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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以不弘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十大行动”协作研讨会侧记

□ 本报记者 金 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远。”这是《论语·泰伯》中的语

录，曾子认为君子应该有刚强坚韧的

品格，因为君子的责任重大、路途遥

远。12月 3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十大行动”协作研讨会上，北京

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组传统文化组组长

沈湘平引用曾子的话语勉励所有参会

者，希望大家成为“弘毅”“任重道远”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者。研讨会

在线上举行，由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

学、中国教师教育网主办，泰学教育

协办。

2021年1月，教育部颁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简称《指南》）。那么，应该如何落实

这份文件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应该“进什么、进多少、如何进”？

作为《指南》的主要起草人，沈湘平开

展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

解读》的主题报告，从《指南》的出台背

景和重要地位、主要精神、落实示例、

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沈

湘平着重介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历史演变，进一步明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希望“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

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每一名教育工

作者深感肩上的责任与担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课程改

革应当怎样有机结合？山东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文军分享了题为

《“新经学时代”的课程开发与创新》

的主题报告。李文军通过3个视频形

象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语文、

物理等学科课程的有机融合，提出让

教育回归理性和自觉，通过主题化学

习、项目化学习等方式，扩大学生的

学习视野，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

的“公约数”。

接下来的教学经验分享环节，多

名一线教师从自身教育实践出发，讲

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的各种

有效方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明

睿小学教师丁惠臻介绍了自己的“接

龙教学法”，通过主题积累、游戏激

活、学以致用等环节，让学生在游戏

性、趣味性、情境性、参与性、群体性、

应用性的课堂中高效学习。山东省

潍坊市奎文区早春园小学教师孙云

霄从诵读内容、时间安排、诵读方法、

评价工具等方面进行诵读活动的介

绍，认为应该通过“熟能成诵、故事体

悟、阅读浸润、任务驱动”等环节让诵

读活动真正落地。少儿经典教育推

广教师许春琴同样强调诵读活动的

重要价值，认为“要抓住 13岁之前的

记忆黄金期进行大量诵读，练就‘国

学童子功’”。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济宁学

院第二附属小学一直以“办一所体现

孔子教育思想的学校”为目标，构建了

特色鲜明的学校发展框架——以“仁

爱”为核心，以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为

平台，以教师发展、学校管理、信息化

建设为中介，深化“君子教育”的德育

改革、“学思行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

“走近孔子·感悟智慧”的校本课程改

革、“儒雅校园”的校园环境建设，开展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十大行

动”，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

学程、全时段发展。校长苏明从学校

发展历程、思考、路径、方法、收获等方

面介绍了学校办学经验。教师刘庆善

具体分享了“十大行动”的思路和实施

路径，即诵经典、祭先贤、兴礼乐、办讲

坛、习六艺、传家风、研学游、过节庆、

讲故事、做君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就是

让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就

是要培养具有‘中国心、民族魂、文化

根、创造力’的时代君子。”会议最后，

苏明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的意义和价值，并向有志于传播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校、教师发

出号召，“每个人都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校园的建设者和共享者，让我

们一起办教育，努力将孔子的智慧融

入中国教育。”

