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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程观

诗歌相伴少年心
□韩宗英

暑假的时候，小昊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他考上了沈阳的一所大学。

我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想起这个农

村娃的成长我感慨万千。

最开始接触小昊的时候，他坐在

最后一排，是个沉默、不愿学习的学

生。半学期后，学校开设了校本课程

——诗教，由我担任教师。有一次，我

带学生一起阅读背诵古诗，走到他身

边说：“你背不会，就先把这些诗抄到

诗词本上吧。”他没动，我瞅了他一眼，

他才抓挠着头慢慢说：“老师，我只会

干点农活，你让我抄这些诗干啥？”其

他学生的目光也聚集过来，有个男生

还带着嘲笑的口吻悄声说：“老师，你

让他讲怎么养羊，他会养羊。”我制止

了这个学生，对小昊说：“你会干农活

很了不起啊，现在有些学生连自己的

衣服都懒得穿。”我转身对其他学生

说：“我们诗教课让大家学写诗词，但

是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农活就是我们

写诗最好的素材。”学生有些惊诧。

从那时起，我便给学生讲起了田

园诗、农事诗。同时我也想到，我们

的学生都是农村娃，农事活动是学生

学诗最好的切入点。于是，我引入了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组诗——

春天学春诗，夏天学夏诗，秋天学秋

诗，冬天学冬诗。小昊也开始跟着朗

读和抄写了，还跟大家一起试着模仿

创作，有一天竟然用两个晚上以诗的

形式写了 8 种蔬菜，读来真切有趣。

其中的一首《辣椒》是这样的：“火红

弯弯角，阳光晒扁小。一点舌生火，

最辣朝天椒。”我惊喜万分，在课堂上

读给学生听，他们都听呆了。我借机

说：“大家可以挑战小昊！”那时，学校

每月都出版诗教杂志，小昊的诗全部

刊登在上面。为了方便家校联合，学

校还建有诗教群，群里每个学生都有

一个有趣的头衔——我任命小昊为

管理员，专属头衔叫“诗公子”。

曾经似乎被人遗忘的小昊，每次

看见我都会开心又腼腆地笑一笑并上

来打招呼，这让我感觉很开心。有一

次小昊对我说：“我在家干活都觉得有

趣了，闲下来就想凑几句诗。”后来，他

学习越来越努力，诗也写得越来越好。

与小昊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小

彤身上。小彤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常

常通过微信给小彤转钱。小彤不理

解父母的辛苦，常抱怨钱不够花。有

一次，我上课时看到小彤手腕上缠着

纱布，一问才知道她和妈妈因为要钱

吵起来了，就用小刀在自己的手腕上

刻字。我对小彤讲：“古人说‘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这样伤害自己是不孝

顺的。”她漠然一笑，是她常有的那种

大人般的冷笑。

我便有意识把小彤带到了《诗

经·凯风》的学习中。我先带学生理

解诗意，其诗大意是：“南方吹来的和

暖春风，把小酸枣树的嫩枝条吹得变

成粗枝条；子女在母亲的抚爱下长大

成人，却不能报答母亲的恩德。”字里

行间流淌着对母亲的爱与不能报答

的自责，深情婉转，我又试着引导学

生练习吟唱并感受诗中的情感。

学生在低回婉转的吟唱中，似乎

体会到母亲的辛劳。我发现小彤也

一直跟着唱，她的声音清亮柔和。于

是，我安排小彤领唱，她唱道：“凯风

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

劳。”然后，大家一起从头唱起，最后

小彤又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唱

得很动情。大家情不自禁地鼓掌，不

知是为小彤还是为自己。练习一段

时间后，我决定让学生汇报表演，请

来学校领导参加，那一天的小彤——

快乐、自信、阳光。

表演结束后，小彤跑到我面前

说：“谢谢老师！”这个一直被当作“问

题少年”的学生，不知道是在谢我让

她登台领唱，还是谢我让她体会到母

亲的爱与辛劳。也许两者都有，因为

我从她的眼神中感受到一股暖意。

有一天，小彤忽然跑到我办公室

对我说：“我爸妈回来了，给我带了许

多好吃的。”看到她高兴的样子，我为

她写了一首诗：“深谈相与剖心肝，忽

尔欢娱忽尔酸。父母归时今报喜，新

梳马尾荡书边。”小彤拿着我写的诗跑

开了，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她的“回赠”：

你短发如初，

在五月的繁华中如竹。

夏风正燥，妖艳的花儿愈妖，

你眼眸如初秋的湖，

如水边垂柳更深情。

池中青莲静看白云徜徉，

