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征稿
今年两会期间， 不少委员代表

提出建议， 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育。 心理健康课程在你们学校发挥
着怎样的作用？ 如何通过课程发现
孩子的心理问题， 及时疏导孩子的
情绪？ 您认为心理与孩子的学习成
长之间有怎样的隐秘联系？ 欢迎来
稿告诉我们，1500 字以内。 投稿邮
箱 zgjsbkgyj@vip.163.com 截 稿 日
期：5 月 10 日

水草丰茂的玻璃鱼缸里， 形态各异的
小金鱼在里面来回游动，在鱼缸的一侧，隐
藏着 4 支“神奇”的激光笔，每当鱼儿游动
遮挡住激光笔的光束时，“机关”便被触发，
五颜六色的花朵在电脑屏幕上竞相绽放，
美得令人窒息……鱼儿成了小画家， 这是
怎么回事？ 如此有创意的作品， 其实是一
件利用光线传感器和 scratch 软件搭配创
作的作品， 它出自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
春街小学五年级学生刘嘉睿之手， 刘嘉睿
给这件作品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鱼儿艺
术家”。 在去年 12 月举行的武汉市国际创
客嘉年华活动中， 这件作品被组委会邀请
到主会场与各大 IT 公司的作品一同登台，
参与“创客作品秀”的现场演示。

不过，这还不是刘嘉睿的“首秀”。早在
两年前，他的另一件 scratch 作品 《数字温
度计》，在江岸区小学信息技术学科特色展
评活动中曾获一等奖。而在长春街小学，刘
嘉睿也并非是孤例。

一个五年级学生为何能够设计出如此
“高科技”的作品？他是如何做到的？这所学
校缘何能涌现出一批“刘嘉睿们”？ 除了自
身极富计算机应用天赋外， 不得不提到长
春街小学正在大力开展的创客教育。 近年
来，学校通过开发一系列创客教育课程，激
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出一批动手能力
强、勇于实现自己想法的小创客们。

学校的“课程名片”

在长春街小学校长杨红看来，“如果学
生是种子，便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需要适合
生长的土壤； 教师如同园丁， 针对不同种
子，寻找适合其生长的环境；而课程就是土
壤，学校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为种子的生
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课程就是促进学生
多元发展的动力之源， 满足了学生个性发
展的需要”。

如何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 长春
街小学在摸索中开发出“4+N”系列校本课
程，“4”是指 4 类普惠课程，学生人人都要
参与。 这类课程分为文化之旅、创想王国、
艺术之声、儿童太极，在 N 类选修兴趣课
程中，开辟了 30 多门课程。 其中关于智能
与创造的内容就有 10 多个项目，足见学校
对创客教育的重视。 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
生设计编程，动手制作、发明创造、综合运
用知识的能力。

一次机缘巧合，杨红接触到创客教育，
她在区教育局的组织下， 到上海参观首家
成规模的创客空间———新车间， 并与创始
人李大维进行深入交流， 了解了创客这一
新鲜事物。 在交流的过程中，杨红便思考，
如何将创客与教育结合起来， 激发学生的
创新精神？ “在小学阶段，创客空间是为满
足学生动手实践的需求， 学校应该着手从

环境和机制建设上构建一个适合师生互创
的创客教育发展环境， 推动创客教育向纵
深发展，促进教育的深刻变革。 ”

那么， 开展创客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环
境条件？

回到学校后， 杨红向江岸区教育局领
导汇报，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于是，学
校启动了创客教育项目。 杨红带领教师们
在新校区建立了 600 平米的 “智能与创造
教育中心”， 包括 “创童空间”“乐高教室”
“梦工厂”“未来教室”等专用教室。“创童空
间”教室能容纳 4-6 张工作台，拥有激光
切割机、15 台 3D 打印机等； 在 “未来教
室”，小创客们能够进行一些基础的创客类
课程，如 3D 设计和打印操作，scratch 编程
入门， 还可以经常在这里开展创客分享活
动；“梦工厂”里有各类材料、小型车床、焊
台、万用表等工具，为小创客们提供创作的
平台；“乐高教室”的专用实验套装，为小创
客们进行乐高创作提供了便利。

实践证明， 学生一经接触就爱上了这
些令人“脑洞大开”的课程。

在学校的网上选课系统 ， 教师将相
关课程资源上传到平台 ， 设计制作宣传
海报进行邀课，打破自然班的限制 ，在网
上招募学生；学生通过一次体验课后 ，便
可以确定本学期的选课内容 ， 同时平台
为每个学生生成个性化课表。 其中，智能

与创造板块的 3D 打印课程备受学生喜
爱 ，通过 3D 建模 ，学生打印出许多有意
思的 3D 作品 ，如小猫 、小四方亭 、机器
人 、青蛙、自由女神像等。

“我们在课程选课走班方面，形成了完
整的课程架构，有强大的系统支持，内容系
统开发，实施整体分布推进。 ”杨红说，“其
中智能与创造课程是我们的一张名片。 ”

