【向谁提问】提供学校间跨地域交
流，打破沟通围墙，让学校之间就课改
的相关问题展开互动，欢迎提问。

【文化宝丽来】用图片展示学校文
化的一隅，来稿请配文字解读。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称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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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统节 守民族根
课程目标

誗通过学习与实践 ， 了解中国传
统节日文化 ，陶冶学生爱家 、爱乡 、爱
国的民族文化情操 ， 尊重并学习不同
地域的文化 ，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
自豪感 。

誗通过学习与实践， 丰富学生的学
习生活，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提升日常
生活品质， 培养文化生活的兴趣和爱国
主义精神。

誗通过学习与实践， 激发学生自主
探索和研究精神，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内容

誗内容安排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厚， 为了

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其精华， 我校依据自
身的办学特色， 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
日的由来、风俗习惯及象征意义，并与学
生的兴趣爱好相结合， 进行了以中国传
统节日为主的校本课程开发， 让学生深
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 从而
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誗内容框架
在传统节日到来前后， 学校的经典

诵读课安排学生诵读。 在诵读专题节日
诗文前，每班利用一节探究课开设“传统
节日我知道”综合实践课，以此启动本班
专题节日诗文诵读。 专题活动结束后，班
级要举行相关诵读比赛或展示活动 ，以
几个节日为例做进一步介绍。

模块：清明节
专题：缅怀亲情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清明节的具体日期，初步了解

节日的来历，了解清明节的风俗习惯。
·通过调查、访问，搜集有关清明节

的资料，并能整理成文章。
·通过板报、演讲等形式 ，挖掘清明

节的文化内涵，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端午节
专题：民族精神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端午节的具体日期，初步了解

节日的来历，了解端午节的风俗习惯。
·通过调查、网络搜索等方式，搜集有

关端午节的资料，并能整理成文章。
·搜集端午节风俗习惯的各种图片，

办一次图片展，挖掘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中秋节
专题：亲情友情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中秋节的具体日期，初步了解

节日的来历，了解中秋节的风俗习惯。
·能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与中秋节有关

的资料，并能把资料整理、组合好。
·了解中秋节的文化意义，能通过一些实

践活动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国庆节
专题：爱国主义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国庆节的具体日期，初步了解

节日的来历。
·通过调查、访问老红军或上网查找

资料，了解新中国解放的历史。
·了解国庆节对全国人民的伟大意

义，通过开展多种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重阳节
专题：尊老敬老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重阳节的具体日期，初步了解

节日的来历，了解重阳节的风俗习惯。
·能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与重阳节有关

的资料，并能把资料整理、组合好。
·了解重阳节的文化意义，并能通过一些

实践活动挖掘更深层次的内容，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元旦
专题：传承发扬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元旦的具体日期， 初步了解元

旦的来历。
·通过上网查找资料或访问等方式，

了解与元旦有关的天文地理知识。
·在探究学习中了解、 发现元旦的意

义，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春节
专题：勤劳节俭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春节的具体日期， 初步了解节

日的来历，了解春节的风俗习惯。
·通过回忆、查找资料等途径，了解春

节在各地的不同风俗习惯， 并能整理成文
章。

·通过各种实践活动， 发现春节的文
化意义，并诵读诗文。

课时：1

模块：元宵节
专题：文明孝亲
主要内容及要求：
·知道元宵节的具体日期， 初步了解

元宵节的来历，了解元宵节的风俗习惯。
·通过回忆、查找资料等途径，了解元

宵节在各地的不同风俗习惯， 并能整理、
组合资料。

·搜集元宵节风俗习惯的图片及各种
实物，办一次展览，了解元宵节的文化内
涵，并诵读诗文。

课时：1

课程实施

誗课程组织管理
教师配备：由学科专业教师和班主任

授课，与少先队大队部活动相结合，教导
处负责学生检测、评价。

课时保证：每周一课时。
常规检查：常规检查与其他国家课程

安排的学科相同，备课、检测、活动每月由

教导处检查一次。
誗课程实施形式和时间
每周五下午快乐活动日课程。
共需 8课时，每个节日模块安排 1课时。
誗学习对象
一至五年级学生
誗实施策略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

化课程资源。 由于所开发的课程综合性
强，因此要努力构建“学校———家庭———
社会”一体化课程资源。 既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人力、物力资源，还要聘请校外的专
业人士、外校教师，有时还需要家长的支
持与参与。

