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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书贤 应群伟

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推

动着人们开放、共享理念的生长，高

节奏的时代催生着碎片化学习方式

的产生。议题式微课程便是开放、共

享理念和碎片化学习方式在新一轮

课改中所产生的微型探究行为和课

程样态。在这种学习方式和课程形

态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运用自身经

验和学科知识对微议题进行短时段

探究，呈现“微议+研讨”的显著特

征。作为议题式教学与“互联网+”相

关联的一种融合学习方式，议题式微

课程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一般按照

以下4个环节开展。

环节一：微议题定向。微议题

定向即确定所要探究的微议题方

向 ，这 是 议 题 式 微 课 程 的 首 要 环

节 ，其 切 口 在“微 型 ”、动 机 在“研

议”、结果在“命题”。议题的确立

既可以是学生自主开放式选择的

结果，也可以是教师菜单式引导的

结果。在自主开放式选择中，学生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选择议题，包

括家庭生活类议题、校园生活类议

题、社会生活类议题等，反映学生

生活阅历的丰富程度、生活触角的

敏 锐 程 度 和 生 活 感 悟 的 深 刻 程

度。学生自主开放式选择的微议

题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类

议题能够充分反映学生的真实兴

趣，具有原生态意味，选择结果往

往会出乎教师意料；另一方面，学

生所选择的微议题也可能受学科

知识或其他知识影响，成为一个宽

泛的学科性问答题，这类议题缺乏

生活经验的小切口，只是教材知识

主题的“搬家”，因此教师在微议题

定向时应予以校正。菜单式引导

是注重发挥教师引领作用的一种

方法，由教师提供微议题菜单，学

生凭借自己的兴趣或特长选取其

中某个微议题，然后邀请其他学生

组 建 学 习 共 同 体 进 行 商 议 研 究 。

菜单式引导的方式一般由教师或

教师共同体根据学生群体性、差异

性 的 需 求 ，设 计 出 多 样 化 的 微 议

题，形成微议题库，让学生能够“想

吃什么点什么”。

环节二：融合式发现。融合式发

现具有选择性、方向性，是一个线上、

线下融合发现相关情境材料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充分运用网

络搜索引擎自主发现并梳理材料形

成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研讨作准

备。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情境选择、依

据关联、方案制订等渐次递进的阶

段。“情境选择”的任务在于寻找议题

的第一手资料，为“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样”的议题展开过程提供具有

时代性和亲和性的情境或场景。“依

据关联”是针对“为什么”环节所做的

准备工作，主要是在情境分析的基础

上发现和寻找决策的依据。在“依据

关联”中，学生既可以根据所学知识

进行学科性的信息对接，也可以根据

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综合性的论据

关联。“方案制订”是针对“怎么样”环

节所做的准备工作，主要为议题决策

寻找和发现方案性的具体策略。按

照微议题的创新程度，制订的方案可

以分为反思再构性方案和预测决定

性方案。反思再构性方案主要用于

对微议题所涉及的现有方案的困惑

或不足进行反思，在反思基础上提供

再次建构的具体方案；预测决定性方

案主要用于对微议题将来可能出现

的现象或方案的一种预测，具有发散

性和创新性。

环节三：会诊式商议。会诊式商

议是指课题组以会诊的方式进行商

议并形成结论和决策的过程，主要包

括会诊梳理和撰写报告两个阶段。

在会诊梳理阶段，组长组织成员对各

自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联合诊断，去伪

存真、去粗取精。梳理的资料包括情

境、依据、方案：情境梳理要关注情境

的时代性、生本性和学科性，依据梳

理要关注依据的整合性、简明性和关

联性，方案梳理要强调学科的方法论

或具体策略。在议题式微课程中，具

体方法或措施的梳理尤为重要，是学

科知识应用和迁移的重要表现。梳

理的直接目标是“形成报告”，一般由

课题组集体商议形成思路后由组长

执笔完成。微探究学习报告的内容

主要包括 4个组成部分：议题描述板

块、论据梳理板块、方案说明板块、议

题延伸板块。议题描述板块用于描

述议题的产生背景和性质特征，论据

梳理板块用于阐述解决议题的学科

依据和综合论据，方案说明板块用于

说明解决议题的运行条件和操作措

施，议题延伸板块用于对探究学习的

补充和深化。

环节四：多样化应用。多样化

应用是将议题式微课程成果的应用

由一个课题组拓展到一个班级甚至

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做法，展示和

渗透是成果多样化应用的两种常见

方式。展示主要包括话语展示、纸

质展示和网络展示，教师既可以组

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成果介绍从而

共享探究学习的成果，也可以通过

微探究学习成果展览实现微探究成

果的墙面化“定格”，还可以通过网

络媒体进行在线推介形成跨界的泛

在式共享。微探究学习成果展示的