□ 孔梦越 赵红阳

被誉为“南京后花园”的高淳，有

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高淳老街。

高淳老街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底蕴、

艺术内涵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

产，就像一壶百年陈酿，以其独特的韵

味和魅力，散发着诱人的醇香。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中心小

学与高淳老街毗邻而居。基于地域文

化背景，学校以传承“老街文化”为价

值追求，将“一切为了儿童有根的生

长”确立为学校的文化主张，致力于培

养“有家乡情、有责任感、有求知欲”的

学生。于是，“老街文化”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在老街文化的滋养和学校育人

理念的推动下应运而生。学校努力探

寻学生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创新精神

等核心素养落地的有效实施路径。

构建整体实施方案

徜徉在校园，处处都洋溢着老街的

文化气息：它附着在刻满了非遗项目和

民风民俗文字的四廊五道上，尽情彰显

着吴风楚韵；它藏匿于 11 个主题园的

青砖小瓦、飞檐翘角、亭台小池，无声诉

说着江南的含蓄韵味；它镶嵌在陈列着

《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

等国学经典的55柱和68梁间，潜移默

化地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充盈

在教室、工作坊、展示馆、主题馆中，引

领着学生走进老街、探寻老街、传承老

街文化。学校如同一座老街文化迷你

研究院，所有的文字、画报、手工、廊道、

亭台、场馆，满载着老街文化元素，飞入

了学生的眼中、指尖、心里。

课程以“3轴12主题”为整体架构：

3轴分别为区域轴、形式轴、文化轴，区

域轴包括高淳老街、江苏老街、全国老

街、世界各地唐人街等，形式轴包括摄

影、书画、诗文、工艺等，文化轴包括老

街建筑文化、老街民俗文化、老街饮食

文化、老街历史文化、老街生态环境文

化等；12 主题分别为老街厚重历史文

化、老街璀璨名胜文化、老街独特饮食

文化、老街典雅建筑文化、老街多彩民

俗文化、老街淳朴方言俚语文化、老街

卓越名人文化、老街民间艺术文化、老

街精美手工艺文化、老街悠远典故文

化、老街传世诗词书画文化、老街文化

传承与保护等。

为了让课程得到更好的校本化实

施，学校在一、二年级开设专门的老街

文化课程，在三、四、五年级以跨学科主

题教学的形式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使学生的知识学习逐渐形成整体有序

的结构，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整体

化。如在“寻根：老街璀璨名胜文化”主

题学习中，学生走进高淳老街杨厅，用

文字描绘建筑艺术的雅致，用语言讲述

建筑风格的独特，用画笔勾勒建筑线条

的优美，将语文学科与美术学科进行融

合；学生用绘制导游地图的形式，记录

老街每一处名胜古迹，在地图上标注准

确的景点位置、路程的数据信息，配以

简短文字介绍，将数学学科、美术学科、

语文学科等进行融合；学生还会给外国

游客做导游，跟老街艺人学唱方言童

谣，跟老街手工师傅学做老虎鞋、羽毛

扇、木雕等技艺，巧妙融合英语、音乐、

劳动、体育等学科。

在积极探索老街文化与国家课程

整合的过程中，学校设计了一系列适合

学生需求、彰显学校课程文化的综合实

践活动微课程，如缕缕乡情、熠熠乡艺、

甜甜乡曲、纯纯乡音、浓浓乡俗、悠悠乡

史、醇醇乡味等，都是富有淳朴风、乡土

味的主题综合实践活动微课程。

寻根舌尖上的老街

课程倡导主题式探究的学习方

式，在“醇醇乡味”系列活动中，学生对

老街的糕点很感兴趣，于是进一步以

“寻根舌尖上的老街——糕香四溢”为

主题开展深入探究。

首先，学生成立研究小组，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活动小组，包

括寻源小组、文化小组、经济小组、工

艺小组、宣传小组等，从不同方面深入

探究老街的糕点饮食文化。其次，各

小组明确组员的职责和分工，制订小

组活动计划：“寻源小组”从老街糕点

的起源、历史、传承等方面开展探究，

撰写调查报告；“文化小组”从糕点的

寓意、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挖掘，了解

糕点背后的文化底蕴；“经济小组”从

老街糕点给家乡人民带来的经济效益

入手，撰写营销策划书；“工艺小组”亲

身实践，学习糕点制作，了解糕点的制

作工艺；“宣传小组”制作老街糕点文

化宣传名片、海报，撰写非遗申请报

告。最后，各小组分步骤实施，将实施

过程和收获进行汇报总结。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学生通过

查阅资料、实地观察、亲身体验、小组

合作等探究方式对“老街糕点”有了更

为全面、深层的认知，了解到老街糕点

种类众多，有云片糕、麻玉糕、软香糕、

芙蓉糕等，以及“糕”与“高”谐音，蕴含

“吉祥”“进步”“高尚”等美好的祝福；

知道了高淳民间每逢结亲、婚嫁、造

房、迁居、生育、祝寿等喜庆日子就会

送糕点的习俗，取“人心向高”“步步高

升”之意；见识了有 100 多年历史的老

街马家糕点，亲手体验制作老街糕点

的过程，认识到尊重、传承传统工艺的

重要性。

学生经历探究过程，在实践中不

断提出更有价值的现实问题，培养自

主意识、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实现学习方式的变革，为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

寻根指尖下的老街

制作布鞋是高淳民间的传统工艺，

明清之际就已名闻遐迩。学校将老虎

鞋的制作引入美术课堂，在“熠熠乡艺”

主题下开展“寻根指尖下的老街——魅

力老虎鞋”活动。心灵手巧的学生在教

师搜集好的鞋样里，精心地选用色卡

纸、毛线、小碎布等材料，将一双双老虎

鞋制作得栩栩如生。

“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我了

解到一双看似简单的老虎鞋制作起来

非常费时费力。首先要拿出一块红布，

剪出虎头的样子，接着在左右两边各绣

出一只虎眼，在中间偏下绣虎鼻，鼻子

下面的虎嘴不必绣出，只要在嘴的位置

钉上两绺虎须，将嘴的部位遮住。鼻子

上面一点，需要绣一个‘王’字。”制作了

一双老虎鞋的学生感叹道，原来一双小

小的鞋子要经历这么多工序、花费这么

多心思，“虎眼内黑外白，白色的部分可

以是套在黑色外面的白环，眼睛的外侧

绣上眉毛。‘王’字要用金色丝线来绣，

虎须可以用黄、红、绿来勾画，还要绣上

虎毛、虎耳等，最后在虎头上面添加点

装饰才算大功告成。”在互动体验中，学

生实实在在了解了一双布鞋的完整制

作流程，在“玩”的基础上真真切切体验

了民间手工艺，不知不觉走上了老街文

化的寻根之旅。

另一个学生也发出这样的感慨：

“制作老虎鞋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复杂烦琐的工艺制作过程，如果没有

一点耐心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

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练习和打

磨，才能尽善尽美。每一双老虎鞋都

是满满的祝福，代表的更是背后手工

技艺传人对传统手工艺术和工匠精神

的传承发扬，我们要学习他们身上的

工匠精神。”

