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征稿
最近，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城市中

的丛林美学”美翻了朋友圈，学校的空
间设计与学习的深度互动是学校课程
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您认为应该如
何建立两者的连接呢？ 来稿 1500字左
右，截止日期：2016年 4月 10日，投稿
邮箱 zgjsbkgyj@vip.163.com，注明“深
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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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走中体会责任
春天又是行走时，在上海西外外

国语学校， 行走课程已坚持了 10 年，
成为常态化。

学校行走课程每年都有许多次，
其中有到井冈山瞻仰革命先烈遗址；
还有到泰山、曲阜以及中国八大古都
之一的河南安阳寻找“中国魂”；更有
去敦煌 、酒泉 “重走丝绸之路 ”，寻找
“中国梦”的野外探寻项目；到内蒙古
大草原去感受天苍苍，野茫茫的一种
人与天地相融的境界……与此同时，
苏州、南京、徐家汇 、田子坊 ，西外学
子的探寻足迹无所不至。

学校的行走课程并不是让学生走
马观花似的集体“旅游”，而是让学生
在行走过程中接受中国博大精深文化
的熏陶和洗礼，并在这一过程中体会
到自己的担当和责任，找到自己的发
展方向并坚持下去。

美德入课程
“快乐是纯洁良好的行为结果；成

功时须慷慨， 逆境中要感谢……”日
前，北京市“美德在我心”儿童品德教
育课程项目阶段成果展示交流会在朝
阳区石佛营小学举行。 该校将美德教
育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
合，利用游戏、唱歌、讲故事等形式，通
过美德课程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取
得的成效，受到专家学者肯定。

据了解， 石佛营小学将整洁、礼
貌、 诚实等 19 种美德纳入 190 个课
时，每种美德安排 10 课时，并划分成
学生易于接受的 5 个阶段，知道———
探 究———体 验 ———巩 固 ———践 行 。
“美德我知道”采用视觉教材和提问的
方式，向学生介绍美德概念；“美德我
探究”通过阅读《美德在行动》丛书，在
美德实践中介绍行为结果；“美德我体
验”通过游戏和有趣的活动，让学生在
美德实践中体会对自身的影响；“美德
我巩固”让学生参与到一个具有创造
性的艺术活动中；“美德我践行”将美
德行动从课堂延伸到课外。

亲近自然，感受春天
随着春天的到来，湖南省永顺县

灵溪镇吊井学校土家族教师带领留守
儿童来到油菜花盛开的田野，观察油
菜花，并开展“亲近自然，感受春天”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前， 各班对学生进行了安全
教育，号召全体学生人人争当“安全小
卫士”“环保小卫士”， 做文明小学生。
活动过程中， 学生们按照教师布置好
的内容分组行动。 “植物采集组”负责
把各自的观察和感受记录下来， 回到
学校后写成作文， 并在班上进行朗读
和评比；“野炊组”负责洗菜、切菜、炒
菜，做出“色、香、味、美”的饭菜，处理
好饭后留下的垃圾，并评选最佳“炊事
班长”和“环保小卫士”。

培育学生良好品行
如何让学生好的行为习惯成为一

种品质？ 近日，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
白云路小学少先队大队部开展“善行
教育”， 全面培养队员们良好的道德
品质和行为习惯，为学生的人生成长
奠基。

大队部围绕养成教育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内容、主题教育日等制
定了 12 个善行月主题，引导队员寻善
源、存善心、发善言、行善事，培养善于
学习、理财、明礼、安防、劳动、环保、生
活、惜时、卫生、爱国、感恩、守信的良
好品质。 每月，学校开展一次“善行主
题”启动活动。 随后，各中队根据本班
实际情况，从月主题的 10 个子目标中
选定 1-4 个本班核心培养目标，通过
启动主题———开展活动———习惯验
收———活动评价———星级表彰———星
星展示等，逐步在学生头脑中树立正
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让学生养成道
德自律的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钟原辑）

一个朋友在微信圈里分享了她与孩
子的一段对话：

妈妈：“你看，道路两旁的树木有什么
变化？ ”

儿子：“树叶变成了黄色。 ”
妈妈：“是谁把树叶染上了淡淡的鹅

黄色？ ”
儿子：“春天！ ”
春天染黄了树叶， 这是童贞的心灵

迸发出的多么美好的答案！ 然而从自然
科学的角度看， 这显然不算是一个合理
的答案。 原因就在于教师们习惯了沿着
自己以为正确的学科思维模式去思考和
判断问题。课改之初，教师将孩子诗意的
答案判为错误的段子流传一时。 课改至
今，情况是否得到了根本性转变？现实恐
怕并不尽如人意。

