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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

让课堂更有诗意
本报讯（通讯员 叶欣） 3月 21

日，江苏省南通市“江海诗教”教学

观摩暨“立学课堂·诗意生长”专题

研讨活动在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开展，活动由江苏省南通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如皋市教师

发展中心协办。南通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李志丹、教育理论研究

室主任周荣斌、教育理论研究室副

主任邢晔，如皋市教师发展中心教

学研究室兼教育科学研究室主任章

小建、教育科学研究室副主任邹晓

明，以及南通市“江海诗教”教科研

共同体成员学校校长、骨干教师代

表 200多人参加了活动。通过系列

静态展览、多重动态展示、真实情境

学习、跨界素养课堂、主题学术报告

等环节，活动呈现出一个“跨界学

习、五育融合”的诗意空间。

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诗、

书、画、文、演等方面做了各具特色

的表达：“交通公园·童说节气”“诗

意碑廊·翰墨诗韵”“书目丛林·诗韵

悠悠”“地图广场·诗韵中国”等活

动，都以语言、色彩、感受、想象、情

怀、文化等最靠近心灵的方式，表达

和阐述了一种悠远博大、秀美奇妙

的诗意学习。

邢晔认为，诗歌教育不仅属于

语文学科范畴，更有着跨越学科、

超越课程的多元特质，专业教科研

人员应该搭建平台、建立机制，发

扬诗歌教育在培养核心素养方面

的重要作用。在“江海诗教”的倡

导和引领下，诗歌教育与各学科的

跨界融合不断深入，语文、音乐、美

术、英语、数学、科学等多个学科积

极参与，校园变得更有诗情、课堂

变得更有诗意。

从诗歌教学到诗歌教育，从语文

教学到跨界融合，从课堂教学到诗歌

活动，从识记诵读到读赏仿创——

“江海诗教”已经全面融入南通教育

的日常。“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创造

学生向往的诗意生活。”李志丹说道。

江西兴国思源实验中学：

“双重翻滚”助写作
本报讯（通讯员 周新兴）前不

久，江西省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教

师刘丹给学生上了一节新颖的作文

课。与过去的写作教学不同，刘丹

采用“双重翻滚”写作模式指导学生

进行课堂写作。“这种方法改变了我

的写作教学观，实现了师生平等对

话、同台竞技、同批同改，学生的写

作能力、阅读能力、语文综合素养都

大幅提升。”刘丹说道。

据悉，“双重翻滚”写作模式是

把全班学生分为多个小组，每个小

组由写作水平不同的多个学生组

成。作文课上，多个单元的写作任

务分别安排给相应小组，每组之间

写作任务各不相同。在写作指导方

面，教师分单元对每个小组从“拟

题、提纲、选材及结构、段落部署、修

辞手法运用、优美金句借鉴”等方面

进行具体而微的指导，同时采用由

江西省瑞昌市第六中学副校长黄上

庚名师工作室研究团队研发的“写

作关键词谱系表、一字提纲法、写作

教学专用稿纸”等工具，通过竞赛式

列纲、铺写、点评、展示等流程，实现

写作教学“当堂列提纲、当堂铺写、

当堂师生互相修改、当堂展示、当堂

反馈”，实现“人人能写、人人想说、

人人争表达”。每个小组完成一个

单元的写作训练后，全部“翻滚”到

另一个单元，这是“第一次翻滚”；每

个小组写作字数从 500 字起，后一

次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增加 50字，这

是“第二次翻滚”。

“‘双重翻滚’写作模式将写作

任务化繁为简，实现寓教于乐，充分

构建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的高效课堂。”长期致力于中小学写

