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美好课程
借助“桃”这一载体，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整合资源，循序渐进地开展“桃课程”，引领学生一步步走进

桃花源，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改进学生的思维模式。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桃课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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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桃花源”
□ 本报记者 金 锐

编后记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

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

记》不仅仅是一篇美文，更是蕴含了

许多人文、精神层面的价值。对于小

学生而言，让他们直接理解这些价值

恐怕不容易，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

选择了拆分和下沉的做法。

怎样认识桃花源？学校整合语

文、地理、生物、美术等多个学科，每

个学科都对应学生的某种知识或素

养，而这些知识、素养的获得则下沉

到“桃课程”的各个阶段。

从儿童的认知规律出发，学生认知

世界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接触实物。因

此，桃课程的第一阶段就是从“桃”开

始，桃花、桃树、桃子……学校让学生接

触这些与“桃”相关的实物，由充分了解

实物进而延伸至“桃”的其他层面——

桃的分类、桃的制品、桃的文化等。这

是生活与知识的链接，学校将其归结为

“物—器—道”的循序渐进认知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各种知

识结构和思维品质的训练。

相较于具体的知识传授，学校更看

重学生的思维生长。一般意义的知识

传授是单向的，但学校希望营造一种多

元、多向的交流互动模式。每个课程单

元的起点不是一个个知识点，而是教师

精心设计的引领性问题。在学生探索、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还会不断提出

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反映了学生思维

模式的转变。从单向的“学”到双向的

“问”，学生进而会展开思考和分辨，最

后将思维层面的内容落实到实践层面，

这就是学校希望学生形成的“学—问—

思—辨—行”认知路径。

经过一系列储备和积淀，学生终

于要走进自己的“桃花源”了。这时再

来看与桃花源相关的各种问题——桃

花源可能在哪里，桃花源的地理环境

怎样，桃花源的桃花是什么样的，桃花

源代表了何种精神……看似不易解决

的问题，学生已经能够有条不紊地回

答了，不仅因为他们在课程系列学习

中已经掌握了相关知识，更源于他们

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变化。

“桃花源”不是课程的终点，而是学

生展现综合素养的一个节点。“桃”也只

是课程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一

种植物、一个人物、一方土地……任何

一种能够让学生真实感受的载体，都

可以通过精心的课程设计，融入德智

体美劳等各方面元素，成为一门学生

感兴趣的综合课程。

对于广大农村学校而言，开展课

后服务时要充分考虑与学生家庭相关

的细节性问题：一方面，农村儿童居住

相对分散，接送不便；另一方面，农村

学校师资不足，有的教师居住地远离

学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也有实际

困难。因此，在一些缺乏就近集中办

学条件的农村学校，应该探索更加灵

活多样的课后服务模式。

第一，村校合作共建课后“云服务”

