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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微课
福建省建瓯市第一小学的“书

法微课”不仅是为了让学生写好汉

字，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推进引领

学生去追寻中华民族的精神印记。

在“书法微课”上，学生通过视频反

复细致地观察每个字点画的书写运

动轨迹，充分感知书写的节奏和韵

律。同时，微课还照顾到学生的个

体差异，方便学生多次学习甚至在

家学习。每年春节，学校还会举办

“写春联、送春联”活动，学生把创作

的春联书写出来，送给自己的亲人、

朋友，送到学校周边的家家户户。

（范吉明/图文）

教室旁边的“田”
□崔潇月

课程故事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不要把学习

局限在教室的四堵墙壁里……在教

室的旁边，还应当有一块“田”，让学

生在那里从事智慧的、被某种思考所

鼓舞的劳动，最主要的是让学生能够

同时看见、观察和动手。

在《走 进 社 会 生 活》这 门 课 程

中，我带着学生走进了教室旁边的

那块“田”——一家与学校一湖之隔

的养老院，开启了走进社会生活的

真体验。

这次养老院之行，我们没有具体

的活动分工，只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

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情。

女生大多选择帮助老人整理房间、打

扫卫生，男生教老人使用手机，还有

部分学生跑到菜园里帮助老人捡菜、

浇水。

他们开心地忙碌着、交流着、倾

听着，就连平时不善言辞的几个学生

也很快融入集体的节奏。这不只是

教育学中的“同群效应”，更应该是出

自学生内心的喜爱——他们自由放

松地释放着自己，所以表现得异常兴

奋。从他们蹦跳的步伐中，在他们绚

烂的笑脸上——我似乎听到了生命

快乐拔节的声音。

离开养老院后，学生一致提议要

在湖畔公园进行交流，看来他们的思

想是真正“放飞”了。在公园一角，我

们席地而坐，体验交流拉开序幕。

一个女生说：“我今天帮一位老

奶奶洗了头发，因为我在家也经常帮

奶奶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看着

老人那脏成一坨的头发，我就很想帮

她洗干净。老奶奶被打扮得干干净

净，开心得像个孩子，可我的心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这些老人太可怜了，

我觉得仅仅做到‘老有所养’还不够，

他们的精神世界更需要滋养。”

另外一个女生说：“对，我也这

样认为。我在整理一位奶奶的床铺

时，发现她枕头旁边有个布娃娃，上

面还用透明胶贴着一个名字。奶奶

说，那是她帮女儿照看小孩时给外

孙女买的，现在外孙女长大不需要

了，她就带回来放在自己身边，想外

孙女的时候就抱抱……”说到这里，

女孩哽咽着表示她会经常去看望这

些老人。

一个男生说：“我准备和妈妈一

起去。”“你妈妈？”大家带着疑惑看着

他。他赶忙解释：“对，我妈妈。我们

在帮助老人上网时，其中一位爷爷极

力排斥回避。后来我们打听到，那位

老人已经没有亲人了，逢年过节也没

谁来看过他。得知这些我很是同情，

所以给妈妈打了电话。征得妈妈的

同意，我告诉老爷爷以后我会和妈妈

一起看他。爷爷惊讶得好长时间都

没有缓过神来。”

“我的感受与你们不同。”又有

一个学生发言，“我在浇菜时与老人

聊天，感觉他们生活在养老院还是

挺幸福的。有吃、有喝、有同龄人陪

伴，相处好了周围的人都可以成为

亲人，这样也让在外工作的儿女少

了一分牵挂。即便他们在家，儿女

也不可能天天陪伴，年轻人也有自

己的不易啊！”

