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同创课

许 多 人 都 看 过 法 布 尔 的 《昆 虫
记 》，应该说 ，走出课堂 ，通过认识野
外的昆虫对儿童进行自然教育 ， 让他
们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 ， 树立生态环
境及生命保育的观念 ， 是非常好的教
育形态 。 虽然我们拥有广博的生态环
境和昆虫资源 ， 却一直缺失这种基本
的户外教育 ， 包括缺失这样的户外教
育课程 。

喜爱昆虫是儿童的天性。可以设想，
如果在假期中，教师、家长带着充满童心
的孩子来到山野，走一程山路，住一夜帐
篷，攀一段崖壁，听一曲蝉鸣，看一回蝶
舞，身体力行地培养孩子独立、坚韧、执
着、协作、友善、责任等基本品质，是多么
美好的教育。因此，我们活动中心创办了
以“相约自然·与虫共舞”为主题的“绿色
有约”夏令营活动，这是一项以原野、生
态和昆虫资源为载体的户外体验课程，
让孩子们“走出教材，亲近自然”，在生活
体验中学会观察、学会合作，提升动手动
脑能力。

举办夏令营活动课程 ， 营地和驻

地的选择很关键。 我们遵循两个原则：
首先要有丰富的昆虫资源以及植被覆
盖率的自然保护区。距离上海 300 公里
的浙江临安、安吉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或国家森林公园是最理想的营地，这些
营地往往建有自然博物馆或标本陈列
室，对营员了解当地的昆虫资源和分布
情况非常必要。 其次，驻地交通食宿要
方便。

经过多年探索， 我们的夏令营活动
课程形成了 3 大板块内容，即绿色探秘、
绿色挑战和绿色传递。

在户外体验课程中，昆虫考察、蝶艺
制作是夏令营活动课程的特色项目。如何
利用有限的 3 天时间，通过看虫、识虫、摄
虫、捕虫、制虫等方式，拉近孩子与昆虫的
距离， 使他们回归到大自然中以虫为友、
与蝶共舞，是难题之一。

营员报名时 ，会拿到 《营员手册 》，
在昆虫的认知和采集方面做了充分的
前期准备 ， 加上开营仪式上教师现场
示范 ，大多数营员都能在采集方面 “满
载而归 ”， 真正体验一回捕虫的乐趣 ，

有些只能在书本和电视中才能见到的
独角仙 、锹形虫 、鹿角金龟 、中华虎甲 、
金裳凤蝶 、大紫蛱蝶等稀有昆虫 ，也成
为营员的 “战利品 ”，让他们真正体会
到了 “以虫为伴 ，与蝶共舞 ”的美妙体
验 。 在标本采集上 ，我们为营员准备了
手提式活体昆虫盒 ， 不仅提高了采集
标本处理的时间 ， 而且增加了活体昆
虫的观赏性 ， 便于营员对昆虫习性有
更深入的了解 。

户外体验课程还很重视驻地仪式
教育 。 第一天的开营式 ， 营员竞相发
言 ，誓做优秀营员 ，营部指导教师会反
复将安全教育 、行为规范教育 、饮食和
住房教育进行宣传 ，为活动的安全 、文
明 、有序开展提供保证 。 晚上的智能大
比拼活动 ， 营员对昆虫识别和变幻莫
测的 “四巧板 ” 表现出浓厚的探究兴
趣 ， 结果扣人心弦 。 考验动手动脑的
“折纸游戏 ”项目 ，场面跌宕起伏 ，刺激
有趣 。 第二天晚上的联谊晚会 ，“心有
灵犀 ”“拷贝不走样 ”“智趣投篮 ”和 “幸
运抽奖 ” 等互动项目成为营员斗智斗

