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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新学期的开
始都是一段新旅程的
起点，而这个旅程的
第一站便是“开学第
一课”。这不仅仅是
一堂课，也是师生共
同参与的一场仪式，
更 是 一 次 心 灵 的 触
动、态度的调整和目
标的确立。它关乎学
生学习准备、未来规
划、思想奠基、团队精
神、师生关系、自我成
长 等 诸 多 方 面 。 那
么，如何让这节课变
得充满意义、不同寻
常呢？本期为您分享
4 所 学 校 的 创 新 实
践，探索不一样的“开
学第一课”！

特别策划

开
学
第
一
课
，不
走
寻
常
路

或许因为“第一次”总容易

惹人注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

课”逐渐成为一种仪式，甚至是

神圣的仪式。为了体现对这个

“第一天”“第一课”的重视，大

家纷纷绞尽脑汁、倾尽全力把

所能想到的“最美”捧到学生面

前：精美的黑板报，装扮一新的

教室，飘扬的彩旗，彩色的气

球，形式多样的祝福，精彩纷呈

的主题活动……学生只要带着

假期作业开心地来到学校，享

受这一切就可以了。他们是开

学第一天最耀眼的明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也

曾不遗余力地加入这样的行

列。但显然，在那些由成人策

划、主导的活动安排中，没有切

身参与、一切都坐享其成的学

生，大部分时候是观众和听众，

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享受到

明星般的待遇，却不能真正做

自己的主人。

开学第一天怎么过？我们

可以安安静静地开学，可以什

么都不做，仅仅是和学生聊聊

天，可以带着学生到学校里到

处转转……或许让这一天回归

日常，我们更能触摸到教育的

真谛。我相信，无论我们想赋

予这一天怎样的意义，都不能

忘记：和学生在一起，让学生成

为自己的主人，那样的课程无

论多么简单，都会具有意义。

2024 年 2 月 21 日，是我们

开学的第一天。这次，我把决

定权、选择权还给学生。有学

生问：“是否可以游校园？”雨

密 ，天 气 阴 冷 ，地 上 湿 滑 ，作

罢。有学生问：“是否可以一起

看电影？”主意挺不错，好的电

影总是能影响人，只是还没选

好看什么。有学生问：“是否可

以展示假期阅读成果？”他们已

经做好了思维导图和小报，已

经从我这里听到了评价，可还

想听听小伙伴的意见。这的确

是个好主意：把假期阅读成果

以展览的形式呈现出来，让自

己的努力被看见，让思维成果

进一步可视化，一定能体验到

别样的成功。“开学第一天，给自

己办个展览吧！”这是大家共同

选择后的决定，学生显得很激

动，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大

小小的手绘报，形形色色的思维

导图，很快便分类、汇总好，每一

件作品都是智慧的结晶。分工、

合作、剪裁、排版、粘贴……两个

多小时，从束手无策到金点子频

出，从觉得好作品太少到觉得个

个都是好作品，一次又一次重新

排版，大家争论着、吵嚷着，学生

不仅仅提高了审美能力，还懂得

了怎样才能看到他人的优点。

拥有了策划、参与权的学生，热

情所产生的动力很快便弥补了

行动上的不熟练。开学第一天

这样过，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次

——亲力亲为，给自己办展览。

四大块贴有学生作品的展板很

快便在学校行政楼大厅立了起

来，展板的标题朴实而又醒目：

四（5）班《十万个为什么》阅读成

果展。

学生徘徊在展板前，眼里满

是欣喜；他们在作品前指指点

点，毫不吝啬地为优秀同伴送上

鼓励，真诚地为作品的不足提出

建议，表情稚嫩、言谈热烈。作

品的空隙处，展板的边边角角，

贴满了他们用便签写下的留

言。“哇，小徐的思维导图成了明

星作品！”循声望去，小徐的思维

导图旁贴满了留言。“嗨，能不能

再给我的作品写几句话？”这是

骄傲的小游发出的邀请。展览

还缺个“序言”，谁来写呢？当然

是学生自己啊！策展、布展、参

观、评展，全程参与的他们，坐在

教室里兴致勃勃地为这次展览

写下“序言”。

这一次展览，我收到了48份

“序言”。与其说每一份“序言”

都可以为这次展览代言，不如说

他们写下的这些“序言”都在为

自己代言，为自己已经到来的新

学期鼓劲助威。今年的“开学第

一天”“第一课”就这样在学生

“为自己办展览”的忙碌中度

过，什么都没有精心准备，却

似乎收获了一切。有学生

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当我在展板上看到

自己的作品时，尽管

它不够精美，我却感

到无比自豪！”