你一言我一语，学生继续分享

着，那种教室里的拘谨和胆怯早已荡

然无存，我忽然发现了教育的轻松与

美好。原来，我们一直想要的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竟然就在教室旁边的

这块“田”里。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

不用再费尽口舌去讲解什么是亲近

社会，更不用再煞费心力地排练怎样

亲近社会——学生的行动体验就是

最完美的答案，没想到教室旁边的这

块“田”竟然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教育不应只有分数和升学，更要

让学生有完整的成长和坚定的价值

追求；教育不仅要关注知识和技能堆

叠的厚度，更要关注学生意志品质和

涵养的高度。因此，教师既要站好教

室里面的那个讲台，又要用好教室旁

边的那块“田”。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成武县实验中学）

垃圾分类，从“小”做起
□吴莎莎 胡珊珊

我的课程观当下，课程的跨界融合是研究热

点，美术作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艺术

学科，如何在跨界融合中避免“贴标

签”式的表层融合？如何突破机械刻

板的“美术+X”模式走向深度融合？

针对学生怕写作文的现象，有

的美术教师建议语文教师让学生放

下作文，先画与作文主题一致的儿

童画，再指导学生把绘画的经过写

成作文。还有些初学写作的学生厌

烦作文课的枯燥，教师就让他们给

作文配图。一段时间下来，确有学

生在“写写画画”中取得了进步，学

校展室里随之呈现了不少跨界融合

的“童画习作”。

写作与绘画都有鲜明的形象思

维特质，可以说是“同频共振”，这种

跨界融合让人耳目一新。然而，当我

们冷静思考时就会发现：第一，不是

每种作文题材都适合用画面表现；第

二，不是每个学生都爱绘画，“童画作

文”的方式对不爱绘画的学生而言，

原先的“习作负担”没有消除，又增加

了一份“绘画负担”；第三，容易造成

“绘画思想缺失”，学生的“童画作文”

有许多模仿痕迹，缺少原创性。

那么，如何让跨界融合既“跨”得

出又“融”得进呢？

找到契合点。一名语文教师在

教学《圆明园的毁灭》时，为了让学

生了解圆明园中的景致如何美不胜

收，考虑借助绘画作品让学生体验、

感悟。语文教师向美术教师请教，

下载了当年宫廷画家郎世宁的《雍

正十二月圆明园行乐图》《圆明园西

洋楼》等作品，还呈现了唐岱、沈源

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为学生提供

了 视 觉 盛 宴 ，借 此 打 动 学 生 的 心

灵。三幅精美绝伦的绘画作品给学

生强烈的震撼，不少学生欣赏之后

感慨颇多：既为绘画作品中圆明园

曾经的辉煌而惊叹，又为圆明园的

毁灭而扼腕叹息，在跨界学习中自

然而然增加了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这名语文教师还通过 PPT 展示了美

术教师对这些作品的赏析，增强了

学生对美术作品的欣赏、评价能力，

可谓一举两得。一名教师不囿于自

己的学科虚心请教，另一名教师也

热情相助、用心指点。由此可见，各

学科教师突破本学科界限，让自身

的知识、能力、视野实现“跨界融合”

才是最为关键的。

瞄准高目标。“思维的发展和提

升”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科之间的跨界融合也应该瞄准这样

的目标，而不能仅仅为了学科知识

和内容。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维，

通过跨界融合优化学生的思维方

式，提升思维品质尤为重要。比如

美术学科《听音乐画音乐》一课在与

音乐学科实施跨界融合时，不仅要

教会学生用不同的点线面以及色

彩来表现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更要

重视学生的抽象思维发展。美术

学科与语文学科跨界融合教学时，

不仅要教会学生将抽象的文字转

化为生动的形象，更要教会学生创

意思维，不能让画出来的形象千人

一面。再比如美术学科的《学学构

图》《对比的艺术》《对称美与秩序

美》等 都 可 以 通 过 数 学 原 理 来 剖

析，在剖析美的规律和形式时培养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甚至通过演

绎“黄金分割”所蕴藏的美学价值，

让学生的思维从模糊走向精准，从

而提升思维品质。

突出主体性。跨界融合的主体

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因此教学应凸显

学生的能力发展、知识丰富、思维提

升……如果课程融合变成教师的表

演，那就本末倒置了。教师应该给学

生自主选择的空间，让学生突破学科

界限，自主展示其多样的才能、与众

不同的见解和设想，调动学生多学科

的已有经验。为了让跨界融合有充

裕的时间保证，还可以将课堂教学延

伸到校本课程、兴趣社团等活动的时

段，让跨界融合落地生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

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跨”得出，“融”得进
□叶恋花

创意课程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垃圾，只

有放错地方的财富”，可是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垃圾数量也呈指数增

长，我们的环境变得不那么洁净了。

如果希望“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常在，那么“垃圾分类”就势在必行。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集