打造一支“创客联盟”

没有系统课程，只有片段式活动，创客
教育很难持续。没有师资力量的保障，再先
进的设备也只是摆设。 应该让哪些学科教
师支持创客教育？ 如何让创客教育可持续
发展？ 这些问题不可回避。

长春街小学在专业科学教师偏少的情
况下，组建了教师创客联盟，吸引全校 20
名教师加入进来，尝试跨界合作。比如关于
3D 建模项目，涉及艺术、美术、计算机、科
学、语文等多学科，需要各学科教师一起想
办法， 先讨论再设计———美术教师提供美
工设计指导，计算机教师进行建模，科学教
师提供动能、力学、光学、生物学等智能方
面的指导。

联盟的组建， 为开发具有学校特色的
智能与创造校本课程提供了支持，比如 3D
打印课程、scratch 课程、乐高课程、车模课

程等多种课程的开设， 都体现了联盟成员
合作的印记……为了加强联盟的力量，学
校还邀请专业人士加入这支队伍， 比如江
岸区电教馆馆长、教研室主任、乐高公司研
发人员、激光公司工程师、台湾元智科学教
师等，都成为学校邀请的对象。他们来到学
校后，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对学生进行有
效指导， 改变了初期只有两名教师独立支
撑创客教育课程的局面， 促使各项创客活
动步入正轨。 学校还邀请学有专长的家长
参与课程，比如在信息技术、电子、工程制
造等领域工作的家长， 到学校指导学生开
展活动，为学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此外，
学校还与高校合作， 每周邀请武汉理工大
学的两名青年志愿者来学校为学生上课，
最大化丰富学校的创客联盟队伍。

一个人员多元、 实力强劲的创客联盟
的成立， 为长春街小学的科创活动营造了
良好的环境。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一个学生
说，“在这里，我们有许多老师可以请教。 ”

名副其实的小创客

丰富多彩的课程设计， 专业的教师队
伍，自由的创客空间，“天时地利人和”的条
件，让学生乐享其中的同时，也创作出一个
个令人惊叹的作品。 这些作品在区级小学

信息技术学科特色展评活动中均获得一等
奖， 同时在武汉市国际创客嘉年华活动中
进行了展示。

五年级学生宋昊泽设计的 scratch 作
品“猫扑蚊子”游戏令人称奇 。 在设计界
面，屏幕上方是一只只飞动的蚊子 ，屏幕
下方是一只小猫。 当操作人发出声音时，
通过声音传感器就可以控制小猫的跳跃
动作，声音大猫跳得高，声音小猫跳得低，
通过高低不同的声音，可以控制小猫去扑
蚊子。 当小猫碰到房间的吊灯时游戏失
败，如果小猫扑到 10 只蚊子就获胜。 五年
级学生李子辰、陈俊希 、姜瑜成通过适合
小学生使用的开源软件， 在一张白纸上，
利用鳄鱼夹、小电片、塑料片、导线 、触摸
传感器等，设计出一款手触发音的电声乐
队游戏。 根据不同音色，学生们制作不同
的乐器效果，有的模拟小号 ，有的模拟吉
他，有的模拟钢琴。现在，学生们准备研发
更有难度的跳舞毯。

学生们的创意从哪里来 ？ 答案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 学生刘嘉睿的作品“鱼儿
艺术家 ” 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到海洋馆
游玩的经历 ， 他看到海洋馆里五颜六色
的鱼游动起来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于是，
他尝试用 scratch 编程把看到的画面展示
出来，便有了后来的探索 ；宋昊泽的作品
“猫扑蚊子 ”源于夏天的一次发现 ，人们
利用拍打的方式避免蚊子的骚扰 ， 可爱
的小猫碰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呢？ 于是，他
创作了这一作品。

杨红认为，对于小学生而言，重要的是
找到合适的创客教育。“关键点是如何把创
客项目整合到现有的教育课程中， 创客空
间是创客制作、交流、共享知识和资源，以
及项目协作的场所。对于学校来说，创客空
间不仅如此， 更重要的是创客教育课程的
实施， 让每个学生都展现出自己的特长”。
未来，学校将建设跨学科、跨学段和跨学区
的创客教育协作机制， 让更丰富的创客活
动进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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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89 年，特级教师李吉林为了克
服学科间没有融合的弊端，提出了“情境主
题性大单元活动”的教学主张。 李吉林主
张学校各学科在同一主题的统领下，以德
育为主导，语文学科为龙头，各学科协同，
每学期开展 3-4 次，让教育围绕主题形成
合力，将各学科融通整合，更好地对学生内
心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吉林积极探索，青年教师踊跃参与。
就这样，情境主题性大单元活动作为一门
课程，在江苏省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薪
火相传 27 年， 受到师生和家长的欢迎，成
为当地教育的一大特色。

