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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点

课程观察·韩相福 ④

教学评一致成就高品质课程

随着课改的不断推进，学校课程

越来越丰富，课堂越来越灵动。然而，

课程品质却令人担忧。

这不是杞人忧天。某名校谈起

学校课程建设总是极言课程之丰富

和课程之可选择性，问及学校开发课

程的依据以及课程结构时，他们无言

以对。听该校数学课《行程问题》时，

教师设计了追及情境，让学生模拟追

及问题。教师把精力放在了为学生设

计精美服饰、丰富台词和表演动作

上，结果观看的学生笑得前仰后合，

表演的学生越来越起劲，学生的注意

力全部集中在表演上，大多数学生无

法理解真正的数学问题……这不过是

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中极为平常的一

幕：课程丰富之下是渣状，课堂热闹

之后是平庸。

为什么改革热情没有带来期待的

改革成效？学校煞费苦心开发的课程，

因为没有指向学生核心素养、没有科学

的结构作支撑，导致无效课程泛滥；课

堂设计要么以知识为中心，要么以活动

为中心，偏离了学科核心素养，导致课

堂学习无深度，更无法启迪智慧；评价

设计泛化，对核心素养的评价内容模

糊、标准不清，评价工具不科学，无法发

挥评价对核心素养落地的促进作用。

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学生的假学习、盲

目学习。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教、学、评

一致。

第一，从参与人员看，教师、学生、

评价人员要一致，都要研究核心素养。

教师要内化核心素养理念并转化

为合理的教学行为，开发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学生也要了解核心素养，

把核心素养与自己的人生规划、个性

成长联系起来，参与制定基于核心素

养的学习目标并主动参与相关学习活

动。评价人员更要研究核心素养，教

研部门要研发能评价核心素养的工

具，开展评价核心素养的活动。

核心素养的落地是一个系统工

程，教师、学生、评价人员都是这个系

统中的关键一环。所有课程参与人员

都必须是核心素养的通晓者，哪一环

缺失都会阻碍核心素养落地。

第二，从课程要素看，课程、课堂、

评价要一致，都要基于核心素养。

课程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必须让

核心素养成为课程的起点和归宿。学

校必须对国家课程进行校本化、师本

化、生本化改造，使国家课程适合每一

所学校、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

而在国家课程校本化、师本化、生本化

中产生的创造性，才是最有价值的核

心素养。

关于校本课程，要以核心素养为

依据，对学校资源进行挖掘、提炼、梳

理、整合，指向核心素养的校本课程才

有效。学校还应该开发跨界的主题课

程，以核心素养为依据进行跨学科整

合，培养学生的跨界思维。

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是课程实

施的主要方式。课堂研究要基于核心

素养：教师备课要研究核心素养落地

的方式方法，目标制定要体现核心素

养的认知、内化、实践与生成过程，课

堂活动也要根据核心素养设计。

评价是核心素养落地的保障，将

评价前置，逆向设计教学过程是提升

课程品质的重要策略。

第三，从课程实施看，任务、情境、

探究要一致，都要指向核心素养。

一节好课，任务驱动、情境体验、

真实探究三个要素不可或缺。有了任

务学生才有探究的内驱力，指向核心

素养的教学设计可以让学生走向自主

构建核心素养的轨道。

高品质的情境体验才是高品质的

学习过程，情境创设要打通生活与知

识的联系，让学生深度理解知识、应用

知识，教师不能“为了情境而创设情

境”。

真实探究的目的是让学生主动探

究学科本质，并在探究过程中建构自

己的核心素养。真实探究一定是指向

核心素养的，凸显对信息的获取梳理、

分析处理能力。这需要教师在课堂教

学中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变“灌输

式”“填鸭式”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建构。

任务、情境、探究都指向核心素养

才能实现任务、情境和探究的一致，任

务设计有针对性、情境创设更有效、探

究真实有深度，学生的学习才会有逻

辑、有结构、有效率，核心素养才能真

正落地。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双语

小学执行校长）

课程群不是课程集合，而是基于知识体系的有机整合。学校课程群的构建，既要重视学科内容之间的整
合、延伸，又不能忽视学习方法的引导和创新，如此才能达到启迪思维、激发活力、提升核心素养的目标。

