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动态

打造“未来学校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 康丽） “家长们，请

随我来，这是学校的小农场。”近日，北京
市日坛中学实验学校小学部举行了以
“走进幸福晨光，关注孩子成长”为主题
的开放日活动， 孩子们当起了引导员和
小老师，引领家长和参观者走进学校。

就在一年前， 这所学校还是一所薄
弱校。 但在 2015 年，其引入日坛中学优
质教育资源，统筹课程资源，不断提升课
程服务品质。据介绍，学校目前正在进行
“未来学校实验室”项目实验，该项目将
设计出探究与创造学习区、 主动学习区
和非正式学习区。为此，小学部将教学楼
的两层作为科学教育创新区， 并对计算
机教室进行改造，配备移动终端，进行互
动式教学实验。

用故事为教材“添肉”
如何利用优秀的数学绘本， 为教材

“添肉”？ 山东省微山县璎轩实验学校教
师为一年级的孩子们准备了一门数学始
业课程。

数学始业课程的内容分为 4 大版
块：数与计算、图形与空间、分类与顺序、
测量。 每个版块选择 3 个相关绘本整合
成一个小单元， 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玩转
数学。 以《我们一起来数数（数与计算）》
单元为例， 教师选择了以下 3 个绘本：
《首先有一个苹果》（10 以内数的认识）、
《真正的魔法师》（序数）、《鼓鼓与蛋蛋的
梦想》（10 以内数的分与合）。 通过这 3
个趣味十足的绘本故事， 让孩子们在情
境中认识数字。

在单元教学结束后， 有一个单元庆
典课。 孩子们分头制作一本专属自己的
数字书，准备一本 10 页的小画册，第一
页写上数字“1”，以此类推一直写到数字
“10”，然后在生活中找数字，把能用数字
“1” 表示的东西画在第 1 页， 如 1 粒扣
子、1 把雨伞……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
们打通了抽象数字与具体数量之间的关
系，体会到抽象数字的魅力。

遇见 3000年前甲骨文
距今有 3000 多年历史的甲骨文，以

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甲骨文爱好
者。在苏州，甲骨文竟然走进了小学，“甲
骨文慧画” 的独特授课形式引起了学生
们的兴趣。

近日， 在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实验小
学的多媒体教室，30 名低年级学生在上
甲骨文课。教师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故事，
不时指着 PPT 课件中几个奇形怪状的
象形字提问：“猜猜这是什么字？”虽然这
些一、 二年级的小学生汉字还没认识多
少，却纷纷举手回答，有的学生甚至站起
来抢说答案。 从易到难，课件中 30 多个
甲骨文几乎都被学生认出。

据悉，学校甲骨文课仅开了两次，就
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 学校聘请了苏州
万象书院教师王润城每周一下午教授两
节课。课上，王润城用讲故事的方式串联
甲骨文， 激发学生兴趣， 调动学生积极
性，并把每个甲骨文配上象形图画，让学
生从字源方面更好地了解汉字。

创客挑战赛
牙签、萝卜，你能搭出什么样的塔状

建筑？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双林小学首次
举行以“挑战馨高度，看你敢不敢”为主
题的“馨”创客大赛。

三角、四方，怎样的结构更稳固；加
法、减法，怎样的运用更节省材料；色彩
搭配、交流描述，“馨”创客活动向更多的
课程发起集结号。在比赛过程中，选手们
迅速拿出材料进行分工合作， 有的负责
基座，有的负责顶端，有的负责调整萝卜
大小，有的负责平衡。 虽然时间很紧，但
选手们却十分有序， 并碰撞出许多奇思
妙想： 不同形状的萝卜放置在不同的塔
体位置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牙签不仅可
以起支撑作用，还可以搭出美好的形状；
有一个选手将萝卜分为 3 袋， 并向参观
的家长解释得头头是道， 水分不同的萝
卜密度不同重量不同， 可以分别做基座
和顶端，引来在场专家的阵阵赞叹……

本次活动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用
身边最朴实的材料接触前沿的技术，让
更多的学生敢于创新、发现美好。

（钟原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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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动漫世界的小“闪客”
□翁飞霞

如何开发多元化儿童动漫课程？在“儿童即可能性”的教育理念引领下，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淮河小学开发的儿童
动漫课程，不以动漫技法传授为课程目标，而是鼓励学生从自己喜欢的动漫元素出发，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创意活动，培养
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让学生的想象成为现实。

“妈妈，今天老师让我们玩泥巴，我
捏了一个小猪。 老师拍照后， 放到电脑
上，小猪居然动起来，太神奇啦！ ”

“妈妈，今天请你晚半小时来接我，
我还要到配音室完成《漫游宇宙》的配音
呢。 ”