团海岸小学倡导采用灵活有趣的形

式，让垃圾分类这个“新时尚”走入学

生心中，让垃圾分类从“小”做起。

学校利用深圳多雨的特点，设计

了一座先进的“海绵校园”系统，校园

各处安放着衔接有序的暗管和水道，

合理收集雨水，储存于地下蓄水池

中。晴天的时候，学校利用收集的雨

水进行灌溉，使绿化带和楼顶菜地都

尝到“甜头”。同时，学校各部门总体

部署，开展了“变废为宝”科技节、德

育课程之“环保行动”“垃圾分类进校

园讲座”“奶盒回收分类放”“垃圾分

类手抄报”等系列活动，推动垃圾分

类在校园落地生根。正是通过这一

系列活动，学生的垃圾分类意识得到

了发展与提升。

小垃圾，大学问

有趣又长知识的活动，学生总是

很喜欢。新学期开学不久，学校便邀

请“环保宣讲人”姚澄老师为一年级

学生讲解垃圾的历史以及分类处理

等方面的知识。

姚澄告诉学生，垃圾与人类文明

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

代，人类便会将垃圾挖坑掩埋；会收

集垃圾供以后作肥料使用——比如，

人们把牛粪晒干，用来烧火做饭或取

暖，把粪便收集起来发酵为肥料；会

在建造新建筑物时使用某些“垃圾”

