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化阅览室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小学的

“畅畅笑笑”阅览室，可容纳两个班
的学生同时阅读。阅览室实现了无
线网络全覆盖，学生们不仅可以在
这里阅览纸质图书，还可以使用平
板电脑，查找相关资料或进行网上
在线阅读。

每周，学校会为每个班级安排
固定的阅读时间。 同时，为班级安
排“同读一本书”活动，如《鲁滨逊
漂流记》、《夏洛的网》、《爱的教育》
等书籍， 阅览室每套书都有 60 余
本， 足够一个班级的学生同时借
阅。 学生们在同读一本书的活动
中，及时交流彼此的感悟和收获。

陆敏/摄

走进学校图书馆

媒体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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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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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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课程：“语文化”生活环境
□齐 跃

第 69 届戛纳电影节，剧情片《灼痛》
参展，并入围短片竞赛单元。 消息传来，我
开心无比，因为参演者姚宏合美是我的学
生。 从电影课程的受益者到电影的直接参
与者，在姚宏合美身上，我们的电影梦得
以实现。

电影是鲜活 、灵动 、充满魅力的 ，人
们很容易被影片中的人物所感染 ，与之
产生共鸣 。 我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 ，常
常将电影资源融入教学。 在尝试开发班
本电影课程之前 ，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 、
访谈等形式 ， 从小学生获取知识的途
径 、学习方式的选择 、认知水平的提高 、
课堂教学的效果等 4 个维度了解到 ，学
生普遍认为电影课程能极大地激发自
己的学习兴趣 ，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语文
能力。

接着， 我们根据问卷调查得到的结
果， 结合小语教材的单元主题及课文内
容，列出电影菜单，与学生共同遴选出若
干适合小学生观看、有助于提高语言文字

运用能力的国内外优秀影片，内容分为励
志、科幻、动画、环保、名著等五类，题材涉
及文艺作品和纪实作品两类。

这套教材为小学生班本电影课程的
开设而编写，在内容上向语文知识、向社
会生活、向优秀文化靠拢。

结合每部影片的特点，我们设计出不
同的“电影导看卡”，学生能借助“导看卡”
列出的问题、创设的情景或导看提纲自主
观影，了解影片的主要内容及所表达的情
感。 电影课上，学生经历佳片回赏———佳
片漫谈———佳片有感———佳片再约的“四
环”学习过程。

佳片回赏：播放要讨论交流的预告影
片或精彩片段， 引发学生对影片的回忆，
激起对电影课程的兴趣。

佳片漫谈：学生漫谈影片中令自己印
象深刻的情节，并结合“导看卡”的活动要
求，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合作探究，共同完
成听、说、读、写方面的语文实践活动。 同
时，把自己在自主观影中遇到的问题提交

学习小组，小组成员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
讨论探究，与同伴在互助中不断提高自己
的语文能力。

佳片有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电影
“导看卡”对语文实践活动要求，将佳片漫
谈环节探究的成果进行交流展示。

比如，那堂筷子兄弟的《父亲》电影课
上，孩子们似乎看懂了如山的父爱，写下
了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我的爸爸》，大声喊
出了心底那句“爸爸，我爱你”……

那堂《星际穿越》的电影课上，孩子们
大谈“虫洞”，个个俨然物理学家；环保提
示语张口就来，立马变身环保大使……

在这个环节， 孩子们或绘制精美的
电影海报，或演绎精彩的故事片段，或就
片中热点问题开展辩论……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畅谈影片带给自己的真切感受。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极大地调动了学
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 提高了学生的听
说读写能力， 语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逐
渐形成。

佳片再约：课已终，情未尽———介绍
下节课所要欣赏的影片， 让学生对下节
电影课的学习充满期待。 课后，我还会组
织学生开展写观后感、读原著的活动，鼓
励学生成立电影社团 ，自编 、自导 、自演
微电影。

最后，在单元教学结束时，我们结合
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年龄特征，开展电影
课程评价实践，适时通过量化指标将教材
内容、电影素材、学生能力进行评价，使学
生在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在体
验中收获成功。

班本电影课程的开发，一方面为学生
提供了“语文化”生活环境，让学生体验到
语文给自己带来的帮助和乐趣。 另一方
面，教师运用新颖的教学手段将电影资源
与语文教学融合，构建了电影课与语文课
有效整合的教学模式，真正成为课程的自
主开发者。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
平大街第一小学）

教室叙事

向谁提问

我答： 随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
程也不断丰富，种类繁多的课程和相应
的固定课时，与教师工作负担之间的矛
盾越来越大。 为了规范三级课程开设，
提高三级课程实施水平，我们采取了如
下策略：安排专职教师，成立教研组，使
责任更明确，研究更深入。

合理安排课时。 根据课程内容，每
学期安排相应数量的课时数， 如安全
教育每学期 9 课时。

长短课时相结合。 根据课程情况，
设置时间不等的课时， 如 1530 安全教
育，课时时间比较灵活。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如社会实践活
动采取集中几个半天或一天的形式，平
时不安排课时。