□张茹丹

随着课程门类和课程内容的不断

丰富，中小学课程改革不断升级，创新

举措层出不穷，实际效果却不够显

著。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课程群为

例，虽然不少学校进行了相关实践，但

并不真正了解课程群为何物、实施的

原则和标准，等等。那么，课程群是什

么，将各种课程集合在一起就是课程

群吗？它的本质是什么，学校应该如

何进行课程群建设？

强调整合优化

课程群是指围绕一门学科或某

一主题，将与该学科或主题具有逻辑

联系的若干课程的知识、方法、问题

等进行重新规划、整合构建而形成的

课程系统，其本质是将学校教学系统

中分化了的要素、成分之间形成有机

联系。

根据课程群的内涵，学校课程内

容整合有多种维度的分类方式，从学

科内容维度可以分为学科内整合、跨

学科整合和超学科整合，从课程组织

形式维度可以分为主题式整合、活动

式整合、任务驱动式整合等方式，从课

程组织中心来源维度可以分为学科本

位整合、社会本位整合和经验本位整

合，从课程整合的技术手段可以分为

技术性整合和非技术性整合。

由此可见，课程群建设与单门课

程建设不同，也不是几门课程内容的

简单叠加，而需要基于更高、更广的

视野，突破学段、学科，按照一定主题

和课程内容整合主题相通、内容相联

系的课程，突出课程间内在的逻辑

统一。

课程群能够有效理顺不同课程在

内容方面的关系，促进课程结构的优

化，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现阶段，课程

群构建已成为中小学校深化课程教学

改革、优化课程设计的有效途径。

建设有章可循

学校建设课程群应注意三条原

则：一是全面提高原则。课程群构建

必须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能力与素养

作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二是教学相

长原则。在提高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同

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三是稳步

有序原则。明确课程群建设目标和任

务，突出重点，分步推进，避免盲目性

和无序性。

确保课程建设能稳步有序推进，

实践中可以遵循以下策略：

第 一 ，建 立 科 学 合 理 的 管 理 制

度。制定课程群建设的管理制度和管

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约束机制和

激励机制。使课程群建设与管理做到

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第二，组建课程组。课程群不是

简单的课程集合，而是基于知识体系

的有机整合，需要组建课程组以承载

相关工作，而课程组要成为建构课程

群的主体。

第三，寻找主线。仅把几门有内

在逻辑联系的课程集合一处并不是课

程群，只是“课程集合”。所以，课程组

教师要深入分析不同课程内容，寻找

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将不同课

程联系在一起的主线或主题，对课程

进行再设计。

纵横双向打破壁垒

如今，建构课程群已经成为不少

学校优化课程结构的一个途径，为了

避免课程群建设碎片化、大杂烩，学校

可 以 从 纵 横 两 个 方 向 整 合 和 设 计

课程。

纵向整合是在学科内实现跨学段

的整合优化，即在原有国家课程、地方

课程基础上，通过引入不同学段、不同

版本教材中涉及的同一主题内容，调

整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重点。

山东省日照市新营小学探索语文

学科单元主题教学，引入不同版本教

材中的相关内容，在保证课时总量不

变的前提下将课时调整为大、小课

时。在“生活的启示”主题学习中，课

程编排了原有教材的两篇精读课文和

两篇略读课文，同时引入其他年级、不

同版本教材中相同主题的7篇课文。

这一实践体现了课程群建设的关

联性特征，授课教师将学科课程中蕴

含的知识、方法和问题的逻辑联系不

断外化、延伸，在实际教学中帮助学生

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提高学生的知

识迁移能力和课程实施效果。

横向整合是指在学科间实现跨学

科的整合优化，打破以往分明的学科

界限，以统一的主题、问题、概念连接

不同课程的内容，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能够建立系统的思维方式，体验不

同学科间、知识之间的联系。

比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将

原有十几门学科整合成语言，数学、科

学、技术和工程，历史与社会科学，视

觉艺术，表演艺术，健康生活等六大课

程群。这样的整合是基于宏观、统领

的视角，通过对不同课程的重新规划、

设计，删减重复性内容，体现了群内一

门课程对其他课程和整体学习的意

义，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课

程群中不同课程的关系，从而达到部

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

当前，大刀阔斧进行课程改革的

大多是小学低年级，下一步我们期待

更多学校在高学段甚至中学进行这样

的课程深度整合，让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享受优质的课程学习。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院，部分内容摘自《全球教育

展望》《课程·教材·教法》《教育学报》）

课程故事

财商课程陪你长大
□杨 征

“老师，前海时代在前海自贸区内，升值潜力巨大，肯定要买前海

时代。”“嗯，这个同学看准了趋势，有投资眼光！”“老师，前海时代旁边

都是工地，交通、购物和看病都不方便，前海花园配套完善，房子性价

比高，建议买前海花园。”“很好，看准了性价比，买房还要考虑周边设

施！”“老师，还是根据财力决定买哪里吧。”“哦，你提醒老师理财要量

力而行！”“老师，你为什么不早些买前海时代呢，那时每平方米才3万

多。”“看样子，买房要把握时机，该出手时要出手……”