来平整地形；会“废物利用”，用动物

的骨头做成富有新意的装饰品……

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会场上不时传出

惊叹声、欢笑声。

学生对垃圾产生了极大兴趣，姚

澄便带领他们深入了解垃圾的危害。

当学生听到“人们 7个星期扔掉的垃

圾总量基本等于自己的体重”时，会场

里发出长久的惊讶声；当学生看到一

只产完卵准备返回大海的海龟竟被海

边的破渔网缠住时，开始怜悯它的遭

遇；当学生听到一只海鸟被岸边的塑

料袋裹住而无法飞向空中的哀鸣时，

发自内心地心疼起来；当学生知道太

平洋上的海洋垃圾达到300多万平方

千米时，更是大为震惊。可是几千年

来，人们用得最多的垃圾处理办法就

是“烧”和“埋”，其弊端早已显而易

见。经过一番互动，学生纷纷表示要

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于是，一张张“垃

圾小卡片”在会场传递，学生了解了

“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的分类知识，信心满满地

准备开启自己“变废为宝”的旅程。

“变废为宝”科技节

自创校以来，“科技节”便是学

校的特色之一。2020 年 12 月，学校

“科技节”之自然艺术装置大赛共征

集到来自 23 个班级的 31 件精美作

品。在班主任和学生家长的倾力帮

助下，各班级学生发挥智慧和想象，

顺利完成了从设计图到成品的全过

程，作品无一不体现着自然和环保

的主题。

学生集思广益，将家中的废弃碗

盘、旧轮胎、破塑料袋、旧油桶、废纸

片等带到学校，在校园内外收集了枯

树枝、枯树叶、小石子、旧盒子等，有

的学生还与父母一起去海边收集了

贝壳、海螺、海鸟的羽毛等材料。经

过他们的精心制作，那些平时看似被

丢弃的“垃圾”顿时焕发了生机。

《光 盘 行 动》《废 旧 轮 胎 大 变

身》《让垃圾回家》等作品，让学生

感受到“零废弃”的乐趣；《大自然

与小乐园》《红树林回家之鹭》《枝

头盔犀鸟》等作品，让学生明白了

什么是循环利用；《小手牵大手，追

求新时尚》《海鸥的呐喊》《起舞的

芭蕾女孩》等作品，让学生看到了

自 然 万 物 都 能 与 环 境 完 美 融 合 。

为了让这些奇思妙想的作品激发

更多学生对自然的热爱，学校还在

每幅作品旁专设了“小小解说员”，

专门为各班学生和来校参观的客

人讲述他们创作的理念和来源。

环保活动进行时

学校的“环保行动”提倡学生从

身边小事做起，时时刻刻都有环保意

识。学校的垃圾分类桶设置齐全，厨

房里有“厨余垃圾”，校园里有“有害

垃圾”……学生最喜欢的是“可回收

垃圾”，他们将旧作业本、旧塑料瓶、

塑料吸管等投入其中，期待它们能够

被循环利用。

每年的收获季一到，学生就会将

枯树叶与杂草堆积在一起，与园艺师

傅共同进行填埋处理，将它们变为宝

贵的肥料。

“环保行动”不仅在校内，还会延

伸到校外。深圳周边有许多山野公

园，学生会利用周末时间去附近的

“大南山”，边爬山边捡拾垃圾；会走

进“社区”做义务劳动；他们还会去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参观各种珍稀

鸟类。这些活动让“环保意识”扎根

在学生心中，也让学生获得了满足

感、自豪感。

“垃圾分类”涉及每个人的生活

习惯，为了进一步推广“垃圾分类”文

化，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筹办了“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学校展板上有“生

活垃圾分类指导图”，教师也在道德

与法治课中加入了“垃圾分类”相关

知识，结合学校“阅读浸润心灵”理

念，推荐了相关的绘本和书籍。

共同阅读了《我的第一本垃圾分

类书》后，学生将学习心得绘制成手

抄报和思维导图。学生对垃圾的知

识进一步加深，还将自己的创意融合

进去，制作了一张张精美的“宣传

单”。在这种有趣的形式中，学生不

仅学会了“垃圾分类”，自身的艺术创

新与表现能力也得到提升。

小小的垃圾里蕴含着大大的学

问——让我们更加爱护我们的姐妹，

青草、绿叶、红花；更加爱护我们的兄

弟，蓝天、白云、河流；也更加爱护我

们的母亲——地球。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第二外国语集团海岸小学）

广东省深圳市早在20年前就被

评为国际“最大规模级花园城市”，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抬头可见“深圳

蓝”，出游犹如穿花海。环境福利带

来的责任感，让经济特区的生态环境

建设丝毫没有松懈。2020 年 9 月 1

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正式在城中实施，垃圾分类由“倡议

分类”进入“强制分类”。着力培养学

生从小拥有科学的垃圾分类意识，让

爱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植心

中，成为深圳每一所小学在课程建设

上都会思考的问题。

学生的天性是喜欢丰富有趣的

事物，也喜欢动手操作的环节。如

何让垃圾分类的理念在学生欢喜的

眼中、灵巧的手中实践起来并传递

出去呢？海岸小学各部门的负责人

参与了“垃圾分类”项目式课程的集

体研发。各部门将自己原有的特色

课程、特色活动融入垃圾分类的理

念，以认知为起点，以探索为过程，

以实践和传播为最终目标，开发了

一条有序、有趣的“垃圾分类”课程

生态链。

这条课程生态链，以绘本阅读

为依托，以科学严谨为态度，以温暖

负责的举动为践行方式，让学生充

分意识到，垃圾分类是一件非常精

彩而有意义的事情。

在深入了解垃圾分类的相关知

识后，每年科技节中创设的“自然装

置大赛”环节，让学生能将身边的废

弃物以及大自然中捡到的“宝贝”，

通过双手和创意变成可以被展览、

推介的艺术品。这项比赛也让许多

学生走进自然，理解生态循环下四

季的变迁；了解生活，体会“垃圾是

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停下来思考、

创作的学生，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

物件也有了新的认识。

学生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学校

希望他们走出校园，对身边社区也

有积极的影响力。所以，在德育课

程建设上，学校鼓励学生的课外“红

领巾小队”多开展一些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环保实践活动，让同伴合作

带动社区一个个小家庭的变化，同

时也一点一滴地改变社区环境。学

生还将自己的感悟创作成手抄报、

宣传画，学校将其中的优秀作品放

在宣传栏中展出，用艺术与环保结

合的方式，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

入人心。

为了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学

校为这些有意义的活动搭建了展

示、评价的平台，通过作品介绍、公

众号宣传、项目评比等机制，让学生

在一个被肯定的环境中继续他们的

环保行动。

每一个地球儿女，都有了解地

球母亲、守护环境健康的责任，希望

学校用心设计的“垃圾分类”课程，

能让未来的主人翁也将这一份良苦

用心传递下去，以科学的态度践行

环保，以艺术的审美看待环境，以积

极的行动守护地球。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第二外国语集团海岸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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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一条有趣的课程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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