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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萝卜有故事
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文昌小

学，一场以“小萝卜大世界”为主题的

种萝卜、浇萝卜、拔萝卜、卖萝卜、品

萝卜的劳动体验之旅在一年级拉开

了序幕。

“种萝卜的学问可多啦”。青萝

卜、白萝卜、胡萝卜、水萝卜……面对

品种繁多的萝卜，活动一开始学生就

遇到了难题：“我们种啥萝卜最合

适？”于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都

动了起来，或是上网查资料，或是向

父母求助，学生小俊还把在农村种地

的爷爷请到实践田查看土壤情况。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原来连萝卜

长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学生，现在个个

都谈得头头是道：“白萝卜是一种药

材，可以助消化，还能止咳化痰”“胡

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可以保护

眼睛”……学生小文说：“种萝卜的学

问可多了，奶奶说因为萝卜不喜热，

所以立秋后 10 天左右种比较合适。”

小梅也有发现：“我还知道如果萝卜

种得太深，出来的幼苗就没有力量；

种得太浅，萝卜的根也扎不下去。爷

爷说萝卜最好是一畦畦地种，留个小

沟浇水方便。”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最后达成一

致：秋后 10 天开始播种，以青萝卜为

主，别的品种也适当种些。

“想不到吃个萝卜这么难”。种

子播下后不久就长出了幼苗，居住在

实践基地附近的学生时不时去看一

看。一天，小皓火急火燎地来报告：

“老师，萝卜地有点干了，得赶快浇

水！”果然,学生惊奇地发现，地上裂

了一道道口子，沟里的泥土都干得发

白了。可是怎么浇水，浇多少水合适

呢？学校特意请来了有经验的农民

给学生指导：“浇水的时候要顺着沟

浇，让水慢慢流过去，浇均匀。水浇

多了，萝卜可能会裂根；水浇少了，萝

卜会糠心……”

浇水行动开始了，学生一字排

开，用小水桶接龙的方式把水一桶一

桶从蓄水池一直“送”到萝卜地里。

一会儿工夫，学生的额头就沁出了汗

珠，但谁也没有说累。

“为了拔萝卜，走上六里路”。在

学生的热切期盼中，萝卜长大了。学

生步行六里地来到实践基地，顾不上

喘口气便急不可耐地走进萝卜地。

“快看，我的大萝卜出土啦！”

“哇，这个是萝卜王，谁来与我一

起拔呀！”

“哎呀，不好了，我的萝卜叶子掉

啦！”

拔萝卜看似简单，但是对于一年

级的城市娃来说，仍然有些挑战。不

过，每个学生都干劲十足：有的撅着

屁股铆足劲儿拔，有的负责往车上

运，还有的抢着收拾地里的叶子……

尽管身上沾满泥土，尽管脸上挂满汗

珠，但激动和快乐一直荡漾在学生的

脸庞。学生小静兴奋地对妈妈说：

“为了拔个萝卜，走上六里路，值！”

“多少钱一斤合适”。学校东临

早市，于是决定利用这个优势让学生

自己把萝卜卖掉。卖萝卜之前，学生

要自己称好萝卜重量，贴上价格标

签，为此学校还给每个班级准备了电

子秤。

学生小茜把大青萝卜放上秤，一

称 3斤：“哇，如果按 2元一斤算，这个

萝卜可以卖6元，我们发财啦！”话音未

落，就有学生反驳：“不行，你比市场卖

得还贵，价格便宜点才会有人买！”

多少钱一斤合适呢？学生小林发

话了：“我到市场上问过，萝卜大多卖8

毛到1元，卖东西得跟着行情走。”