确定文本主题，制定目标。 中国的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涉及面非常广泛。 我们在开
发校本课程时， 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
涵进行挖掘。

设计活动方案，实践反思。 教师根据
学生的兴趣爱好、年龄特点、地方特色，选
择一个主题，设计一个适合某一年级的主
题活动方案；然后，分年级组进行初步尝
试教学；上完课后，各年级组对活动方案
提出修改建议， 方案设计教师写出反思，
为进一步修改打好基础。

跟踪调查，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 在注
重教师反复实践修改课程方案的同时，还
应该注重学生的参与。 学生通过实践活动
获取的信息将是教师编写学生读本及教本
的第一手资料， 如节日的由来、 节日的风
俗，还有学生参与活动拍下的照片，等等。

课程评价

本科目评价表格，采用学生自评与互
评相结合，教师评价、家长评价与学生评
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评价的难度分为： 主题生成的参与积极
性、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探究能力、小组合
作的协同能力、活动成果的表述、活动过
程中的情感体验等 5 个难度。如果是课外
活动， 要求家长在观察孩子的过程中，积
极参与对孩子的评价。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
心小学）

我问 ： 新课程改革要求学校
有 10%的学科实践活动课的安
排，我们的做法是一部分活动由
学校统一安排，体现学科的综合
性，一部分活动由任课教师安排，
体现学科的实践性。这样安排是
否符合要求？

（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第二中
心小学教师孙彦勇）

我答：新课程改革之所以加大
学科实践活动课的比重，目的是为
了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体现认知
思维的过程，以实践活动促进认知
过程的深化。针对学科实践活动课
的安排，从“学校整体学科设计到
教师落实实践” 的思路是可行的。
所有理念的落地都要依靠课堂的
实施，由于每个教师对课程组织的
着眼点不同，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
上给予了教师自主组织权。 同时，
每一项改革都需要一个长期的探
索过程 ， 这种由学校统一设计思
路、 学科教师组织落实的方式，会
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课程整合方向、
目标的一致性。

同时， 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学
科综合不仅仅是知识的综合。 无论
是学校的设计还是教师的实施，都
应该避免单纯地呈现知识的过程，
应更多地关注学生自发生成的技
能获取的不同方法，关注学生在实
践活动中呈现出的态度、能力和思
维方式。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
学教师李虹霞）

我问 ： 教育局曾组织教师到
一些课改名校参观学习，以求对
本地的课改有所推动。大部分教
师参观时都热血沸腾，准备回到
学校改头换面，大干一场。但时间
一久，教师激情减退，又退回到老
样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河南省宜阳县教体局督导室
裴伟国）

我答： 我曾于 10 年前追踪访
问过许多这样的学校，许多人对此
莫衷一是 ， 校长们说教师观念陈
旧，不好改；教师们说升学压力太
大，担心成绩受影响 ；家长们说讲
都学不好，自学岂能会 ，不能拿学
生当试验品。

这样的现象让我想起两个和
尚去南海的故事。 其实，课改不正
是可以借喻“去南海”吗？ 对于穷和
尚来说， 只要有一颗去南海的心，
哪怕仅有“一钵”，实则足矣。 越是
内在信念不足的人，越关注和强调
外在的条件， 其实内因才是关键。
如果说课改前期需要做好观念的
准备、理论的准备、技术的准备、行
动的准备，我认为更应该做好信念
的准备。 想当年杜郎口中学课改，
一无理论，二无资金 ，三无好的师
资，四无优质生源 ，五无民办学校
灵活的机制，六无现成经验可以借
鉴，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的征
程。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杜郎口靠
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教育人有了内在的
教育信念，也就有了主动改革的意
识， 也就有了担当天下的责任，富
和尚的教训应当引起警惕。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李炳亭）

特别的地砖字帖
贵州省思南县第五小学落

实“以人为本、科学育人”的办
学理念，着力打造“绿色五小、
汉字飘香” 为主题的特色校园
文化。 学校每天的体艺大课间
活动， 学生都在汉字广场就地
练习毛笔书法，场面蔚为壮观。

汉字广场的地砖， 由学校
特别定制，每个汉字分为小篆，
楷书和行楷 3 种字体， 学生们
非常喜爱这样的特别字帖。

陈江林/摄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而节日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但现在的学生却热衷于过“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
外国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意义知之甚少，甚至将传统节日与法定节日混为一谈。基于此，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开发了“中国人过中国节”
课程，以主题为线索，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浓浓的中国传统节日氛围，体验悠远的中华文化。