作教学研究的南昌师范学院副教授

马豫星这样评价。

一线动态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

繁华”，千百年来，杭州是诗人口中的

“人间天堂”，是马可·波罗笔下“世界

上最美丽的华贵之城”。依托杭州的

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浙江省杭州市

钱塘区文清小学将劳动课程、食育课

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结合起来，不仅让学生建立健康饮

食的观念、参与简单的烹饪劳动、体

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成就感，而且

弘扬传承了中华饮食文化，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田。

“寻味杭州”是一门适用于小学

中低年级的食育课程，关注“高价值

性”和“高效能性”，着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劳动素养。课程以杭州本地饮

食文化为主线，比如东坡肉、片儿川、

西湖藕饼、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等，让

学生通过制作和品味不同美食

来体验优秀饮食文化的魅力。

课程分为 3 个板块，包

括“初识杭州滋味”“探寻

杭州滋味”“传承杭州滋

味”。其中，“初识杭州

滋味”为启动课，目的是

让学生对杭州美食和课

程内容有所了解，对杭州

本土饮食产生兴趣，以及

对需要用到的厨房器具有基

本认识并且简单了解厨房操

作的安全规范。“传承杭州滋味”

是总结展示课，学生要结合自己课程

中的收获对一种杭州美食进行探究

和展示，以此感知杭州美食传承至今

的生命力。“探寻杭州滋味”是课程的

主要部分，将杭州美食分为主食、小

炒、凉菜、汤羹、小吃、糕点等六大类，

每一大类中分别选取一种美食作为

代表。比如，主食篇是“笃声换得一

碗鲜——片儿川”、小炒篇是“茶韵亦

能与虾游——龙井虾仁”、凉菜篇是

“藕断丝连家乡忆——糖藕”、汤羹篇

是“临安名肴始到今——宋嫂鱼羹”、

小吃篇是“无言义愤为忠良——葱包

烩”、糕点篇是“将军定胜震八方——

定胜糕”。

学校引导学生探究美食的基本

信息、相关故事、文化内涵、制作方

法，利用学校的家政体验馆制作并品

尝食物。学生通过教师讲解、案例实

践、个人分享、小组交流、动手实操等

方法进行学习，同时借助学生活动手

册完成拓展训练和自我评价。

文化故事讲堂

“民以食为天”，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饮食文化始终占据重要的地

位，一粥一饭间包含的是人间的真情

至味，传承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从

饮食文化中能够看到历史变迁、家国

情怀、人间百态，能够体会文化血脉的

传 承

发 扬 和

生生不息，

能 够 感 受 文

化是如何通过饮食

无声无息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课程首先要激发学生对杭州本

土饮食的兴趣，学习如何对美食展开

研究及了解美食背后的文化内涵，进

行杭州美食的文化初探。除了启动

课之外，每道美食都包括“美食初遇”

“文化探寻”两个环节的学习。寻味

杭州的旅程中，教师带着学生制作和

品鉴杭州地方美食，探寻美食背后的

杭州文化和杭州故事。

杭州有许多美味糕点，许多游客

到杭州游玩时都会买一点杭州特色

糕点。糕点篇教学中，教师带来的便

是著名的杭州糕点“定胜糕”。定胜

糕属于杭帮菜，有甜味，色泽淡红，松

软清香，带有甜甜的豆沙味。教师拿

出一个玲珑可爱、香气扑鼻的糕点，

学生忍不住咂巴着嘴巴说：“看上去

就美味极了！”也有的学生着急地说：

“老师别卖关子了，快给我们介绍介

绍吧！”