利用老街上的传统手工艺引导学

生体验民间艺术的方式还有许多，比

如剪团花、捏陶土、刺绣针、纳鞋底等，

这些微课程使得原本遥不可及的传统

民间艺术在学生指尖之下熠熠生辉。

寻根唇齿间的老街

课程的建设离不开教师，教师从

文化底蕴、工艺传统等方面探寻老街

的文化根脉，以个性特长跨越任教学

科的桎梏，突破不同学科的藩篱，创设

跨学科融合课堂，培养学生对本土文

化的认同和尊重。

比如，“读童谣、编童谣”活动便融

合了语文、音乐、美术等多个学科。第

一个10分钟由语文教师带领学生正确

朗读童谣，初步感受方言童谣的特点和

趣味；第二个 10 分钟由音乐教师现场

教学，通过吟唱高淳童谣让学生感受方

言童谣的魅力；第三个 10 分钟由美术

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家乡的传统工艺制

作，提升学生对童谣内容的兴趣；最后

一个10分钟由语文教师引导学生创作

童谣。由于前面的铺垫充足，因此不少

学生只需要 3 分钟左右便完成了自编

童谣。比如，“一个胖子爸爸，买来两盆

粑粑，儿子三口扒扒，全家笑得哈哈”

“羽毛扇子白洋洋，摸到手上暖绵绵，扇

起风来凉淘淘，方便凉快人人爱”等，都

显得趣味十足，让人听得捧腹大笑。

通过多个学科的融会贯通，学生

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学习效率，感受了

新课堂的魅力，开启了乡土之根、亲情

乡情之根。还有一批能说会道的“老

街小导游”，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

从谨小慎微到落落大方，被称为“行走

的老街文化小百科全书”，语言表达能

力得到锻炼，在实践中收获了成长。

探索多元评价方式

学习方式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评价方式的变革。学校将“为了学

习”和“为了可持续发展”作为评价机

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学校提出“寻根老街文化”60项微

行动的主题研究性学习和多元评价机

制，每个年级10项。以“我是老街非遗

文化代言人”系列主题为例，一至六年

级分别安排了老街布鞋、老街羽毛扇、

东坝大马灯、高淳跳五猖、高淳方言、

高淳四宝等微行动，同时研制“寻根课

程学习卡”，每一项微行动确定相应的

评价细则，评价按照“规划与引领—整

理与建档—评价与反馈—展示与表

彰”的流程实施。

学生以成长档案袋的形式记录成

长轨迹，搜集体现成长的书画、手抄

报、剪纸、摄影作品、参与活动的图片

及视频、获奖证书等过程性材料，记录

自我成长轨迹。评价阶段通过自我评

价、小组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价、综

合评价等方式，评选出优秀档案袋、老

街文化小使者、淳质儿童、老街文化优

秀班级等奖项。

课程整合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

学校努力突破固有的模式和框架，深

入挖掘学科教学内涵进行渗透教学，

开发出底蕴深厚的多元特色课程，以

不同课型彰显学校的特色课程文化理

念。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需要不断

增强课程意识，提升开发、实施特色课

程的能力，为学生架构更丰盈、更完善

的学习模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高淳老街不可磨灭

的内涵实在太多——美轮美奂的建筑

造型、巧夺天工的雕刻技艺、齿颊留香

的美食特产……房屋饱受岁月洗礼或

许渐有残损，但技艺经过年岁的磨炼只

会更加精进。学校将继续深入挖掘区

域优秀文化之“根”，在老街文化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建设中不断探索、持续精

进，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阔步前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高淳

区淳溪中心小学）

江苏省第四届区

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

改革展示活动中，学

校“六艺”社团和梨园

社的学生在嘉年华环

节展示。

一线动态

发现美好课程

美味的糕点、精巧的手工艺品、历史悠久的建筑……
老街就像一座等待挖掘的宝库。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
溪中心小学整合老街文化资源，打造以“老街文化”为主题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让学生感受老街的“缕缕乡情、熠熠
乡艺、甜甜乡曲、浓浓乡俗”，体验真实情境中的综合学习。

老街文化的“寻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