（作 者 单 位 系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

小学）

给自己办展，为自己代言
□ 吴海丽

在“不以课本为世界，而以

世界为课本”的学校课程哲学

观的引领下，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广华学校小学部五育融合开

学课程拉开了帷幕。各年级以

“机场”“社区”“餐厅”等真实场

景为研究载体，以五育融合为

路径，将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动教育视为不可分割的

一个整体，充分发挥家校社的

联动作用，引导学生在学科融

合的深度学习中成长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好少年。

其 中 五 年 级 全 体 学 生 以

“机场”为载体，以“李白流落国

外巧遇学生家长”为虚拟故事

背景，以“李白乘机将欲行”为

主题，通过“策划李白回国”“给

李白接机”“李白在学校”“和李

白一起去旅行”四个分主题进

行了全景体验。

“策划李白回国”主题为学

友课程。学友课程是由学生家

长申报开设的课程。由在外交

部工作的家长或有国外工作经

验的家长担任课程导师，以出

入海关的流程及所需证件为主

线，同时以不同国家的风土人

情为辅线，为学生打开走出国

门、了解世界的窗口。在学友

课程的基础上，学校举办问题

研讨会，讨论李白在机场可能

会遇到的挑战和困难，根据学

生预想的问题——李白不认识

简体字怎么办？李白带酒了怎

么办？李白找不到登机口怎么

办？等等，设计了“接机牌的制

作”“走进大兴国际机场”和“模

拟登机职业体验活动”三大特

需课程。

“给李白接机”主题为亲子

研学课程。该课程将前期的问

题研讨成果及特需课程的学习

成果进行实践转化。在“鹿鸣

文化牌”课程中，学生借助自创

接机牌及鹿鸣对诗活动，顺利

接到了由家长扮演的李白。在

“数说长廊”课程中，学生用数

学的方式帮助李白对大兴机场

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在数字解

码中帮助李白了解登机牌上的

字母与数字的含义。在“机场

咨询中心”课程中，学生向李白

介绍机场关键地点的英文表

达，一同制作以机场为主题的

词汇表。在“机场文创”课程

中，学生和李白一起开启一场

美术发现之旅。此外，学生还

带着李白参观了大兴国际机场

的红色主题教育基地，体验了

机长模拟飞行的活动。

“李白在学校”主题为职业

体验课程。李白和龚自珍作为

两位杰出的诗人，虽相隔千年，

然彼此照耀。在学生的课程畅

想中，李白和龚自珍相约同行

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学生在

校园体验机场值机安检——跟

随两位诗人从北京出发，历经

西安、杭州、绍兴、苏州、南京等

城 市 ，沿 途 了 解 龚 自 珍 的 志

趣。在机场播报员体验活动

中，学生不仅能感受到中英文

双语的浸润，还能参与城市导

游手卡的设计与展示。机舱音

乐的选择、飞机显示屏的城市

介绍，体现了不同城市的地域

特点和人文风情。各小组以城

市研究为分主题，实现了语文、

音乐、历史、地理等多学科的融

合学习。在空乘职业体验活动

中，学生不仅感受到空乘职业

的特点，还在中英文双语沉浸

式语境中提升了交流能力。主

题为“走进少年李白”“走进中

年李白”“走进老年李白”的体

育+课程为校园定向“打卡”活

动，吸引着学生用脚步丈量李

白的人生轨迹，感受各个城市

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

“和李白一起去旅行”主题

为博物馆研学课程。学生以李

白的视角走进民航博物馆，感

受千年之后的中国所发生的日

新月异的变化——全面了解中

国航空事业的发展进程，感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航事业

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巨大成就，

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在博物馆研学手册中，学

生认真记录，增强了“强国有

我，请党放心”的信心！

整个课程将时间设置为上

下千年，教学空间放置到校园

内外，课程导师实施家校社联

动，课程内容链接全学科，以班

级、团队、小组、个体等不同的

方式，形成“全资源链接、全场

景设计、全课程体验、全领域融

合”的开学课程新样态。值得

关注的是，在课程的开发、设计

与实施的全过程中，一位位家

长、一位位工作人员不仅是课

程基地资源的链接者，也是课

程实践活动的志愿者，更是学

生学习活动的助力者，他们与

学校共同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

人的良好教育生态。

学校是个小世界，世界是

所大学校。如何帮助每一位

学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拥有

面向未来的素养，是学校持续

的思考与行动。向外打开，不

断 丰 富 课 程 的 外 延 ；向 内 生

长，不断丰厚素养的内涵。学

校以家校社同育人的方式，用

系列化、特色化、情境化的课

程实践，回答了对“世界为课

本”“社会是课堂”“家庭即学

校”“生活即教育”“儿童即可

能”的理解。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广华学校副校长、小学部校

长，特级教师，本文系北京市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建校五育

融合课程的体系建构与实践创

新”研究成果，课题编号：CD-

BB22089）

以世界为课本：
学校课程哲学的实践表达

□ 王 岚

学校“博物馆”开启中华文明第一课
□ 陈炜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灵魂。中华五千年文明是