“关于它的历史，那就要追溯到

唐代了……”据说，唐代曾规定市上

的糕点要计量，一升箩米做十个，约

合一两一个，叫作“定升糕”。百姓为

使一两一个的糕点做大，想出了一个

办法：用梨木雕刻成各种各样的花朵

和树叶模样的容器，大小正好装下一

两湿米粉，容器口大底小容易倒出，

倒出后上蒸笼一蒸趁热盖上红印，取

名为“鼎盛糕”。到了明朝，打仗的事

情越来越多，老百姓就把“鼎盛糕”送

给当兵的壮丁作为干粮，取名为“定

胜糕”。

关于定胜糕的故事还有许多，在

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成立美食小分

队，纷纷查阅资料，为“美食故事分享

会”做起了准备。

“将军”小队将自己搜集的定胜糕

故事制作成精美的 PPT，讲述南宋名

将韩世忠因百姓送来几箩式样别致的

甜糕深受启发的故事；另一个小队则

搜集到视频资料，播放了一个关于常

熟定胜糕的故事。小小的糕点背后蕴

藏着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似又

为这道糕点增添了一些美味。

美味揭秘时刻

利用学生对美食的兴趣，学校通

过学习过程中各个学科、各种技能的

综合实践运用来开拓学生视野，培养

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

心理品质。在“美味揭秘”环节，学生

探寻美食的各种“秘密”，以小组为单

位汇报了解到的美食信息，包括制作

材料、制作步骤、营养价值等。

“这种精美别致的清甜桂花糯米

藕做起来其实十分简单！”“津津有味

小组”上台分享时，把糖藕的制作步

骤娓娓道来，“只需要准备莲藕、红

糖、冰糖、糯米、水、糖桂花或蜂蜜这

些材料即可。”

“要特别注意，我们一般选用的

是两端完整、藕身肥大的莲藕。”一名

组员补充道。

“要是配上一点桂花酱，那糖藕

就变得又甜又糯，还带着些桂花的香

气。”学生听得入了迷，好似闻到一股

若有若无的桂花香。

“莲藕好吃，却生长在水下的塘

泥中，那么这些莲藕是怎样来到我们

餐桌上的呢？”突然，一个学生问道，

这个问题马上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7月份杭州的气温已经很高，此

时正是杭州莲藕上市的季节，挖藕人

常常要在烈日的暴晒下付出常人双

倍的辛劳。”

“莲藕往往覆盖着将近30厘米厚

的淤泥，要扒开这层泥挖出藕，感觉

就像在搬一块几十斤重的石头。”

“闷热的湖面、蒸笼般的高温可以

让人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而挖藕

人的腰一弯，往往就是七八个小时。

藕挖上来之后还要整理、清洗、分批装

运，才能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纷纷发表

自己的观点，也明白了“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的道理。

分组制作美食

到了“制作美食”的环节，学习形

式包括个人分享、小组制作、同伴互

评等，学生走进厨房动手制作，提升

自己的劳动素养。每到这个时候，学

校的“家政馆”便会传来不间断的欢

声笑语。

三年级学生做起了香味四溢的

特色传统小吃“葱包烩”，他们分工合

作，有的在齐心协力和面，有的在帮

忙准备配菜——虽然平时都是大大

咧咧的孩子，却也做得得心应手。

被评选为“小老师”的一名女生

开始示范了——她小心翼翼地将面

糊铺在预热好的薄饼铛中，只过了十

几秒，薄饼边缘就微微翘起。学生迅

速倾斜饼铛，饼皮便脱离出来。“你真

厉害啊，像个小小的魔术师一样！”其

他学生忍不住夸赞。

同组的其他学生接过薄饼，把油

条轻轻放入其中，再用薄饼包裹住油

条，放入预热的饼铛中继续煎烤。最

后，一个学生拿着甜面酱在煎烤好的

葱包烩上使劲涂抹起来——他一下这

里涂多了，一下那里涂少了，急得满头

大汗。但是不一会儿，经过队友的提

醒，他就发现了窍门，只要按照一个方

向一个顺序涂就能更加均匀了。许多

时候，学生由于生活经验不足，与人互

相合作的能力仍处于培养初期。分小

组共同制作美食的环节，让学生能够

合作完成调查研究、信息交流、案例分

享、实践制作等，感受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和共同获得成功的快乐。

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美食分享环

节，学生一边津津有味地享用着自己

的劳动成果，一边连连感叹：“作为一

个杭州人，我也学会做杭州美食啦”

“我感觉这道美食真是越吃越有味”

“我在享用美食的时候，想到了背后

的故事，还有点感动呢”“我想把这道

美食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把它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原来只是粗浅