这是教师用房价帮助学生学习《复式折线统计图》。在深圳市南

山区前海港湾小学的财商课程中，教师会与学生讨论理财问题，也会

将理财与学科教学相融合：

每年11月11日，“剁手节”的消费数据都在不断被刷新，教师用“双

十一”电商销售数据学习《扇形统计图》；车辆购置税、购物消费税、个

人所得税，每个公民都会与税打交道，教师利用税率帮助学生学习《百

分数》，引导学生知法守法，不要偷税漏税；在六年级课堂上，教师用牛

市和熊市导入股市概念，帮助学生掌握统计图与百分数应用。在学习

最后，学生还讨论了将来是否炒股以及由炒股引发的合理支配收入、

规划与运用财富等问题。

我们的财商课程不局限于“纸上谈兵”，还设计了丰富的活动课程，

比如拍卖会、选课超市、淘宝节、乐游乐评游园会等，让学习更有意思。

三至六年级学生已经连续 3年举办慈善拍卖会，学生走进社区和

企业募集拍品，完成拍卖、主持、礼仪等全部工作，每项工作都带给学

生成长，也带给教师惊喜。

“拍卖师”亦霏数学成绩一般，平时做事有些毛躁，没想到站上拍

卖台的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语言风趣，极具鼓动性，凡经她手的拍品总

能拍出高价。拍卖会结束后，亦霏兴奋地说，她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专

业拍卖师。

拍卖会上，一个学生看中了一盒普洱茶，可是手上的钱不够怎么

办，几个学生商议后决定合资拍下普洱茶。这件事让教师大为赞叹，

还将这个真实案例引入“平均数”教学。

拍卖所筹资金注入“港湾同爱公益基金”，用来帮助更多人。

在学校“直播”财商课程过程中，学生认识了河南省兰考县程庄小

学，得知程庄小学学生体育课只有跑步一项活动，而且从未用过美术

学具后，“港湾同爱公益基金”出资万余元让程庄小学学生拥有了全套

体育设施和美术学具。财商课程让学生学会了规划与珍惜，更懂得了

责任与担当。

打通学校和社会的壁垒，学校还开设了氛围课程：学生从一年级

起必须独立在银行开账户，了解银行办事流程，合理使用和打理“资

产”。在校内，“港湾少年梦想银行”从班级支行、年级分行到学校总

行，开户、存款、利息、贷款业务完整，学生用“港湾币”可以租影院、买

草药、调换座位、与校长共进午餐，在真实的“交易”中学习理财。

各班也根据班级特色开设了财商微课程，比如老师私厨、小企鹅

格子铺、海饼干格格屋、超市小调查、春节管家……这些微课程让财商

教育更生活化，与知识学习、品德养成、素养培养互为依托与支撑。财

商教育已经渗入学生的精神与生活，展现出可持续、可生长的特征。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

前海港湾小学地处有“中国的曼哈顿”之称的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自贸

区，是特区中的特区。在这个拥有国际化视野的高地，财商应是儿童未来

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所以建校伊始，就将“面向未来人才培养，基于数学

课程的财商教育”纳入了学校“吾爱”综合课程体系。

购房、“双十一”购物节、拍卖会，我们将财商课程融合在数学学科中，让

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学习理财，还通过学科、活动、氛围三类课程，融四商（智、

财、情、法）通五育（德、智、体、美、劳），以财商课程为载体，让学生认识财富、理

解财富、运用财富、管理财富，在与财富打交道的过程中懂得社会规则。

我们不培养“富翁”，也不培养专业金融人才，而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金钱观，运用财富造福社会，让世界上最伟大的财富“爱与梦想”陪伴学生一

起长大。

港湾小学的财商教育也逐步创设完善以“人”为中心的课程开发与设

计，将知、情、意、行相结合，在课程开发中寻找教育合伙人，在课程实施中让

学生感悟“知识与爱与道德”的关系，培养面向未来的特区小公民。

（作者系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校长）

课程群：1+1>2的整合优化

面向未来培养特区小公民
□罗朝宣

校长点睛

晒晒学习成果

粘土“魔术”
“粘土变篆字”是吉林省通化市

通钢一小学生可以学习一整年的课

程。学生首先从了解每个汉字入

手，选择一首古诗，研究每个字的产

生和演变过程。准备好材料后，学

生将泡沫板切割成大小一致的方

块，再把做好的笔画贴在上面，给泡

沫板涂黑色、文字涂金色，晒干后一

个篆体字就完成了。集齐不同学生

制作的篆字，就可以组合成一首诗，

学生再用粘土为古诗配上图画，成

为一幅完整的作品。

篆体字亦图亦

文，学生对其

情有独钟，课

程不仅丰富了

学 生 学 习 汉 字

的方式，还实现

了学生在玩中学。

张一博/图

任秀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