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是民族

复兴的“根”与“魂”。作为基层

学校，每年开学季是落实立德

树人的重要契机和载体。如何

让开学第一课既有“型”，又入

“心”，凸显“教育味”，成为学校

和教师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上

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围绕

“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核

心，结合本校实际，精心布置宫

墙红的主题背景、橡皮篆刻的

古汉字展台、回廊形的朝代屏

风 …… 把 体 育 馆 变 成“ 博 物

馆”，打造“12+2+1”中华文明第

一课，积极探索构建学校德育

新样态。

“12”块主题展板
串起中华文明“时间轴”

历史不只是事件的简单记

载，它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只有学习

历史，才会了解自己的民族、认

同自己的民族，才会有民族精

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才会真

正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如

何让学生对历史形成初步认

知”成为首要问题。学校教师

决定依托移动式展板屏风，将

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以文字的形

式展现出来，把各个朝代的起

止年份、存在年限、王朝建立者

等核心元素通过编辑排版制作

成朝代主题展板，并根据时间

先后进行悬挂，巧妙地将近 20

米长的折叠活动屏风变身为一

面“时间墙”，为课程的顺利实

施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保障。

为了让学生对这些历史朝

代有更直观的认识，学校决定

从“文物”入手，在主题展板中

加入相应的典型文物丰富该朝

代知识。同时，学校融入上虞

本土元素，将现珍藏于上虞博

物馆内的水波纹四系瓷罐、越

窑青釉瓷蟠龙罂等文物的图片

也放入对应展板进行展示。

展板本身不会说话，“如何

让这些主题展板‘活’起来”成

为学校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

题。通过自荐、推荐，10多位五

年级学生成为“博物馆”内的小

导游。每一位学生匹配一块主

题展板，根据展板内容撰写1分

30 秒左右的导游词，在现场为

学生及家长进行讲解。

“2”个特色社团
揭示华夏民族“大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流传

已久的历史瑰宝，也是现今文

化发展的基石。学校从校级、

年级社团两个层级开展传统

文 化 社 团 课 程 —— 书 画 、泥

塑、刻印、剪纸……每门课程

都由有一技之长的骨干教师

指导学习。为了推介学校课

程设置、搭建学生展示平台、

帮助学生近距离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学校选择了活字

雕刻印刷、陶艺两个社团进行

现场展示。除了主题成果展

示外，学校还让学生进行现场

技艺展示。娴熟的刀工、旋转

的陶泥，社团的学生在人们的

惊叹声中完成了一件件精美

的作品，给现场的学生及家长

带来更直观的视觉感受。

如果说主题展板上的文物

是“虚拟”的，那么活字雕刻印

刷、陶艺社团学生现场展示的

作品则让所有人真真切切地感

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同时，社团展示也是另一

种形式的课堂——让学生站在

最中央，让每个人都可以在这

个偌大的舞台上尽情发挥，在

付出中收获自信，在实践中感

知成长。

“1”张任务清单
构筑中国历史“学习场”

为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这堂特

殊的“历史文化课”中，实现教

育最大化，学校通过设计任务

单，以任务促学习，以游戏激兴

趣，以教育人专业、智慧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学校从主题展板入手，精心

设计了1张包括“寻宝任务”“朝

代歌”等内容的文化味十足的任

务单，并于活动前发放给学生。

任务单的内容以学生为中心，不

仅可以帮助他们确定下一阶段

的学习方向，还可以助其检验自

己的学习成果，使这个特殊的

“课堂”成为真正的学习场。

此外，学校还把展板中所展

示的文物做成一枚枚小贴纸，通

过寻找对应朝代文物的“闯关游

戏”，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热

情。为了深度契合此次活动主

题，学校把五年级师生开发的基

于乡土文化的综合实践活动成

果“跟着道儿兔探古桥”明信片

作为“闯关寻宝”的奖品。中华

五千年文明与家乡的传统文化

在那一刻无缝融合。

探寻中华文明，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学校教师基于现

有条件，通过智慧谋划，打通地

域、时空限制，把体育馆打造为

“博物馆”，通过典型文物、古建

筑以及特色课程串联起中华五

千年文明，让学生在“听、看、寻”

的过程中，以更直观的方式与文

物和历史“亲密接触”，感受中华

文明的气韵、风度，从而给学生

种下爱国爱乡的种子。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

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副校长）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不