当初这个段子流传的意旨更多在于
保护儿童的想象力，鞭打教育的封闭与机
械，在教育价值观上极具冲击力。而今，教
育改革聚焦到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上，沿
用过去的思考显然有欠深入。审辨孩子的
这个想法，我们应该看到：在孩子的眼中，
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一”，从自然到人文，

他们天生就具备跨界思维的思想机能。
前几天我坐飞机到云南，飞机上提供

的午餐是鸡肉饭， 实在是没有什么滋味，
幸好配送了一袋密封装榨菜。谁曾想用力
不对，我撕掉了密封口的塑胶，但封口依
旧严严实实的。 我百般努力，甚至用牙齿
去咬都难撕出一个缺口来。 这时，邻座的
朋友把他自己顺利开封的榨菜递给我，把
我的“加工未成品”拿了过去。 他拿起牙
签，在封口处扎了一个小洞，然后把牙签
伸进袋子用力划开，无处下手的密封装榨
菜就这样被撕开了。原来牙签可以当作剪
刀来用，我怎么没想到呢？

后来我琢磨， 之所以没想到这个方
法，原因在于我“严谨”到僵化的思维，牙
签只能是用来剔牙的东西， 不能干别的
活儿。 每一件物品的功能范围被我的习
惯性思维划出了难以突破且不易觉察的
分界线。

如今，跨界思维已成为当下新型商业
模式产生的基石，而这种思维在人们眼中
是少数天才型风云人物的过人之处。 于
是，现实对教育的呼唤随之即来。 学界强
调课程整合，加强资源统筹，打破学科界

限，倡导综合学习……跨界成为教育的新
时尚。

面对这样的教育新节奏，现实的实际
状态却反映出不合时宜的极端：

一是反应滞后。由于分科教学仍然是
当今学校教育的主体形式，加之考试分科
评价的通行方式，教师长期形成的以学科
为中心的封闭思维，忽视“兼容”与综合，
导致学生学习的知识条块界限分明，不断
强化“僵化”的思维。

二是践行庸俗。如同解答赵本山谐剧
小品中“树上 qí 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
起几个猴？”的问题一样，生活中的人们热

衷于“玩脑筋急转弯”类的游戏。 答“8 个
猴”显然太小儿科了，最多只能证明有小
学一年级水平的计算能力；答“2 个猴”才
叫能耐， 因为学会了把数学问题语文化，
把听到的读音“qí”转化为汉字“骑”。 虽然
界是跨过了， 但实在是难逃娱乐化的诟
病，甚至难逃“为求跨界而跨界”的强迫性
思维嫌疑。

纵观世界各国和机构研究建构的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大多关注了创造精
神，如 EU 组织提出的“创业精神”、美国
提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新加坡提出
的“创新性思维”，创造精神固然要予以关
注和培养，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更应该关
注跨界思维这种人人先天具有的素养，它
应该是创新与创造的“原生”基石。而对于
跨界思维最好的发展不是用冰冷坚硬的
条块去抹杀，也不是煞有介事生硬刻意的
培育，最好的状态是在教育中传递“界限”
时，每当学生可贵的跨界思维“冒”出来，
教育者只要多一些包容与保护便足够。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我
们要做到古人所说的“君子不器”一般。

（作者系北京市樱花园实验学校校长）

由各国创新精神想到的 □郭 峰

世界各国和机构研究建
构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
架，大多关注了创造精神,但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更应该关
注跨界思维这种人人先天具
有的素养，它应该是创新与
创造的“原生”基石。

最近，“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发布，其将中国特
色核心素养归纳为9大素养：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并向教育界
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由此我们看到，核心素养体系被置于深化
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基础地位，成为下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的“关键”因素。那么，核心素养到底是什么？本期，我们从核心素养的
概念入手，深度解析究竟哪些素养应成为“核心”。

关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名词之
争，一种意见是，从字面上理解 ，既然说
是“核心”，素养一般来说是少而精的几
条。 但事实上，中外多种版本“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涵盖的内容比较丰富。 因此，
引申出第二个问题： 学生的素养要不要
有“核心”与“非核心”之分？

我认为， 学生发展素养的内涵尚在
研究过程中。 学生的素养是怎么来的，是
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出来的， 还是从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 讨论学生发展素养这个
话题，能否离开教育实践，要不要经过实
践的检验？

今天有关“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讨
论，令我想起我们教育改革的操作路径：
先提出一种 “说法 ”，并以文件的形式成
文，然后试点，逐步推广，依托行政力量
强势推行。 然而，自上而下的教改，缺乏
教改实践者———一线教师的呼应， 难免
穿新鞋走老路。 此番 “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论，若能借鉴以往的经验，或许能少走
些弯路。