大课与小课相结合。 如心理健康
教育集中一个班或一个级部上大课进
行辅导，也可以进行个别辅导。

课程整合。 如安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和班会、品德课相整合。

目前，我校这些课程的具体实施安
排如下：安全教育课由班主任负责融入
班队会和 1530 安全教育模式实施，学
期备课、上课 9 课时。

书法课由语文教师兼任，1-6 年级
学期上课、备课、作业 18 课时，其中 3-
6 年级硬笔、毛笔间周一次。

信息技术课纳入综合实践活动 ，
3-6 年级每周 1 课时。

环境教育课融入思想品德，学期上
课、备课 9 课时。

海洋教育课 1-4 年级纳入地方课
程，5、6 年级纳入综合实践活动， 每学
期上课、备课 9 课时。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新世纪小学
校长夏文村）

我问：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
课程设置越来越丰富和科学。心理
健康教育、安全教育、信息技术和书
法等一些课程已融入课程大家庭
中。那么，如何将此类课程的教学落
到实处，实现最佳效果呢？

（安徽省舒城师范附属小学
教师黄军）

我问： 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
是课程结构的调整，其中之一是增
设了选修课程，以培养和发展学生
个性。但实际上，大多数高中学校
并未开足选修课程，并且是教师针
对高考试题考查趋向开设而非学
生自主选择，以致大部分选修课程
形同虚设。请问，如何扭转选修课
开设违背课改初衷的尴尬局面？
（广东省雷州市第一中学教师尹乾）

我答：新课程改革要求，校本选修
课程的开设应尽量满足学生个性发展
需求， 争取让学生人手一张私人订制
课表。 可是，现在依旧大行其道的“考
什么就教什么” 的高考试题考查趋向
选修课程， 企图以牺牲学生的兴趣爱
好和长远发展为代价换取暂时的高
分，导致许多学生虽然大学毕业，但除
了按部就班、答题做题之外，不知道自
己究竟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因此， 校本选修课程的开设要达
到理想的育人效果， 就必须满足学生
多样化发展需求， 而不仅仅是应对考
试这一目的。 为此，学校要根据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需求， 以及教师特
长和专业发展需求， 大力开发校本课
程，丰富选修课程种类，提供学生多种
选择的机会。 同时，尽量实行走班制，
让学生自主选择、私人订制课表，发挥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让课堂
在师生的有效互动和交流中真正焕发
出生命的活力。 当然，不是不要考试，
比如配合会考、应对高考、竞赛获奖、
出国留学考试等， 学校也应根据不同
学生的不同发展需求进行课程的分级
分类设置， 使校本选修课程的开设更
具针对性。

（中国教育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晓霞）

六一：发现儿童的可能

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孩子们放飞梦想的日子。如何让孩子们在节日里尽情地表演、游戏，充分体验节日的快
乐？本期，我们看看各校有创意的儿童节活动，发现儿童成长中的各种可能。

“创意大咖秀”

儿童节之际， 首师大附属玉泉学校
的校园变身为孩子们喜爱的 “奇幻森
林”，上演“创意大咖秀”。

学校今年的 “六一 ”活动主题是 ：
智慧部落 ， 创意六一 。 活动设有 4 个
“部落 ”：在创意服饰部落 ，孩子们奇思
妙想地设计了精致 、美丽 、具有特色的
服饰进行走秀 ；在创意美食部落 ，孩子
们选择食品和饮料的色 、 香 、 味及外
形 、包装等方面进行了创意设计 ；在创
意游戏部落 ， 孩子们结合学校开展的
“智慧 ”课间游戏活动 ，设计原创游戏
和特色游戏 ，创意体现在设计的形式 、
内容 、规则等方面 ；在创意 “悦 ”读部
落 ，孩子们设计了挑战 、闯关 、创意实
验 、童心创意书签 、创意竞猜等环节 ，
突出有创意的阅读 。

孩子们在活动中体验，并可获得“奇
幻森林币”，激发了他们参与的热情。 此
次活动，孩子们通过团队合作、参与秀场
和各个部落的创意体验活动， 激发出自
己的创造意识， 度过了一次难忘而有意
义的“六一”儿童节。

童书主题游园会

DIY 水果蔬菜拼盘、挑战足球射门、
学习西餐礼仪、挑战丛林探险游戏棋、参
与巡游队伍小互动……5 月 30 日上午，
以“童书小乐园，同心大世界”为主题的
2016 年普陀区“六一”主题游园会，在上
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举行 ，来
自普陀区各中小学的百余名青少年 ，在
游园会活动中庆祝自己的节日。