经过一番讨论，学生达成一致：1

元1斤，萝卜叶子白送。定好价格，学

生开始自己称，自己算价格，一个个

有模有样地忙活开了……

“赶快数数赚了多少钱”。怎样

把萝卜卖出去？学生开始精心策划：

有的说要敲锣打鼓引起路人注意，有

的说要糊个钱匣子装钱，有的提出设

计宣传海报，还有的建议在微信里做

宣传……

大声吆喝、积极介绍、讨价还价，

活动现场学生没有胆怯，有模有样地

当起了小老板。但是售卖中，新的问

题还是不断出现：有些班级萝卜卖得

很慢，怎么办？于是，有的学生拿起

小喇叭去路边宣传，有的学生拿着萝

卜跑到远处吆喝，还有的学生去别的

摊点招揽客人……很快，萝卜的销售

量开始增加了。

学生卖力气推销着，初冬的严

寒似乎被他们的热情驱散。5 角、1

元……一双双沾着泥土的小手小心

翼翼地把钱放进盒子里。萝卜终于

卖完了，负责收款的学生小庚急切

地说：“赶快数数赚了多少钱！”“168

元 7 角，这么多！”其他学生激动地

欢呼起来。

“老师，这点小活我能行”。萝卜

可以做成哪些美食呢？萝卜丰收后，

学校邀请家长共赴“亲子萝卜宴”。

活动当天，教室成为家长和孩子施展

厨艺的舞台，擦萝卜丝、做萝卜拼盘、

擀饺子皮、包饺子、刻萝卜花……萝

卜的用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学生

小嘉在擦萝卜丝，看着一上一下的小

手，教师有点胆战心惊，小嘉却说：

“没事，这点小活我能行！”萝卜丝掉

在地上，学生芳芳看见了，立刻拿起

笤帚扫干净；地上有水渍了，学生雯

雯赶紧提起拖把跑过去清理……

很快，一桌桌的萝卜佳肴做好

了。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学生又

唱又跳，那一刻他们真心感受到——

劳动，真的很快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烟台市牟平

区文昌小学）

□吕海燕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为此学校在原来美育的基础

上，将美育工作提升到新高度——

以美育美，立德树人，放飞学生的童

心，促进学生的“个性飞扬”。

美的环境浸润美。学校十分

注重美育的潜在功能，积极构建以

美育美的环境文化。学校利用校

史资源、校园环境构建以“德”为核

心的校园主题文化，校园里的一石

一墙、一景一物都融入了美的育人

元素。学校利用校史资源、校园环

境构建以“德”为核心的校园主题

文化，让学生受到熏陶和浸润。校

史墙让学生感受百年老校的厚重

历史与荣光；走廊、厨房等多处礼

仪墙，让学生知规范、懂礼仪、养美

德，文言雅行；人文厅让学生领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科

技厅让学生了解祖国科技发展的

历史与辉煌；“德”字厅让学生感悟

“德润童心，个性飞扬”的快乐，明

确公德、责任、感恩、文雅、大气、创

造是学生必修的“六大特质”，会思

考、会分析、会评价、会运用、会创

造是学生成长的“五会目标”；书法

碑廊、帅乡书院让学生浸润墨香，

传承书艺；艺术广场任凭学生飞扬

个性、展示才华。楼道文化逐层向

上，依次呈现开州、重庆、中国乃至

世界的多元文明，让学生随年级升

高，视野渐广。走廊书柜成为校园

亮丽的风景，诗词碑刻、典故回廊，

无不实现春风化雨般的美育滋养。

各类课程渗透美。学生不仅应

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和综合能力，

还应具备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

的能力。学校在语文、数学、科学、

体育等各门学科中挖掘美育因子，

让学生充分体验文字之美、人文之

美、力量之美、几何空间美、科学创

造美。所有学科，无论常态课还是

公开课，学校要求教师在课程中育

德、在课程中育美，并将此作为“合

格课”的基本条件之一。学校开设

的葫芦丝、口风琴、古筝、合唱、街

舞、武术、乒乓球、书法、国画、儿童

画、快乐英语、趣味数学、美文欣赏、

快乐作文、电脑绘画（编程）、科技制

作、手工等20多项阳光课堂特色课

程，都有美育的基本要求。此外，学

校还编写了《礼仪美》《家庭一日规》

《好美德，早养成》等系列美德校本

教材，让学生感受礼仪美、规则美、

美德美。通过各类课程的实施与整

合，学生在广阔的领域中认识美、体

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提

高了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

和美的素养。

研学旅行体验美。为了让学生

进行充分的审美体验，学校注重挖

掘研学旅行的美育内涵。除了每年

的读书节、艺术节、科技体育节，以

及美育主题明确的知识竞答、游戏

竞猜、创意绘画、摄影比赛等活动，

为了激发学生对美的兴趣，学校坚

持在寒暑假举办研学旅行活动。学

校的研学旅行活动三线并行：一是

教师、家长自行设计的研学旅行活

动；二是主管部门要求开展的社会

实践活动；三是学校设计的 1-6 年

级 12 册序列研学旅行活动——学

校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时令特点、本

土资源特色，设计了操作性强的活

动指南。丰富的活动引领学生触摸

生活，在不同生活领域中发现美，在

丰富的实践体验中感受美、创造美，

并产生对学校、家乡、祖国的由衷热

爱，从而夯实学生的人文底蕴，形成

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汉

丰第一小学）

以以““美美””育美育美
□朱大彩

我的课程观

课程图纸

课程故事

江苏省南京市小行小学以地铁资

源为载体和出发点，打造融“创意性思

维”和“创造性行动”为一体的儿童“创

行”文化，构建基于“1+1+X”课程群的

地铁科技特色课程，变革育人方式，将

多感官参与的跨界学习方式引入课程

实施的各个环节，培养“有爱心、会学

习、乐创造”的新时代建设者。

课程目标

课程重点突出“创意性思维”和

“创造性行动”的结合，着眼于学生综

合素养与关键能力的整体提升，具体

包括以下四方面：