关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说法，无论
借鉴哪个国家，都不能停留在纸上谈兵。
或者说，比纸上谈兵更为迫切的是调查研
究：调查我们的教育究竟存在哪些问题，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研究阻碍学生健康
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根源又在哪里？ 找到
这些问题和问题的根源，为接下来的研究
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遇到阻力，研究
也无从着手时，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少
喊些口号，多研究学生需求。 如果我们承
认，对学生的研究还处于浅层次水平，就
要重新回到了解学生的起点上，进而理解
学生。 我们可以从保护学生最基本的权
益做起，如保证符合学生正常生理需求的
睡眠、体育活动的时间；进一步保证学生
正常的精神成长需求，如开设阅读、音乐、
美术、科学等多种课程。 当我们能满足学

生的正当需求时，所提出的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才具有说服力。

少坐在书斋里，多走进学校。 “核心
素养”究竟有哪些，我们不妨从基层出发，
让一线教师发声。 如果我们只看学校橱
窗里的“喜报”、校长的总结，只在会议室
看 PPT、听汇报，是了解不到师生真实想
法的，那么所归纳的“核心素养”最终也只
能贴在学校的橱窗里和会议室里。

以上两条，如果仍然“书生意气”的话，
那么我们不妨回到教育常识：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教育是一门科学，教育理论要
从实践中来、经受实践的检验。 “核心素养”

的概念，如果只经过“征求意见”还远远不
够，因为“核心素养”的概念不是“社区规
则”，需要经过科学的实践和总结。

“核心素养”是实践的结果，提出“核
心素养”要慎重，想用“核心素养”理论指
导教育实践，要慎之又慎。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实
验小学教师）

在提出哪些是核心之前 □薛元荣

教育是一门科学，
教育理论要从实践中
来、经受实践的检验。

追根溯源，中国古代教育智慧中虽未
明确提及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但从《礼
记·学记》到癸卯学制，两千年来教育不乏
素养方面的内容，如墨家的贤能、节俭、平
和，儒家的仁、礼、德、教、中庸，尤其是朱
熹倡导的仁民爱物、责任担当和王阳明之
“致良知”……其不同角度倡导的“交集”，
都认可素养是教化、体验的结果，素养靠
训练和实践而习得，涉及能力和品格。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颁布之后国家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布
局的“总开关”，也是后《纲要》时代对课程
“三维目标”的发展与深化，预示着国家对
教育指导思想从教书向育人方面的倾斜
和迈进。

传统课程目标的 3 个维度是，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然
而，许多学校更关注对学生“知识与能力”
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情感态度价值
观”最容易被忽视。但是，从人的成长与发

展来看，学校应注重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
值选择。 因此，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
养的课程目标，是对人的成长在课程设计
与实施目标方面“三位一体”的回归。

新一轮教育改革，国家会依据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制定新的课程标准，并据此编
制新教材、实施新课程，学校、教师再据此
组织教学、实施考试与评价。可见，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是新课标的“源头”，是中高考
评价的“核心”，也是未来教育改革的关键
和课程改革的核心。

那么， 究竟什么是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 我认为，是能成全生命、成就生命、促

进生命成长发展，并且可持续能深化的素
养，如有责任能担当、有判断会选择、有理
解会反思……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学科
核心素养的上位概念，是指导学科一切教
学活动的按钮，也是转化为学生基本素质
的关键所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一切教
育活动使 “人成为人”、 使人的素养成为
“人的素质”的关键“酵母”。我们关注学科
核心素养，就是要通过教学活动有效地将
其转化为学生的基本素质。

素质是人性之本，能力之源；素养是
人性之树，能力品格之干。 从素养培养到
素质形成，也是过程到结果。 素质强调的
是人的“质”，侧重的是人的质量；素养强
调的是人的“养”，侧重的是人的能力。 这
里还共同突出了一个“素”字，意为“本来
的”，平时所养成的良好习惯。关于如何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个问题，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学校要加强系统研究、顶层设计
和综合改革。一是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
育反映在教育的一切活动与过程中，反映

在课程、教学、课堂、活动、文化中，进行系
统的链式设计。二是增加培育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的教育多样化供给，用丰富多彩的
课程资源为核心素养转化成基本素质提
速增效。 三是推进各种教育资源跨界融
合，提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生成的“立交
桥”和“结构模”。

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下的基
础教育，还要解决两个问题，关键能力和
必备品格。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核心，就
在“关键”和“必备”上。基础教育重新定位
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其核心也指
向了素养的交集，解决 “和而不同 ”中的
“和”即“共同”问题。只要学校有效解决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培养，那么在此基础
上腾出的大量课程时间和精力，必然促使
多元教育需求的供给与满足，实现为每一
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促使基础教育百
花齐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乌海附属学校
校长助理）

核心就在“关键”和“必备”上 □史静适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
学科核心素养的上位概念，
是指导学科一切教学活动
的按钮，也是转化为学生基
本素质的关键所在。

学生需要
怎样的核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