打破学科隔膜
实现各学科教学融合

教育家叶圣陶认为，分科教学的产生
是为了教授的便利，学校教育运用分科教
学是由于不得已。 然而，科目的分开独立，
容易造成学生的学习陷入偏而不全的困
境，所以小学不适宜分科教学。

情境主题大单元活动既兼顾学科的知
识体系，又注重各学科融合。 从教育的整
体效应出发，为了适应学生的活动，对学科
内容作出调整、插入、补充等局部改善。 如
“萝卜娃娃一家亲”主题活动，各学科教师
围绕“萝卜”这一主题，设计了丰富多彩的
与萝卜相关的课程：语文教师带领学生观

察种植萝卜的田野，设计了“萝卜娃娃看到
了田野”的观察说话课、《胡萝卜先生的胡
子》的阅读指导课；美术教师引导学生小组
合作，运用卡纸、超级黏土、废旧材料、小玩
具等，为完成的萝卜作品布置丰富的场景，
设置了“萝卜狂欢节”设计应用课；音乐教
师融合各种音乐元素，带领学生学唱《拔萝
卜》歌曲；体育教师创设萝卜国王，邀请学
生参加萝卜节，带领学生上了一堂“直腿翻
滚”的技巧课；班主任准备了“萝卜妙用多”
的科学常识课。

各学科之间的融通和综合将知识的系
统性、活动的操作性、审美的愉悦性融为一
体，有效克服了分科教学“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的弊端。

拓展教育空间
实现校内外教育资源整合

大多数情况下，当学生进入学校后，就
进入到一个抽象的符号化世界，这是一个
综合性难题。

情境主题性大单元活动有效解决了这
一问题。 学校经常组织野外活动，或将学生
带到蕴含无限教育资源的大自然中， 引导
学生用眼睛去观察； 或带领学生来到当地
的各类博物馆，接受各种文化的熏陶；或引
导学生观察社会现象，辨别生活中的美丑；
或带领学生走街串巷，感受各种风土人情；
或将校外的行家里手请到学校……比如

“听，花开的声音”主题活动，带领学生走进
大片的油菜花种植地；“忙趁东风放纸鸢”
主题活动， 带领学生参观当地的风筝博物
馆；“与树谈心”主题活动，请树木研究专家
给学生作关于树木知识的讲座……学生从
校内走向校外，在视野得到拓展的同时，学
习的物理空间也得到拓展。

目前，尽管安全教育已被提到前所未
有的重要位置，有些学校甚至将一年两次
的春秋游取消，切断了学校教育与生活之
间的联系，将教育空间窄化为小小的教室，
让学生在封闭的教室里学习。 但南通师范
第二附属小学没有取消情境主题性大单元
活动，而是继续实施这一课程，让每个学生
通过课程学习感受生活的美好。

保证学生自主
实现学生学习与活动统整

喜欢活动是学生的天性和共性。 现代
脑科学强调了活动的重要性，“仅有丰富的
环境还不够，如果学生不能活动其中，就会
像装在游戏笼子里却不能玩器材的小白鼠
一样，大脑得不到有效发展”。

情境主题性大单元课程为学生的活动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活动的策划、展板的
布置到吉祥物的设计， 处处可见学生活跃
的身影， 释放出学生的智慧潜能。 比如在
“欢欢喜喜闹元宵”活动中，学生利用假期
在家长的指导下， 亲手制作了造型各异的
花灯，搜集了各种灯谜。 活动当天，各班学
生将自己制作的花灯和灯谜挂在庭院里，
大家一起赏花灯、猜灯谜、兑奖品。 元宵节
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但一些社区的孤寡老
人在这一天备感落寞。 于是，教师带领学生
代表到他们家中献爱心、送温暖；华灯初上
时，教师带领学生一起点亮自制的花灯，巡
游南通濠河四周，在河边放荷灯、许美愿，
弘扬南通的传统文化。

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他们在活动中动手、动脑，惊喜连连、欢乐
不断；他们欢呼着、雀跃着，情不自禁地睁
大了双眼，拍红了小手，留下了童年最美
好的回忆。

（作者单位系李吉林情境教育研究所）

种子的“神奇”
———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创客教育课程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本报记者 钟 原 �□通讯员 冯 旭

情境教学下的“整”字诀
□王玉娟

如何让学生从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轻松有效地学习？为了加强各学科间的融
合，本期我们走进江苏省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看看“情境主题性大单元活动”作为一
门课程，如何在学校有效实施。

课改研究院

学生用乐高材料制作大风车

如今，许多学校都在开展创客教育。如何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湖北省武汉市长春街小学给出
了答案。学校开发出一系列创客教育课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学生在这些课程中，人人争当小创客，
培养了自己设计编程、动手制作、发明创造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