勇和展示才艺的舞台 。 最后一天的结
营仪式则是营员和家长进行自我评价
和互动评价的另一种形式 。

激励营员争先进、 创荣誉是夏令营
活动课程的宗旨之一。 营部专门制订了
营员评比和争“章”规则，为体现公正和
公平原则，便于量化操作，尝试将评优与
争“章”相结合，营员所有表现与“章”挂
钩，具体设置了 8 个单项奖：识虫奖、采
集奖、拼图奖、折纸奖、幸运奖、制作奖、
日记奖、 爱心奖，4 个荣誉奖项： 优秀营
队、优秀营组、优秀营室和优秀营员。 凡
在集队、餐饮、住宿中达标者和单项活动
中优胜者均能获“章”，违反者则成为摘
“章”的对象。 评优奖项的设立和争“章”
机制的建立，对鼓励营员争创荣誉、自觉
遵守营纪营规、 加强集体荣誉感和营员
自我管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 ， 这样的户外体验课程真
正让孩子们爱上大自然 ，开阔了视野 ，
增长了知识 。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 ）

走出教材，亲近自然
□张 宁

话题征稿
最近，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城市中

的丛林美学”美翻了朋友圈，学校的空
间设计与学习的深度互动是学校课程
变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您认为应该如
何建立两者的连接呢？ 来稿 1500字左
右，截止日期：2016年 4月 10日，投稿
邮箱 zgjsbkgyj@vip.163.com，注明“深
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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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进社团
“我想学做十二生肖！ ”“我想学跳

舞！ ”……近日，深圳市龙岗区沙湾中学
社团活动课开课，各功能室和活动场所
热闹非凡，现场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景象。

“本学期学校新增了 4 个社团，分别
为糖画、中国结、草编、面人。 ”教师陈岭
介绍，每个社团设置 18 节课，让学生勤
于动手、积极动脑的同时，也让他们充分
体验绚丽多彩的民间艺术。

近两年，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学校
积极开展校园社团活动， 丰富学生的课
余生活。在社团建设方面，学校引进社会
优质资源， 与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协会、武馆合作，外聘 8 位行业专家授
课， 聘用本校有专长的指导教师 66 人，
共开设 42 个社团， 真正实现了初一、初
二年级“人人有社团”的目标。

奏响文化“大合唱”
“巍巍桥山，苍苍劲松，森森古柏，煌

煌轩辕……”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
四小学、 北京工业大学联合主办了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清明展演活动， 全国经典
教育联盟专家、市区传统文化项目专家、
劲松第四小学师生齐聚一堂， 学生们铿
锵有力的诵读声响彻了每一个角落。

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未来
的谦谦君子，劲松第四小学从教研课题、
课堂教学、社会实践等多方面发力，推出
了“嘉禾四时”特色课程，奏响了传承和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合唱”。

用画笔描绘内心
传统的美术课，学生们多是临摹大

师作品 ，或教师画什么 ，学生跟着画什
么。 但在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陆慕实验
小学教师何熠青的课堂，学生们争先恐
后对着画作表达自己的想法，用画笔肆
意描绘心中的美景，体会创作的快意和
成功的乐趣。

在何熠青的美术课上，欣赏画作几
乎要占一半的时间，教师先引导学生学
会欣赏美，再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观察
美，然后在学生表达想象力的过程中再
进行绘画技法指导。 除了欣赏画作，何
熠青平时还喜欢带着学生一起动手创
作，废纸盒、易拉罐 、牙膏盒 、药瓶子等
等，鼓励学生搜集身边的素材并尽情发
挥想象，剪 、贴 、拼 、粘成各种自己喜欢
的模样，然后上色、描画，创造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作品。

活化“我们的节日”
注重学科本质，彰显学科特色。本学

期， 北京市西城区康乐里小学的学科实
践活动第一单元主题《我们的节日》最后
一次课结束。

教师结合学生实际， 设计了丰富多
彩的实践活动：如了解传统节日习俗，学
习制作纸粽子；阅读中国传统节日绘本，
制作手抄报；用彩泥制作“节日大餐”；举
办“迷你庙会”回味节日气息；唱“快乐的
节日”……