乐行：能以体验的态度参与学

习，激发主观能动性，培养自我导向

学习能力。

乐活：能以探究的方式参与学

习，激发对自然、社会发展等问题的

关注与思考。

创想：能以创新的意识参与学

习，激发创意性思维，培养审辩式思

维习惯与能力。

创造：能以实践的状态参与学

习，激发创造性行动，培养解决问题

的习惯与能力。

2016年，学校组织全校师生根据

课程目标开展课程代言人形象征集，

确定“小飞侠”为课程代言人，并起名

为“Alic”，寓 意 乐 行（action）、乐 活

（life）、创想（imagination）、创造（cre-

ation）的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学校以“创行”文化为底色，构建

涵盖基础性国家课程、地铁科技特色

课程、拓展实践课程等多样化的课程

样态，形成“1+1+X”课程体系。第一

个“1”代表国家课程，第二个“1”代表

地铁科技特色课程，“X”代表拓展实

践课程。课程群宛如一列奔向未来

的地铁：国家课程是车头，对课程群

起到牵引发力的作用；地铁科技特色

课程是车尾，是对国家课程的助力和

补充；拓展实践课程是车厢，是对国

家课程和地铁科技特色课程的实践

性拓展与综合性运用。

地铁科技特色课程的开发面向

全校学生，尊重学生的需要，适时调

整、创设学生需要的学习路径、学习

环境、教学引导、资源支持等。课程

以年级为单位确定学习模块，包括

基础类课程、建模类课程、智能化课

程。基础类课程强调运用感官、通

过体验获得知识，如一年级主题模

块“南京城的小飞侠（城市交通的认

识）”“我们的创想号（城市交通的使

用）”、二年级主题模块“小飞侠成长

录（地铁的变迁）”“穿越历史的小飞

侠（地铁与文化）”等；建模类课程注

重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透过比较、

判断、讨论获得知识，如三年级主题

模块“让列车动起来”“铺设轨道”

“遭遇河流”“拱形的秘密”、四年级

主题模块“防震”“隔音”“城市地铁

模型制作”等；智能化课程引入人工

智能系统，强调在独立思考与组织

中通过分类、比较综合运用知识，如

五年级主题模块“地铁消防系统”

“地铁中的上上下下”“地铁人流量

控制系统”“地铁站的设计”、六年级

主题模块“地铁通风与温控系统”

“地铁智能报警系统”“地铁运营系

统”“未来创想号”等。

课程实施

课程实施鼓励学生以自身兴趣

为出发点，自主选择活动主题，积极

参与、亲身经历学习与动手的过程，

体验、反思学习成果。在课程实施过

程中，学校关注学生的认知、交流、合

作、审美、表达等关键能力的形成与

发展，重视创新实践、社会责任、学习

反思等综合素质的提升。同时，课程

学习还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项

目式学习的模式与方法，以地铁主题

涉及的问题为出发点引入课程内容，

促进学生对真实问题的探究与解决，

提升问题解决能力。

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学校组

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确定项目分管领

导和直接负责人，确立跨学科综合育

人目标。在共同目标的指引和跨学

科的交流融通中，既实现了课程的高

效落实，也达成了教师个人的专业化

成长与团队的协同发展。

构 建“METRO 学 习 ”范 式 。

“METRO”源于英文单词，意为“地

铁”。“METRO 学习”是指“matter（发

现 问 题）—exchange（分 享 讯 息）—

tactics（制定策略）—reflect（反思调

整）—operation（创意行动）”为基本范

式的学习。“METRO 学习”的基本范

式是教师和学生一起经历发现问题、

分享讯息、制定策略、反思调整、创意

行动的学习实践过程。

在进行地铁科技特色课程中的

“桥梁设计”学习时，教师把学生带

到学校“未来实验室”，学生在自主

学习区搜集整理桥梁设计、建造原

理等信息，在合作讨论区分组商讨

桥梁设计与模型制作方案，在制作

区协同制作、调试、改进模型……在

此基础上，教师带领学生参观科技

馆，实地考察桥梁，对设计模型进行

科学性、艺术性、实用性的优化调

整，让学生对桥梁设计有深入完整

的了解与思考。

同时，在基本范式的基础上，各

学科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主

张和课程内容进行变式探索。

制定适合的教学规程。为了更

好 地 支 持“METRO 学 习 ”范 式 落

地，学校组织研究团队制定了以“活

动策略”“组织策略”“干预策略”“评

价策略”等为指引的教学规程，确保

课程实施的高质量落实。此外，学

校还特别注重多样态的学习工具开

发，如基于认知风格差异的色彩名

片、让思维可视化的小白板、直观形

象的思维导图、提升合作学习实效

性的“中间的盒子”（学校的一种评

价工具）等，帮助学生提升思维品质

和学习效能。

课程评价

学校基于核心素养和学科关键

能力，立足“创行”文化，着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探究态度

等。评价兼顾自评、组评、师评等多

元评价主体，兼顾物态成果、数据采

集、行为表现等多种评价样态，兼顾

实时性、过程性、结果性等多元评价。

学校还设计了 3 种有效的“评价

工具”：一是通过“评价单”记录学生

在活动过程中动态、实时、全息的表

现；二是通过“微行动手册”记录学生

发展过程中的微行动、微表现、微进

步；三是通过“创行成长记录袋”记录

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各种点子、创作、

研究成果等。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小行小学）

□黄春青

“小飞侠” 带你去创造
——江苏省南京市小行小学地铁科技特色课程建设

小组成员在进行测向仪器调试小组成员在进行测向仪器调试

学生在讨论桥梁设计原理学生在讨论桥梁设计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