目的，在于通过在场而公开的演绎

或陈列增强微探究学习成果传递过

程中的“现场感”，形成眼见为实的

学习张力。课堂渗透是一种将微探

究成果应用到学科知识学习的行

为，包括情境创设和知识建构。微

探究学习成果在教学情境中的渗透

主要表现为把成果转化为教学情境

的某一部分。

从教学实践来看，在议题式微

课程实施过程中，4 个环节紧密相

关、逐步推进，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

运行逻辑。“微议题定向”是起点，

“融合式发现”是基础，“会诊式商

议”是关键，“多样化应用”是直接目

的。在 4个环节的推进过程中，学生

通过自主建构和社会建构等探究方

式理解知识、应用知识、迁移知识，

从而在小切口的探究学习中提升核

心素养。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中学

党委书记）

河南郑州商鼎路一小：

“未来之星”习惯养成教育
公益课程上线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日前，“未

来之星”习惯养成教育公益课程正式

上线。该课程是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

区商鼎路第一小学以培养学生良好习

惯为主要目的的特色实践课程，将学

生的校园生活公共习惯、学段习惯基

本训练等有机结合渗透，涉及学习、生

活、卫生、礼仪等多方面，综合多种教

育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的“知、情、意、

行”，最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为了适应新时代“互联网+教育”

的要求，学校创立了“未来之星”系列

习惯养成教育课程，每个新学期准时

上线。截至目前，课程通过网络平台

的传播覆盖了北京、河北、山东、河南

等 10多个省市 600多所学校，覆盖学

生人数超过 20万。

课程涵盖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

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行为入手，以深

入浅出的文字、生动鲜活的案例，总结

小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重点和要点，

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每一节

习惯课都会融入不同的感知力训练小

游戏，增强学生的左右脑协调性，提高

学生的各项学习能力。线上公益课程

以低年段为主，通过系统的学习和活

动，在较短时间内帮助学生养成终身

受益的好习惯。

重庆两江新区青禾童心小学：

油菜花开百鸟鸣

3月 12 日，重庆市两江新区青禾

童心小学主题课程“油菜花开百鸟

鸣”展示活动在校园内的油菜花田自

然呈现。上午，在科学教师指导下，

学生了解油菜植株的构造，写下别具

特色的自然笔记；语文教师一边与学

生一起吟诵有关油菜花的诗句，一边

让学生观察、体验。此外，还有油菜

花田里的数学奥秘、油菜花文创、菜

籽油广告商标设计等项目等着学生

一一体验。

学校按照油菜花生长的自然时

序，通过班级先导课、年级推进课、校

级展示课有序开展课程，学生全程参

与油菜花的种植、收割、榨油、制作等

环节。三年级学生小李说：“以前与家

里人一起外出看油菜花，最多就是拍

拍照片，现在收获了许多知识，了解了

有关油菜花的各种生物属性。”

校长秦波表示，学校一直围绕

自然教育设计课程，“最美的教室在

大自然，而教育也需要慢慢生长”。

此次展示活动是学校主题项目式自

然劳动系列课程“时节与童心”的内

容之一，课程打破了学科壁垒，把教

室搬进大自然，以天地为课本，以自

然为教师，从儿童视角进行设计，将

语文、数学、自然、科学、美术、劳动

等课程与自然教育相融合，学生在

油菜花海中对话自然，在生活中获

得知识和成长。 （张锦旗）

一线动态

过完寒假返回校园，浙江省慈

溪市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的孩子有

太多新鲜事急着分享：“我看了冬奥

会，太精彩了，我也想像运动员那样

勇敢，不怕失败”“我也看了比赛，还

用橡皮泥做了吉祥物冰墩墩”“我最

难忘的就是与爸爸妈妈一起做红灯

笼，挂起来红红火火真好看”……这

些多彩的活动和由此引发的丰富感

受，都离不开幼儿园的提前谋划、用

心安排。

用实力赢得家长信任

走进幼儿园，目之所及是五彩斑

斓、宛如童话城堡的教学楼，绿草如

茵、小桥流水的自然环境，功能各异、

选择多样的活动教室，每一处都令人

心生愉悦。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2013 年幼儿园正式开园时曾经遭遇

无人问津的尴尬处境。

4个班，76个孩子，周边小区业主

选择率不足 12%——园长吴婷对开

园时这3个招生数据记忆犹新。火热

登场，意外遇冷，吴婷和团队认真分

析了背后的原因：“只有展现公办园

的实力和优势，才能用真实的成绩赢

得家长的信心和信任。”

很快，幼儿园确定了“规范保教

行为，建设儿童之家”的阶段性目标，

从教师队伍和儿童体验入手，抓好办

园质量。一支团结敬业的教师队伍

是办好幼儿园的基础，幼儿园以等级

评定促进制度建设，从校园安全、教

育环境、卫生保健等方面规范保教行

为，“完美教师”成为教师共同追求的

目标。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是幼儿

园的根本——图书馆的所有图书都

会出借给孩子，带队教师永远倒着走

路用笑脸面向孩子，每一个活动设

计、每一件玩具添置都将孩子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套“组合拳”