我发声去讲，

你无声欣赏；

我是一个旅人，

你是我心灵的寄养。

学生写我的文章，我也见得多

了，但我觉得都没有这首诗动人。诗

歌竟能跨越千百年温暖学生的心，这

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灯塔市佟二

堡镇第二初级中学）

课程图纸

“土味文化”里的新劳动教育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南部山区

地处会稽山腹地，这里有传统炒制

的山果、茶叶、笋干等特产，传统工

艺制品，应季蔬果种植，传统家禽饲

养……穿梭其间不知不觉就能感受

到浓浓的“山里味”，感受到厚厚的

人文底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个土生

土长的山里娃都应该了解从祖辈沿

袭至今的传统劳作项目。有鉴于此，

绍兴市柯桥区稽东镇中心小学从

2019 年开始尝试“土味文化”山娃子

新劳动教育实践。

“土味”文化
构建主题劳动课程

学校依托山区资源，先后开发了

“小鸭成长记”“舌尖野菜”“香榧加

工”等独具特色的课程，以“土味文

化”为主题建构新劳动教育课程。

为了使课程更具生命力，学校充

分考虑校情、师情、生情，经过反复酝

酿，在充分理解“土味”和“新劳动教

育”的基础上，从山娃子的真实需求

出发，提出“以土味促劳动，在劳动中

成长”的课程理念。

在课程理念的指引下，学校结合

育人目标，聚焦山区传统养殖业、传

统种植业和特色手工业，每个板块在

各学段均开设一门课程，同时对目

标、内容、实施形式、评价等方面进行

重新规划、整合，搭建好课程框架。

种植业课程：一二年级“舌尖野

菜”、三四年级“菌类家族”、五六年级

“身边中草药”。

养殖业课程：一二年级“小鸭成

长记”、三四年级“我与蚕宝宝”、五六

年级“生态鱼缸”。

手工业课程：一二年级“笋煮干

菜”、三四年级“香榧加工”、五六年级

“传统竹编”。

“土味”模式
项目学习架构课程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不是纯

“劳动”，也不是纯“活动”，而是具有很

强的自主性、独立性、持续性。学生喜

欢并且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完成各种探

究活动，学校便以项目学习架构课

程。教师设计项目化活动方案，以问

题驱动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在学习活

动中自主发现探究、自主实践体验，促

进学生对课程核心概念的理解。

以“小鸭成长记”为例，这是在一

二年级开设的养殖业课程。第一，学

校将这个学段相关的语文、数学、科

学、综合实践等课标、教材进行比对梳

理，确定核心概念与关键能力；第二，

根据小鸭孵化的“准备篇”“孵化记”

“出壳记”等环节，每个阶段分解学习

任务——整个项目学习共 5个任务，

同时设计学生活动手册；第三，设计驱

动性问题：怎样才能安全让蛋里的小

鸭出生，同时又能让大家看到这一生

命孕育的过程？第四，学生以学习手

册为“脚手架”，尝试完成各项任务；第

五，整理资料，展示成果，总结评价。

“土味”助推器
成就真正的深度学习

在课程时间方面，学校除了课表

安排的每周三下午两节拓展课之外，

还会充分挖掘各学科的整合点，特别

是整合科学课、综合实践课、少先队

活动课等，实现从学材、课时到师资、

教学环节的规范化。如“身边中草

药”课程，教师带领学生探究身边的

中草药，开展中草药的种植、养护、采

摘活动，制作“创意中药香囊”，在少

先队活动课上进行展示。又如“小鸭

成长记”课程，师生在科学课上探究

鸭蛋里的秘密，在语文课上写观察日

记，在少先队活动课上分享小鸭孵化

经历。

学校还开辟了多个校内外实践

基地，让学生走出课堂：在校园种植

上百棵香榧，建立“香榧基地”；还腾

出一块空地开辟“中药基地”。两大

基地作为学生认识和种植香榧、中草

药的主要阵地，确保学生校内实践活

动顺利开展。学校还联系本地“千年

香榧林”所在村的领导、七竹生态田

园董事长、山娃子农产品公司董事

长、芦花鸡养殖场场主等校外人士，

开辟更多场所作为校外学习的实践

基地，确保学生能够全程参与体验传

统种植业、养殖业和特色手工业的劳

作过程。

此外，学校邀请有丰富生产生活

经验的家长进课堂，为学生进行经验

传授、实践指导：邀请竹田头村的学

生家长做孵化控温、保湿的讲座，邀

请千年古村冢斜村村民对出壳困难

的鸭子进行“蛋壳剥离”现场示范，邀

请平水镇卫生院中医科主任讲解身

边常见中草药的名称、作用、生长环

境，邀请长期采药的村民介绍新鲜药

材的辨认与晒制……学生一边在课

堂上探究，一边亲身参与劳动实践，

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课程以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