机制。不少留守儿童回家之后无人辅

导功课，也无人组织开展兴趣性活动，

导致过度嬉戏、荒废时间。因此，可以

依托现有的村级文化、信息服务场所，

由村里集中组织学生回村后，与学校教

师开展线上对接，用课后“云服务”的形

式替代在校课后服务。通过这种“云服

务”，既可以克服学生归家后无人监管

的难题，也可以让教师兼顾课后服务与

家庭生活，从而大大提升学生、教师双

方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

第二，探索组建农村“儿童之家”。

部分农村通过整合乡贤、大学生、教师

等志愿者团队，改造文化场馆、文体活

动场所，打造农村“儿童之家”，为离校

返村的学生提供文艺、阅读、体育等方

面教育，以及作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

务。各地应结合实际情况推广这类

“儿童之家”，既为学生提供更加多样

化的课后服务，又可以减轻农村学校

和教师的负担。

第三，建设面向留守儿童课后服

务的信息化平台。一些地区由政府引

导、学校参与，打造了针对农村儿童课

后服务的网上儿童之家。网上儿童之

家由一个个专业团队以“项目包”的方

式组成，包括各种文体娱乐兴趣培养

服务、课后作业在线指导与监督、儿童

心理教育与疏导服务等。在线课后服

务能够集中更多教学、辅导、兴趣培养

的课程和活动资源，但是需要借助电

子设备，也有可能导致学生形成电子

产品依赖的问题。因此，各地还应结

合实际情况，由村集体委派专人组织

学生参与相关活动，同时约束学生使

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第四，积极动员家长为孩子提供

“云陪伴”。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最大困扰就是父母的缺位——对于

那些隔代长辈能够较熟悉使用电子信

息工具的家庭，可以由学校、村委会相

关人员动员留守儿童家庭多通过视频

方式“云陪伴”，父母在线为孩子解答各

种学习、生活问题的同时，自然而然加

强了亲子关系，也缓解了孩子因离开父

母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对于那些隔代长

辈无法熟练使用电子信息工具的家庭，

就要依靠工作人员利用信息设备帮助

孩子与家长实现“云见面”，从而以“云

陪伴”的方式慰藉留守儿童心灵。

第五，多渠道整合课后服务资源。

一些农村学校条件比较艰苦，缺少课后

服务的基本条件。针对这种情况，应该

由县、乡政府统筹协调，为服务项目提

供资金支持。同时，各类课后服务往往

需要整合大量课程资源、信息资源、设

施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些资源需要由各

级政府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提供。

“双减”让学生从作业题海中解放

出来，从各种培训焦虑中解脱出来，更

让本来处于弱势的农村学生在获得公

平教育机会方面迈进了一大步。通过

多元主体合作，可以充分借助现代信

息技术支持，解决农村学生参与课后

服务面临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在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教

育的公平化、均衡化。

（作者单位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双减”在行动

多元主体助力农村学校课后服务
□ 卢小平 孙雪萍

四川天府新区元音小学从《礼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

行之”中找到学生社会化学习的路径：

学—问—思—辨—行，构建了“元·认

知”课程体系，将课程分为共同基础、

分科综合、多科融合三个板块，以期实

现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的课程

建设方向。

结合学校的地域特点，教师投票

选出全科整合的校本课程主题——

桃。在课程设计的初始阶段，教师查

资料、做研究，提取适合学生的学习信

息，梳理可以整合的教学资源，建立了

丰富的课程资源包，形成了全员共享

的教学读本、教案、课件、学习探索单

等，只等着与学生共赴心中的桃花源。

名字里有“桃”的都是桃吗

课程的第一阶段是“物”——了解

“桃”作为物的特征。桃是一种什么

植物，桃本身有什么特点，桃分布在

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生查阅资

料、观察实物。与常规课程不同的

是，教师不仅教导学生打开“五感”观

察，更重要的是提出核心问题，帮助

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从而完

成思维建模。

教师尝试从定义、形式、变化三个

概念出发，带着学生一步步探索。教

师提问：名字里有“桃”的都是桃吗？

如何分辨春天里的桃花、杏花、梨花、

樱花？邓林是中国最大的桃林吗？怎

样才能让桃树结出其他果实？这些问

题涉及语文、数学、美术、地理等多方

面的知识。

公园里、操场边、教室中，到处都

是师生共同学习的身影，他们观察、

测量，研究桃的分布图，进行嫁接实

验……从春到夏，学生的笔记本上记

录着自然的美好：

“桃花有 5 片花瓣，花瓣是小小的

椭圆形，上面淡淡的，下面更深一些。

两瓣合在一起就像剪刀，整体看起来

像星星。我还发现，花瓣都是贴着树

枝长出来的。”

“很细的枝丫一般不会结桃子，桃

子喜欢长在一起，现在看起来是绿色

的。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发红，摸起来

毛茸茸的。”