地知道一些杭州特有的美食，如今经

历了文化探寻、美味揭秘、亲手制作

等过程，学生再品尝这些美食时，便

多了一份自豪、一份骄傲。

除了在课堂上学到的美食，杭州

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菜肴，不仅十分

美味，而且蕴含着众多文化。在课程

学习之余，教师也鼓励学生成为美食

的“传承者”，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

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继续去研

究、去探索，探寻一道又一道美味杭

帮菜背后的文化，延续“杭州滋味”的

传承之旅。

在“寻味杭州”课程中，师生一起

探访了多种杭州美食，了解到美食背

后的故事，品尝到自己亲手制作的菜

肴。在一次次探寻杭州美食的旅程

中，学生不仅对杭帮菜有了更加深刻

的了解和认识，留下了自己的感想和

记录，而且学会了在小组中互相帮

助、共同学习，收获了知识和友谊。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钱塘

区文清小学）

书法是一种精神营养
□ 赵学勇

书法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

在这悠久的艺术长河中曾经涌现出

无数名家、名作和励志故事，成为滋

养学生生命成长的精神营养，对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品德修养、学习毅

力等很有帮助。特别是对注意力不

集中、粗心大意的学生来说，书法练

习有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营造氛围，创设学习环境。2011

年，山东省肥城市白云山学校将书法

作为重要办学特色，成立了师生自己

的学习创作乐园——白云山书苑，确

立了“一年打基础、二年促规范、三年

显特色、四年大提升、五年创名校”的

书法特色校发展规划，精心打造高标

准书法教室，配备高端多媒体教学设

备。每学期学校都在书法教室、校园

展板、楼道长廊、展厅艺术专区等空

间择优展示师生的优秀书画作品，烘

托浓郁的书画艺术氛围。

进入课堂，确保学习普及。为

了让书法艺术进入课堂，学校严格

规范课程设置：一、二年级练习铅笔

写字，三至六年级练习硬笔书法和

毛笔书法，每班每周设置一节书法

课，编入课表落实执行。书法课由

语文教师统一执教，专业教师进行

系统培训，提升专业水平。在教师

的反复强调中，学生明白了将读帖

与临摹充分结合的意义，只有养成

临读结合、边读边临的良好习惯，才

能真正“眼到、手到、心到”，书法水

平才能逐步提高。教师在课堂上详

细讲解示范，学生仔细观察、认真研

究：一、二年级主要从“双姿”抓起，

结合语文课的写字作业进行铅笔字

练习，帮助学生掌握汉字的结构和

笔顺；三至六年级通过钢笔和毛笔

书写，引导学生进一步巩固字体结

构和运笔技巧。

建立社团，打造精品课程。在做

好普及的同时，学校还注重书法校本

课程开发和社团活动常态化开展，挑

选有书法功底和书法天赋的学生组

成校级书法兴趣社团，打破年级界限

实行跨年级编班，每周三开展书法校

本课程学习，周五下午课外活动时间

进行集中训练。教师在教学中注重

中华书法艺术史的渗透，引导学生学

习“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等书法小

故事，学习历代书法家谨慎择帖、精

准临摹、临创结合的巧妙方法，养成

提笔即是练字时的好习惯。同时，教

师指导学生把每次临帖当成创作，适

当渗透一些章法和落款知识，促使学

生以更严谨的态度对待临帖。

10多年来，学校秉持书法特色办

学理念，通过对学生进行书写基本技

能的训练和书法艺术欣赏能力的培

养，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而且

给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和挑战自我

的舞台，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和个

性，用兴趣点亮学生的快乐童年，让

书法艺术润泽学生的生命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白云

山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开启寻开启寻““味味””杭州之旅杭州之旅

发现美好课程

□ 郭湘辉 毛凯琪

东坡肉、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这些都是著名的杭州美食，如何将这些美食打造成一门综合课程？为了
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美食和文化，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文清小学打造“寻味杭州”课程，以杭州饮食文化为
主线，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引导学生探寻、挖掘美食背后的故事，延续“杭州滋味”的传承之旅。

校长邓华教学生制作小吃校长邓华教学生制作小吃

定胜糕定胜糕

面点兔儿包面点兔儿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