价为主，每门课程按照单元设计项

目化学习，采用“一项目一评价”的

形式，建立项目化学习评价单。评

价从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劳动态

度、合作能力、探究欲望、创新能力

等方面着手，促进学生开展真正的

深度学习。如“香榧加工”课程，就

会根据“项目化学习评价单”的总分

评出“加工之星”。

“土味”实践
学生劳动素养提升显著

学生边探究边劳动，参与孵化、

饲养、种植、采摘、制作、加工等活动，

体验劳动的快乐，掌握基本的劳动技

能。学校通过孵化器、香榧采摘器、

中草药存储器等物品的设计与制作，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

学生懂得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

合的意义；通过长期饲养、除草、施

肥、操作等工序，培养学生不怕苦、不

怕累、坚持不懈的劳动精神，体会劳

动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长期观察中

发展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究能

力，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培养学生的团

队意识和劳动品质。

经过几年的实践，学校依托“土

味文化”资源和课程进行的劳动教育

效果显著，接下来将在不断完善课程

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将劳动教育辐射

到家庭，让山里的孩子真正“以土味

促劳动，在劳动中成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

区稽东镇中心小学）

知行合一是道德教育的目标，

是检验道德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

情境是熏陶人、培育人的具体环境，

为个体的道德形成提供了良好基

础。那么，如何做到让爱国主义教

育“知行合一”呢？我们可以借助

“情境”，将爱国主义内化为精神追

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情境中求“知”，获得爱国主义

认知。爱国主义价值观能否形成，

取决于个体对国家的理性认知。爱

祖国包括祖国的江河湖海等自然实

体，也包括祖国的文化、礼仪、习俗、

历史等人文实体。然而，如果在爱

国主义教育中只是拿着书本干巴巴

地宣读，往往成效不大。因此，教师

可以运用音乐、图画、表演、实物等

手段创设情境，让知识不再遥不可

及，也让学习不再被动消极。学生

借助“情境”可以自主探索，获得的

爱国主义认知自然更有深度。在这

个过程中，教师还要注重教学情境

的整体性，从顶层设计的内核上“全

程贯穿”“相互呼应”，构建“大思政”

格局。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

进行：一是挖掘学科中所蕴含的爱

国主义教育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中

学习爱国主义知识；二是建设爱国

主义教育课程群，开发爱国主义教

育题材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

作品，深入挖掘校训、校歌等资源，

同时开发爱国主义教育云课堂，给

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此外，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教师还要

思考讲什么、讲到哪种程度，从而系

统地设计课程体系，确保教育内容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情境中生“情”，增进爱国主义

情感。爱国主义教育中存在大量

“知而不行”的实践困境，多是由于

“情”与“意”的缺乏。如果学生的

爱国主义认知仅仅停留在思想意

识层面，就会缺乏转化为爱国行为

的动力。情感是情境教育理论的

生长点，学校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

径实现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是结合晨会课、少先队活动等日

常德育工作开展情境教育，以自

主、合作、探究的方式设计教学，激

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在活动中体验

爱国主义情感，内化爱国主义价值

观；二是结合重大国家事件开展情

境教育，比如结合载人飞船上天、

奥运会等事件培养学生对祖国的

自豪感和荣誉感，结合洪水、地震

等自然灾害培养学生对祖国的关

切，结合疫情期间医务工作者的倾

情奉献培养学生对祖国人民的热

爱和感激；三是围绕主题开展情境

教育，比如围绕“祖国的桥梁”“鲁

迅”“40年乡村的发展变化”等主题

让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四是挖掘身

边的红色资源，比如走访各大红色

博物馆、身边的革命先辈，开展红

色记忆之旅、当历史博物馆小导游

等活动，让学生在情境中追寻革命

先辈的足迹，将红色基因以“行走

的方式”植入学生心灵深处。

情境中履“行”，滋养爱国主义

行动。对于爱国主义教育而言，学

校应该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践履

自觉、积极、有效的爱国主义行动，

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首先，学校

应该展示生活中的真实情境供学生

思考讨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

究热情，同时打破课堂围墙，将课堂

搬至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让学生

亲身实践；其次，学校可以创设真实

情境的场所，将现实生活中的疑难

问题搬到课堂，为学生提供模拟践

行的机会，让学生通过扮演情境中

的角色践行爱国主义行动。

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教育绝非

一朝一夕之功，要想让爱国主义在

学生心中“安营扎寨”，还需要拥有

一支知行合一、具有爱国主义情怀

的教师队伍。唯有如此，爱国主义

才能被学生认同、内化，进而“知行

合一”。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虹口区第

一外国语小学）

在情境中生发在情境中生发

家国之爱家国之爱
□王玉娟

□李来娣

课程故事

“畅想未来”我的梦
“科学离不开幻想，艺术离不开真实”。为调动学生热爱科学、接触科学、探索科学的积

极性，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山东省郓城县第一初级中学开设了“畅想未来”科幻绘画课

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科学幻想搜集资料，然后借助合适的材料进行创作表现，绘制出一幅

幅精美的科幻绘画作品。 （严作涛/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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