□卢 红

课程图纸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中国人过中国节

征 稿

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希
望孩子在取得高分的同时，能够获得综合
素质的全面提升， 以满足未来社会的需
求。 因此，在创新实验班创建之初，我们
就将学生的培养目标确立为：培养具有健
康身心、积极人格、宽广视野、创新思维、
实践能力和领袖气质的人才，既能够应对
高水平的选拔考试，又具备良好的综合素
质和创新潜能。 简单地说， 就是会学习、
会做人、会做事、会生活。

创新实验班实行开放式办班，充分开
发利用校内外资源。

在常规的班级中， 课堂就是教师的
“势力范围”，教师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控
制权和话语权。 但创新实验班从班主任
和任课教师做起，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各方
面有一技之长的校内外教师，就自己擅长
的领域给学生上课。

学校另一个校区有一个语文教师叫
何晓铭，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和散文集。 她
的诗歌赏析课，能让学生的心灵和情感在
诗歌的清流中洗去污浊，得到升华。 早在
开班之初，我就向她发出邀请。 当清纯的
何晓铭站在讲台上时，学生们立刻被她优
雅的气质所吸引。 开讲后，学生们更是被
她渊博的学识、声情并茂的朗诵，深入浅
出的讲解所倾倒。

通过这次诗歌赏析课，许多学生喜欢
上了写诗， 赏析诗歌的能力就更不在话
下。有的学生在周记里写道：何老师优雅，
有女性的柔美和细腻；宫老师幽默，有男
性的阳刚和大气。 我们从不同的老师身
上读到了不同的精彩。

为了满足选修课程的开设，学校还打
破班级授课的壁垒，聘用有一技之长的教
师授课。 比如，谢德均是湖南省硬笔书法
协会的会员，学校聘请他担任硬笔书法课
程的教师；邓知青是心理咨询师，学校聘
请他任教心理课。 这样，既确保了学校优
秀师资得到充分利用，又让创新实验班学
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课堂的开放还体现在学校不定期聘
请长沙市的名师、知名院校的教授和各领

域的领军人物、知名人士到创新实验班开
讲座。 此外，学校充分发掘家长层面的资
源，让家长参与创新实验班的管理，成立
创新实验班活动委员会。

创新实验班每个月都举行课外实践
活动，最近一次举办的“洋湖湿地之旅”社
会实践活动，策划和组织均由家长协助完
成。 学校邀请家长中的专业人士给学生
上课，从他们的专业特长方面对学生进行
培训， 目的不是让学生学到多少专业知
识，而是开阔学生的视野。

创新实验班活动多， 基本上由学生自
主组织，为了让他们更有创意，我邀请学生
何宗铠的爸爸讲如何用“头脑风暴”策划活
动方案。 何爸爸颇有生活阅历，从事市场策
划工作，不少有影响力的方案均出自他手。

课堂上，他先导入了几个经典的策划方案，
接着讲解了策划的基本流程， 还以我们班
前几次活动的组织为例进行分析， 总结得
失经验，学生们很感兴趣。 最后，他为课程
设计了实战训练， 让学生们策划英语展示
活动，先通过头脑风暴让大家发散思维，然
后再归类筛选，确定最佳方案。

在整个课程中， 学生参与度很高，思
维真正活跃起来。 我感到这样的课程对
创新实验班的学生来说非常适用，他们的
创新意识被激发， 也知道了怎样发散思
维。 最重要的是，经过了这次培训，学生
们自己策划的活动都极具创意，像体育节
的入场式，体现了创新实验班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
之，明辨之，笃行之。 ”说的是为学的几个
递进层次。 “博之学” 谓为首先要广泛的
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 “博”还
意味着博大和宽容。 唯有博大和宽容，才
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
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
而“泛爱众，而亲仁”。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金海学校）

下期预告 ：走进创新实验班的植物
园之梦。

教室叙事 聚焦创新班①

开放办班
□宫 纵

创新实验班在望城金海学校是一个改革的产物，创立只有一个学期。 从本期
开始，让我们聚焦这个实验班，看一看他们作出了怎样的创新实践，得以让师生既
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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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提问

文化宝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