据介绍， 该校本学期学科实践活动
围绕 “我们的节日”“春天的足迹”“食物
的营养”3 个主题开展。 重点关注课程整
体育人，关注学科内综合、学科间联系与
整合，突出实践性和探究性。

（钟原辑）

告别乡村的广阔天地，搬进独家小院；告别丢沙包、滚铁环、打陀螺等传统的乡村游戏，玩上了网络游戏……随
着社会的发展，乡村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这一现实，四川省绵阳市吴家小学发挥乡村资源
优势，开发传统乡村游戏课程，让孩子们在玩中释放创造的天性，让教育回归本真。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 游戏也是文化
和智慧的传承。 跳皮筋、跳房子、打陀螺、
抓石子等传统乡村游戏， 既能激发学生
玩的兴趣和热情，又能对学生的力量、速
度、身体协调、空间感觉，甚至思维方式、
意志品质等进行有效的发掘和增强。 对
乡村教育而言， 如果在学生的生命成长
中缺失了乡村游戏，从根本上说，是乡村
文明的遗失和缺憾。

于是 ， 学校教学楼前旗台旁的水
泥地 ，用油漆画上了方格 ，成为学生跳
房子的场所 ； 连接办公区与教学区的
一楼走廊 ，铺上了地砖 ，成为学生抓石
子的地方 ；校内菩提树下空旷的场地 ，
成为学生滚铁环 、打陀螺 、跳皮筋的游
乐场……目前 ， 这些逐渐恢复的乡村
游戏课程成为吴家小学学生的最爱 。

乡村学生不会玩了怎么办

随着社会的发展， 乡村孩子的生活
和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告别了与
众多伙伴共处的老宅大院， 搬进了独家
小院；告别了与伙伴们一起玩的丢沙包、
滚铁环、打陀螺、斗鸡游戏，玩上了网络
游戏。 在学校，每到课间活动时间，低年
级学生大多在走廊上追逐嬉闹， 高年级
学生大多待在教室里做作业， 基本上没
有学生在操场做游戏。 每当看到这样的
景象，教师们都会感慨：现在的学生好像
不会玩了， 学校生活能否给他们留下快
乐的回忆？

玩是孩子的天性 ， 玩什么却是重
要的教育课题 。 经过充分讨论 ，学校一
致认为 ，恢复并开发传统乡村游戏 ，是
对乡村文明的延续 ， 也是乡村教育应
有的内容 。 于是 ，从 2010 年开始 ，学校
率先创建乡村少年宫 ， 并将传统乡村
游戏作为少年宫课程开发的重要内容
之一 。

乡村都有哪些传统游戏 ？ 现在的
学生会喜欢这些游戏吗 ？ 乡村游戏对
学生的成长有哪些利弊 ？ 如何定位乡
村游戏的课程目标 ？ 这些问题 ，引发了
教师们的思考与热议 。 “我会跳房子 ！ ”
“我会滚铁环 、赶牛儿 ！ ”“我会转呼啦
圈 。 ”“小时候 ，在与小伙伴的游戏中学
会了遵守规则 ，学会了人际交往 ，有竞
争 、 有合作的活动可以让学生个性得
到更好的发展 。 ”“一定要开展学生们
喜欢的乡村游戏课程……” 学校里六
七十年代出生的教师 ， 对儿时的乡村
游戏记忆犹新 。

在教师们的回忆中，“以乐促智”的
乡村游戏课程目标呈现出来；以中老年

教师为骨干的乡村游戏课程开发团队
建立起来 ；让 “每个游戏都有独特的魅
力 ，都有晋级的要求 ，都能给学生留下
拓展的空间 ” 的课程开发策略拟定出
来 ； “老鹰捉小鸡 ” “击鼓传花 ” “丢手
绢 ”“渔网捕鱼 ”“木头人 ” 等传统乡村
游戏浮现出来……