下来，幼儿园收获了孩子的喜爱：“我

喜欢幼儿园，喜欢老师和‘大妈妈’”

“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自己穿衣服、

穿鞋子”……家长也笑着道出孩子的

变化：“孩子原来哭着不肯去幼儿园，

现在完全改变了。”

“融和课程”有什么

自从“自然角”里养了蜗牛，孩子

就对《蜗牛的日记》绘本爱不释手，

“蜗牛应该怎么养”的疑问驱动着孩

子参观蜗牛养殖基地，进而尝试蜗牛

养殖，最终自编养护手册、自制绘

本。科学绘本课程是幼儿园“融和课

程”的一个缩影，“融和课程”以“求真

尚美、和合共生”为理念，努力促进儿

童的全面发展。

“融和课程”有各类资源的有效

整合。“小狮子乐园”是每个孩子都

喜欢的地方，这里一共有 16 个游戏

区域，每个区域真实还原生活场景，

设置了 40 多个社会角色和工作岗

位。在“食全食美”区域，孩子变身

烘焙大厨；在“速达快递”区域，孩子

体验快递小哥的生活；孩子既可以

打工赚游戏币，也可以用游戏币消

费购物——游戏不再只是单纯的玩

闹，而是学习的途径，从而帮助孩子

提升生活能力。

“融和课程”有教师幼儿的互学

共生。大小花色各异的纽扣拼贴出

绚烂的画作，一次性杯子摇身一变成

炫酷的机器人，植物角里花儿草儿生

机勃勃地舒展着……与教师负责校

园环境布置的传统方式不同，这些作

品都来自幼儿园的孩子。幼儿园让

孩子成为墙面、空间、环境的主人，由

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对

美的理解。“孩子的作品中总有天马

行空、自由烂漫的想象，常常令我惊

叹。”教师任明明感慨道，“这使我更

加认同幼儿园‘培育真人、守护童真、

追求真迹、遵循真趣’的理念。”

“融和课程”有家园社区的有益

互动。小班孩子以培养生活自理能

力为主，到了中班则引导他们关注、

参与班级管理，进入大班后尝试引导

他们用劳动服务更广泛的人群。有

梯度的劳动教育是幼儿园的一大特

色，为孩子制定“家务劳动清单”的同

时，幼儿园注重引导家长鼓励孩子在

家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还要联合社

区组织展开社会劳动实践，以此拓宽

劳动教育的路径，丰富劳动教育的渠

道和形式，营造家园社区共育的良好

氛围。

共建陪伴式儿童乐园

“听说你们幼儿园不教识字、不

教算数，那你们到底好在哪里呢？”吴

婷还记得自己曾接到这样一个招生

咨询电话。面对疑问，她不假思索地

回复：“因为我们能看见每一个孩子，

会耐心听他们说话，发现他们的需

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梦

想。每一个孩子在这里都拥有属于

自己的快乐成长。”曾有 12 年特殊教

育经验的吴婷，把对生命个体的尊

重、对儿童主体的尊重，深深扎进了

幼教这片热土。

从 2015 年开始，幼儿园对“六一

幼儿会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吴婷看来，传统的会演以幼儿被动

接受教师安排、周而复始进行简单重

复的排练为主，孩子忙于练习无暇观

看演出，也无法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

节日。当明确了以儿童需求作为出

发点后，变化发生了：“玉兰花开艺术

节”上，小班聚焦“我喜欢艺术节”，在

欣赏感受的基础上参与艺术节活动；

中班以“设计秀”为主要内容，包括

“观秀”“制秀”“展秀”等环节；大班以

“我导我演”为主题，孩子不仅是演

员，还是编剧、导演……在内驱力的

驱动下，孩子自主学习，人人都成了

艺术节的主角，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看见一束光，之后循着光源，

一路追随光……”回望浒山街道实

验幼儿园的 10 年，吴婷和她的团队

用尊重、热爱把幼儿园打造成陪伴

孩子共同成长的乐园。未来，这艘

幼教之船要驶向何处，吴婷描绘了

心中的蓝图：“让幼儿园成为‘孩子

的乐园，教职工的家园，县域学前教

育的领航员’。”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这一梦想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接力传承。随着天和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真正迎来“空间站时代”，浩瀚的宇

宙神秘深邃，吸引着众多“好奇者”的目

光。如何让学生深入了解祖国的航天

科技，传承航天精神？如何激发学生探

索“星辰大海”的热情，在他们心中播下

“航天梦”的种子？中小学应该如何讲

述传播航天知识，如何设计研发航天课

程？欢迎分享您的思考与实践。

要求：具体介绍学校航天课程开

设的缘起、目标、实施细则、评价方

式、效果呈现等内容，要求文字生动

活泼，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

字数：2500字

截止日期：4月10日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联系人：解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735

课改观察·沈雪春⑤

议题式微课程的议题式微课程的44个推进环节个推进环节

看见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发展侧记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