“妈妈，快来看呀，这是我和几个小
伙伴一起完成的动漫作品 《我的翅膀》，
这可是我独立创作的剧本呢！ ”

当一些家长为迷失在电脑中的孩子
苦恼时， 学生却沉浸在儿童动漫的世界
里，成为一群不折不扣的小闪客。

在“儿童即可能性”的教育理念引领
下， 学校开发了校本课程———儿童动漫
课程。 该课程不以动漫技法传授为课程
目标， 而是鼓励学生从自己喜欢的动漫
元素出发，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创意活动，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寻求知识的内在联系

为了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自由创造，
开发儿童动漫课程时，我们采用了“校本
课程多元化”和“国家课程校本化”两条
线进行。

“校本课程多元化”主要依托动漫普
及和动漫提升两个渠道， 为学生发展提
供多样化可能。 动漫普及课程是指一至
六年级分别开发卡通形象设计、 创艺手
工、影视配音、定格动画、采风编剧、动漫
戏剧表演等儿童动漫系列课程内容。 学
生通过 6 年的必修课学习， 对动漫创作
具有基本的认识。 对于有进一步学习需
求的学生， 学校提供陶艺动漫、 水墨动
漫，戏剧动漫等精品课程给予深造。

如学生创作的陶艺动漫作品 《愚公
移山》，对愚公及其儿子等形象进行巧妙
设计，一个方头大脸、四肢粗壮、旁若无
人又让人忍俊不禁的卡通愚公形象跃然
眼前；同时，又独立创造出野猪、山神等
形象，再配以浑厚有力的“嘿咗嘿咗”的
劳动号子声， 以象征性手法表现出以愚
公为代表的人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勇敢
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人类极限的超越。 通
过锻炼学生对事物的表达能力， 让他们
的童心插上翅膀， 在幻想的天空自由飞
翔。 再如学生创作的《荷塘月色》水墨动
漫，开头便出现一本素雅的中国画画册，
封面打开后，是一幅幽静的荷塘小景，镜
头渐渐向画面推去， 古琴和琵琶乐曲悠
扬而起， 把人们带进一个优美抒情的水
墨画世界；学生创作的《星空人》纸艺动
漫，在云中漫游的突克和奇儿，立体的卷
云让人仿佛有种穿越感。 还有戏剧动漫
《穿山造趺》， 以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基础，通过实地调查访问，选取具有传统
特色的戏剧选段，以戏剧的唱、念、做、打

为依托， 结合卡通动画技术和现代影视
镜头表现能力，将变动的脚步，绕八字、
跺脚或转身演绎得丝丝入扣。

“国家课程校本化 ”是学校以国家
教材为参照基础， 结合学生实际情况，
重新组织各学科教学内容，形成动漫语
文、动漫综合实践等具有校本特色的各
学科课程。

以语文为例。 在动漫作文中，教师通
过幽默有趣的情景创设，激发学生对作文
的兴趣。 如四年级动漫作文 《巧捉午餐
贼》，学生们围绕“巧”字展开联想，一草一
木、星空浮云、泥沙海浪、飞禽走兽，甚至
锅碗瓢盆，都被赋予特殊的功能，完成“破
案”等情节，让学生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
体验写作的乐趣。

在动漫阅读教学过程中， 教师引领
学生深入挖掘优秀作品的内涵。 如阅读
绘本《我的爸爸》，通过对故事文本的挖
掘，展现出一个丰富的感情世界，抓住儿
子多次重复说“这是我的爸爸”，以及父
子之间 “奔 、举 、搂 、抱 、牵 ”等一系列动
作， 把一个离异家庭父子的亲密感情表
达得淋漓尽致， 并通过对画面色调的理
解，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重逢时画面色
调活泼，离别时画面色调灰暗。 这样的画
面处理， 让学生掌握了创作动漫的色调
及搭配。

动漫识字教学利用字形特点，通过肢
体语言，激活想象的空间，解决了学生想
认、感认、善认的问题。如人教版一年级下
册识字六“展”字教学，教师让学生通过身
体比划展字造型，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式
认识展字，提高学习兴趣，加深记忆。

动漫科学《时间在流逝》，以动漫的
形式创设一个人从婴儿、少年、青年、中
年到老年的过程， 既增加了趣味性，又
让学生看到了时间的流逝。 动漫数学让
学生结合动漫对所学知识进行创造性
表达。 以复习课为例，其中一个小组以
动漫作品荷花呈现所整理的知识，以藕
断丝连呈现知识的内在联系，并以出淤
泥而不染告诫自己不要出错。 学生思维
异想天开，寻求知识内在联系的过程又
如此“脚踏实地”。