仅要涵盖知识教育，还要打造学

生崭新学习生活的良好开端，对

学生未来的学业具有极其重要

的引导作用。作为科学教师，我

们要关注的是如何丰富形式、优

化内容，使“开学第一课”成为教

育改革与创新的突破口，奠定科

技创新教育的坚实基础。虽然

这短短一节课无法筑成科学的

大厦，但只要能在学生的心中撒

下科学种子，不断呵护、浇灌，总

有一天会发芽、茁壮成长，长成

参天大树。

少林绝学“火云掌”

上课铃响。这是开学以来

科学课堂的第一课，我特意打扮

了一番，衣着整洁，端庄大方，拎

着一大袋精心准备的实验器材，

精神抖擞地跨进教室，面带微笑

地与学生打了招呼，并提出要给

大家展示一下我在寒假里专门

去少林寺学来的绝学——“火云

掌”。此话一出，逗得学生哈哈

大笑。我自信满满地捣鼓起

器材：先是往水槽里倒了

一瓶矿泉水，又挤了几下

洗洁精，接着撸起袖子一

阵疯狂搅拌后，掏出一个

便携式煤气罐，将它倒扣

进水中，水槽里的气泡瞬

间变多了。我把手往水里

浸了浸，抓起一团泡沫，高

呼道：“大家睁大眼睛，看

本少侠怎么使出少林绝学

‘火云掌’！”只听得学生又一

阵哄堂大笑。我掏出一只打火

机，点燃……轰一下，我高举的

手掌心瞬间腾起一朵大大的火

云，腾腾燃烧了三四秒。成功！

我傲娇地站在原地，一脸云淡风

轻。只听见耳边传来学生哇哇

的惊叫声，震惊、惊奇、不可置

信，一瞬间教室里炸开了锅。我

心里暗暗窃喜，看学生这反应，

不枉我这几日的精心准备，这次

肯定能激发他们对科学课的兴

趣，从此喜欢上我这位科学教

师，爱上科学课，爱上科学学习。

每个都是“武学奇才”

我成功地把课堂氛围与学

生的学习热情调动了起来。刚

刚“收功”完毕，就有胆大的学

生想上讲台尝试，我自然微笑

欢迎。只见这位学生一上讲台

就有模有样地学着我刚才的操

作，秉着一副视死如归的气魄，

点燃……轰的一声，伴随着一

阵火光乍现，本班又一位怀揣

少林绝学的“武学奇才”诞生

了。台下好一阵鼓掌声。“我成

功了！我也会‘火云掌’！一点

都不烫！”上讲台的学生一边兴

奋地喊一边跑回了座位。受到

了第一位同学的鼓舞，全班大

部分学生都已按捺不住想要上

台展示的欲望。这种学生积极

参与的大场面，我怎么能错过。

我告诉学生，这次人多，要玩点

新花样——“传承少林绝学”。

我让每一位学生都撸起袖子，伸

直胳膊，尽量与可燃物（如衣物、

头发）保持一点距离，拿着水槽

依次让他们沾湿手掌，抓起泡

沫，由第一位学生点燃打火机，

使出少林绝学“火云掌”，后面用

手碰手的方式传递火苗。一个、

两个、三个……一朵朵火云在学

生的手掌间跳跃，俨然全班都成

了“武林高手”！此时此刻，学生

在愉悦的氛围中充满了对科学

的热爱，已然全身心地投入科学

学习中。

解密“火云掌”

眼 见 学 生 已 沉 浸 在 课 堂

中，我知道是时候该“投石问

路”一番——提出问题。在科

学课学习中，学生的提问至关

重要，我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

想法和猜测，然后利用问题循

序渐进地引导他们思考可能的

解释。

泡沫为什么能燃烧，是洗

洁精支持了燃烧吗？为什么不

觉得热，没有烧伤手？为什么

事先要打湿手掌？整团火焰的

温度是否相同？可以怎么设计

实验验证我们的猜测……学生

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见解和

大胆猜测，在我的引导下分小

组进行实验。有的小组研究不

添加灌装气体的洗洁精泡沫是

否能被点燃；有的小组用毛巾

代替手，研究干湿毛巾被点燃

后状态是否有差异；有的小组

利用酒精灯，分别在火焰的几

个部位点香，记录香点燃的时

间是否有差异。

科学是一门井然有序、注

重实证的探究性学科。像这样

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简易

实验探究，可以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使他们以后在生活中面

对未知问题时，也能够运用科

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探索。最

后，我还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家

庭实验的作业：观察紫甘蓝水

分别在水、白醋和小苏打溶液

中的变化。

下课铃声响起。在学生的

恋恋不舍中我结束了开学第一

课的教学，相信经过这一次良

好愉悦的开端，科学课的学习

已成功了一半。本次的“开学

第一课”为学生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学习

的兴趣与热情，也为他们在科

学学业道路上取得成功做足了

助力。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

市东湖区教师发展中心）

为学生播撒科学种子
□ 朱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