一大早， 只见一辆可爱的小火车搭

载着大、小朋友共同驶入乐园。 参加活动
的领导嘉宾聆听了他们汇报自己在各类
活动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和收获。 随
后， 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与领导嘉宾一路
探索“森林探秘”“海洋历险”“异国风情”
“中华瑰宝”“智创未来” 五大情景世界。
在 《侏罗纪公园》、《美女与野兽》、《丛林
故事》、《加勒比海盗》、《灰姑娘》 书籍的
引导下，孩子们主动牵起“大朋友”的手，
领略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风情。 童话中
的故事与梦想通过 3D 技术与高科技影
像，在孩子们面前一一实现。 在《通关宝
典》的指引下，少先队员们还通过“动手、
动口、动脑”的体验，一路过关斩将，闯过
重重“关卡”，仿佛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
的旅行。

特色课程嘉年华

庆祝“六一”儿童节 ，重庆市巴蜀小
学校园里一片欢声笑语。 5 月 31 日上午，
全校师生共同参加了“律动课程，伴我成
长” 六一特色课程嘉年华活动。 音乐响
起，开场舞来袭，可爱逗趣的豆豆龙 、活
力炫酷的街舞……音乐学科将律动音乐
会之巴蜀好舞蹈搬上舞台， 让大家经历
了一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queen……”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英
语剧《白雪公主 》，把全校师生带入唯美
的童话之中。 流利的口语、自信的演绎，
再现了英语学科特色课程“Bashu Idol”带
给学生的全面成长。

送灯笼啦！ 一群快乐的小精灵跑上
台，为大家送上《大红灯笼高高挂 》美术
学科作品秀。 这些灯笼造型多姿，各不相
同，均由孩子们在美术课上自主设计。 将

美术生活化，让巴蜀师生爱上美术、爱上
生活。

综合实践学科和科学学科共同呈现
了《魔力百变———书》，节目既展现了不同
类型的书籍，还发起了头脑风暴，点燃全
场师生激情互动。 看着关于书的摩擦力
这一实验，四（9）班学生谭贤钞大声惊呼：
“这么神奇！ 回家我也要试试！ ”

随后进行的巴蜀各校区特色课程嘉
年华活动，孩子们穿梭在各个教室，体验
不同的课程。 九连环、毕业礼、电影课堂、
知茶习礼、经典诵读、服饰礼仪……丰富
多样的特色课程，让巴蜀小学的“六一”儿
童节嗨翻天。

礼仪素质展示

江西省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香溢
花城校区，开展了“放飞梦想庆六一”素质
展示活动。

一年级：第三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
操“七彩阳光”比赛。 伴随着轻快的节奏，
队员们动作规范优美，步伐整齐统一，每
一个动作都展现着活力与自信。 此次比
赛进一步弘扬了“我运动、我健康 、我快
乐”的体育精神，展示了学生积极向上的
风采面貌，同时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集
体主义精神。

二年级：校园集体舞比赛。 学生们个
个精神饱满，和着明快的节奏，舞动优美
的旋律。 欢快的舞蹈、奔放的热情，舞出
了激情，秀出了自我，展示了少年儿童生
机勃勃的精神风貌。

四年级：少先队员成长仪式。 “我是
小小志愿者，我承诺：服务校园 ，帮助他
人，为建设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
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在成人礼上，孩

子们先是在父母的陪同下，走过人生的第
一块红地毯，感受成长的喜悦。随后，各中
队采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恩， 感谢父母、
感谢师长、感谢学校……

五、六年级：唱响经典校园歌曲。一首
首歌曲点燃了孩子们心中热情之火，也让
童心激情飞扬。在这充满欢乐和喜庆的时
刻，甜蜜的歌声飞出孩子们的心头，优美
的舞姿美化了孩子们的生活，欢乐的鼓乐
奏响节日的华章，整齐的体操展示出香溢
校区的风采。

评选“校园美少年”

四川省安县塔水第一小学开展了庆
“六一”系列活动。

学校举行了 “美少年 ”表彰暨庆 “六
一”文艺演出活动。 表彰会上，最引人注
目的是第五届“校园之星 ”颁奖活动 ：按
照“校园之星”的评选方案 ，学校对在各
方面表现突出的孩子 ，通过自荐 、班级
评选 、年级推荐 、学校综合评定等 4 个
环节进行特长考查和评定 ，授予塔水一
小“校园之星”光荣称号 。 之后 ，学校将
为每一位 “校园之星 ”制作 “星灯 ”，将
“校园之星 ” 与校园文化———竹文化结
合起来 ， 悬挂在教学楼每一层楼的走
廊。以“竹”显“星”，用“竹”衬“星”，“星”
竹 “相 ”照 ，“竹 ”“星 ”相辉 ，为全校学生
指明了努力和前进的方向。 通过校园之
星的评比 ， 学生在校园活动中积极参
与 ，自身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涌现出
一大批校园“美少年”。

▲ ▲ 据中国网、 绵阳市安州区教体
网、上海教育新闻网、南昌教育信息网综
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