教学与创作合二为一

根据儿童动漫课程的固有特征及小
学生的认知规律，在教学中，我们从学生
的兴趣出发， 通过头脑风暴确定主题单
元，组成创作团队，围绕剧本创作、造型
设计、场景设定、分镜头、动画制作、配乐
配音等不同环节进行设计制作， 以学生
为主体 ，整合语文 、美术 、信息技术 、音
乐、综合实践等多个学科，开展学科整合
式教学，教师协同教学，必要时引入家长
及社会资源，提供全面指导和帮助。

以学生创作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富强》为例，首先确立“富强”这一主
题，根据选题组建合作小组，接着与综合实
践学科整合，制订计划，并运用互联网查询
有关富强含义的故事、视频、图片等内容，
开展一系列社区采访活动。 有的学生利用
家长资源，了解家乡的历史；有的学生从其
他途径搜集家乡的珍贵资料，运用表格等
方式对信息进行整理。

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后， 小组成员
对富强的含义进行探讨， 商议如何将含
义转化为媒体画面展现给大家， 并与语
文学科整合， 交流、 补充和完善剧本创
作； 接着与美术学科整合， 结合文本解
读， 在多方面了解人物个性的基础上进
行人物传统形象再设计， 或颠覆传统形
象大胆设计出幽默、风趣的角色造型，利
用陶艺、木艺、彩绘等形式动手创编人物
形象，并分工合作完成场景等设计；然后
与音乐学科整合， 让具有语言表演天赋
的学生编制简单的背景音乐、 完成配音
配乐，配乐可以是京剧、地方戏，也可以
是民族乐器； 最后利用计算机完成作品
制作。

在学生创作 “童心诠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的活动中， 核心价值观的 24
字不再是单纯挂在墙上的文字， 而是通
过团队合作的方式， 将抽象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
“仁、义、礼、智、信”的精华融合，体现出
学生的深刻理解。

在实践中， 教师可以从上述任意一
个环节入手，打通其余相关环节，进行自
由创作、自由组合。 学生的创意来源于现
实与虚拟的结合，有时往往是一段音乐、

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场景。 这时，教学
往往根据学生最初的创意， 通过小组合
作进行创作，使教学流程灵动多变。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结合国内外对核心素养的研究，我
们确立了学生的四大核心素养， 即创新
思维、社会实践、团队合作、自我管理。 通
过儿童动漫课程的学习， 体现了核心素
养并呈现了“异想天开、脚踏实地的小公
民”这一培养目标。

同是创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作品，有的小组利用组内成员的特
长，以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体现创意，画面
疏密有致；有的小组在水墨画的基础上敷
上彩墨，使画面的色彩较为鲜亮，且自编
自导用微信支付购物款一幕，刻画出一幅
丰富的农家生活场面；有的小组直接采用
水墨， 在神舟七号的基础上想象神舟八
号， 用黑白线条表现出丰富的想象空间，
展示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课程实施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这样的画面：有的小组做得很好，其他小
组也不甘示弱 ，积极读 、品 、赏 、悟 、写 、
摄、画、配、做、创，从生活的点滴中积累
素材。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有人闯红灯的镜头。 而学生用他们的智
慧 ，创造了在 W 星球上 “红灯亮 、汽车
停，绿灯亮、汽车行”的景象。 奇特的人物
造型，不同的人物色彩，组成了让人充满
想象的画面。 一个小小的场面，却表达了
一种强烈的交通意识、 一份沉甸甸的社
会责任感。

儿童动漫作品的内容有许多源于对
童话、故事、传说、戏剧、科幻等儿童题材
作品的充实、改变和原创，源于对生活的
体验和观察， 小组合作后塑造的人物形
象，渲染的画面场景，展示的主题及情节，
运用的艺术手法， 承载的知识与逻辑，均
追求对儿童思维、 想象等心理元素的调
动，以迎合儿童的审美、求知等需求。

“自从学习了动漫，我的想象力和动
手能力变强了。 因为做动漫要有剧本，我
便开始留心观察生活，好好练习写作。 现
在，我的剧本已写 1 万多字了。 ”学生蒋
文君开心地说。

“动漫让我学会了自我管理，让我能
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学会了永不放弃。
记得一次做《穿山造趺》动漫，我们组缺
少一个会写剧本的同学。 面对困难，我们
没有放弃。 大家一起商量去现场观看，用
网络查找，一遍一遍地看拍摄的视频，足
足花了两周时间。 在这两周中，电脑和工
具书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最后，当我们
完成这个作品时，每个人都很自豪。 ”学
生周驰宇兴奋地说。

童年的心灵世界充溢着浓郁的人文
特征。 在这里， 一切可能都可以成为现
实，一切想象都是一种真实，所有情感都
无须掩饰。

在动漫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

淮河小学）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学生进行“我们把春天穿在身上”动漫系列创作

学生创作陶艺动漫作品《愚公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