仅仅从问题出发是不够的，还要

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西游记》是学生

非常喜欢的话题，一听说课堂上可以

看《西游记》，学生惊喜的尖叫声此起

彼伏。看着看着，教师的问题来了：

“王母娘娘的蟠桃为什么与我们见过

的蟠桃不太一样呢？”学生一脸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教师带着学生

认识各种桃：无毛而光滑，颜色鲜艳，

表皮好像涂了一层油的是油桃；青里

泛白，白里透红，表面裹着一层细小绒

毛的是水蜜桃；表面有短毛，果子粉红

色，肉厚、汁多的是毛桃；还有果实的

形状、大小均有变异，卵形、宽椭圆形

或扁圆形的蟠桃。这下学生讨论得更

热烈了：“不是蟠桃”“那是水蜜桃”“我

们要去给导演提意见”……通过问题

驱动的真实学习，学生懂得了批判性

思维的重要。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

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只有

重视、体验、关注外界的自然万物，方

能唤醒、打通内在的感知和感悟——

这是桃课程之“物”给教师和学生的

启发。

跟随“桃太郎”的动物去哪了

桃课程的第二阶段是“器”——这

里的“器”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器”的认

识，而是注重引导学生探究从“物”到

“器”过程中事物变化的规律。学习仍

然从“学—问”开始，重点却在“思—

辨”。教师提出的问题是：“桃保人，杏

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是真的吗？妈

妈吃的桃胶真能美容吗？（思考功能）人

们为什么喜欢用桃木做梳子？为什么

经常见到黄桃罐头？（辨析原因）春节时

为什么要把“新桃”换“旧符”？桃太郎

与孙悟空有什么异同？（拓展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落了，各种

桃子新鲜上市。经历了第一阶段对物

的认识，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他

们在家长、教师的引导下品尝水蜜桃，

制作美味的黄桃罐头、桃肉布丁、桃胶

银耳羹，尝试用银齿梳、牛角梳、塑料

梳、桃木梳做静电实验……随着学生

与“桃器”一次次建立联系，桃花不再

只是挂在树上供观赏的花，桃子也不

再只是盘子里的餐后甜点。

当学生用不同材质的梳子做了静

电实验后，摩擦生电、绝缘体、导电体

的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变得容易

理解、好玩有趣。一个学生在日记里

写道：“我了解到用桃木梳子梳头有许

多好处，因为无静电不会损伤头发，长

期梳头还可以缓解疲劳，既环保又实

用。静电实验真是太有趣了！”

教师带着学生阅读《桃太郎的故

事》时，一个学生举手问：“桃太郎回到

家乡幸福生活，那跟桃太郎一起出发

的动物呢？”这个问题让教师感到惊

喜，因为学生不再局限于故事和问题

既定的思路，而是有了自己的思考和

疑问。教师抓住这个问题在班级展开

讨论：你们认为胜利之后跟随桃太郎

的动物去了哪里？学生热烈讨论着，

有的说动物跟随桃太郎和公主回家

了，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有的说动物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也成为英

雄；有的说动物可能在战争中失去了

生命……讨论结束后，学生开始创作，

用绘本的形式描绘出自己的《桃太郎

后传》。

这正是教师希望看到的画面，学

生不仅在倾听，而且在思考、表达、创

造。围绕“桃”这一元素，学生的思维

在生长着，从桃本身到与桃有关的故

事，再到桃所代表的精神意义，深入到

“思、辨”这一层面，对所知的事物提出

问题，然后尝试自主解决。

“桃花源”在哪里

中国古人认为“物以载道”，讲究通

过物的形态语言传达某种精神境界。

“ 道 可 道 ，非 常 道 ”“ 形 而 上 者 谓 之

道”……如此博大精深的话题，怎么让

小学生初步理解呢？桃课程进入第三

阶段——“道”。教师希望学生能对物

在特定时空里呈现的意义发表看法，从

而形成观点；了解人们在形成观点之后

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进而了解人与

物、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精神联系。

基于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教师提

出下列问题：为什么爷爷奶奶过生日

时会在蛋糕上看到“寿桃”？为什么古

代女子要用桃花做头饰，还要画“桃花

妆”？世界上真有桃花源吗？通过富

有童趣的问题，学生触摸到桃文化，发

现这些文化其实就在身边，与自己的

生活息息相关。

这一阶段的经典问题是：桃花源在

哪里？教师带着学生一起观看国产获奖

动画片《桃花源记》，搜集整理关于“世外

桃源”的各种资料，用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为导向，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引导学生将

现实的桃花源与古代的桃花源进行分

析、匹配，主动去询问、搜索、思考、辩论，

从而得出自己的答案。

“桃花源应该是比较温暖、潮湿的

地方，所以应该是在南方。我选择湖

北武陵，因为湖北比较热，适合桃树生

存，而且湖北武陵县的桃花源与渔夫

的居住地武陵名字都一样。”

“桃花源应该在成都龙泉驿，因为

龙泉驿的桃树很多，有吃不完的桃子，

而且龙泉驿有山，与渔夫进入桃花源

的地方很像。”

“我觉得是重庆酉阳，因为进入酉

阳的大山洞与渔夫进入桃花源的大山

洞很像。山洞里面还有钟乳石，看起

来很可怕，但是出洞就能见到美景。”

“我选择北京平谷，虽然北京很

冷，但是桃树也可以生长。”

“我选择西藏林芝，虽然西藏海拔

很高，但是桃花仍然开得很好，我觉得

非常神奇。”

思维的火花在闪耀，学生在桃课程

之旅积累的感悟已经不知不觉沉淀在

心，变成一种精神营养。最后，学生通

过交流讨论，用文字和图画记录下心中

的桃花源——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学校认为：以社会化学习路径展

开的桃课程及一系列其他课程，其最

终目的是建构一种学习模式，引导学

生形成一种思维模型。格物致知的过

程即是“运用材料（学）——发现问题

（问）——探究论证（思）——得出结论

（辨）——验证规律（行）”的过程。其

实，不管是桃花还是桂花，都只是认识

世界的一个媒介，经历了一个又一个

高度探究化的课程学习，学生就能更

好地让知识与生活产生联系并建立思

维模型，进而利用自己的思维模型了

解万物、认识世界。

（作者单位系四川天府新区元音

小学）

□ 洪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