在师生及家长的共同参与下， 丢沙
包、踢毽子、跳皮筋、跳房子、滚铁环等游
戏材料陆续出现在学校活动场地上。 因
为有自己的参与和创造， 教师们对乡村
游戏课程的正式启动充满期待。

乡村游戏课程化

乡村游戏中也有大智慧 ， 通过游

戏的比拼 、合作 ，学生们全情投入 、身
心愉悦 ， 而且在活动过程中学会了规
则意识 。

学校将乡村游戏课程纳入少年宫
“三苑一部 ”课程体系 ，成为 20 门选修
活动课程之一 ，并从课时上给予保障 ：
每周二 、 周四最后一节课和周六上午
一个半小时的少年宫活动时间 ， 学生
们根据自 己 的 兴 趣 选 择 乡 村 游 戏 课
程 ，各项目有相应教师进行指导 ，通过
组织学生观看游戏视频 、 构建小组团
队 、活动效果评选等方式 ，不断提高学
生的参与热情 。

同时 ， 学校把乡村游戏课程与班
级特色项目活动相结合 ， 各班根据学
校提供的项目进行选择 ，每天的 “阳光

大课间 ”活动结束后 ，各班都可以在相
关区域开展乡村游戏特色项目 。 有的
班踢毽子 ，有的班抖空竹 ，有的班滚铁
环 ，有的班花式跳绳 ，有的班跳皮筋 ，
有的班跳房子……校园里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 每个月各班都可以根据学
生的兴趣和活动情况 ， 更换乡村游戏
项目。

学校还将乡村游戏纳入每周的班级
特色展示环节。 单人、双人挽花跳绳，三
人挽手跳绳， 四人双绳花式跳， 这是五
（1）班学生在展示花式跳绳项目；呼啦圈
在手肘、颈部、腰上、膝盖处飞旋，这是四
（1）班学生在展示呼啦圈项目……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铁环的圈与钩不协调滚不走， 滚走
了，钩与圈又脱离；陀螺放不转，鞭子的
力度控制不好，抽打的位置不合理；石子
的抛、抓、接不匹配……刚启动乡村游戏
课程时，所有这些状况都出现过。 但学生
们韧劲十足，很快就熟练起来。

“老师 ，我会了 ！ ”三 （2）班学生李
腾激动得小脸彤红 。 李腾比较好动 ，成
绩不太好 ，比较自卑 。 但这一次 ，他是
第一个学会 “抖空竹 ”的 。 于是 ，负责该
项目的指导教师让他担任小老师 。 李
腾开心 地 一 边 一 板 一 眼 地 给 大 家 示
范 ，一边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解 。 那股
认真劲儿让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
也因此重拾了自信 ， 学习成绩也得到
了提高 。

乡村游戏课程激发出每个学生的兴
趣， 学生在各种游戏中也有了不同程度
的提高。

“这些学生真了不起 ，有些乡村游
戏没怎么教 ，他们就学会了 。 ”

“有些学生的水平，教师都达不到。
看来 ，不是他们不会玩 ，而是我们没有
给他们提供玩的时间和空间。 ”

“孩子变了 ，在家里不再是成天看
电视 、打游戏 ，而是经常与小伙伴们约
在一起做乡村游戏 。 ”

孩子的改变 ， 让教师和家长无不
赞叹 。

在乡村游戏课程过程中 ， 学生们
彰显活力 ，展示青春风采 。 当外校教师
来学校参观时 ， 看到游戏课程中的学
生们纷纷赞扬 ：“这才是童年应有的校
园生活 。 ”

乡村游戏课程使学生学会了与人
合作 ，学会了制订和遵守规则 ，学校也
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乐园 。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吴家小学）

开发孩子们
喜欢的乡村游戏课程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谢 勇

我终于学会了“滚铁环”我们一起“跳房子”

男生也会“编花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