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约”读书吧
在辽宁省沈阳市第四十三中

学， 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莫过于
“博约”读书吧，吧内设有图书借阅
室、报纸阅览室、专业期刊阅览室、
休闲书吧等，书吧门口还设有休闲
桌椅，可供全校师生读书休息。

“博约”读书吧的书籍除了学
校统一采购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师
生捐赠。 师生将书带到读书吧，被
盖上统一的印章， 标注捐赠人姓
名，放在指定区域。

“博约”读书吧定期举办针对
教师的新书推荐、读书分享、读书
论坛活动，还举办以学生为主体的
“书香校园，阅读成长”好书推荐活
动，让每一个校园人都真真切切爱
上读书。

洪晓婷/摄

走进学校图书馆

媒体看点

【发现美好课程】编发学校某一个
课程或某所学校的课程实践。 3500 字
左右。

【课程图纸】与学校课程的报道相
比，此栏目呈现学校的课程方案。 3000
字左右。

【教室叙事】聚焦班本课程建设和
班级管理， 其中班级管理的内涵涉及
学生行为、学生心理等课程性指导，真
正让教室一头挑着课程， 一头挑着生
命。 1500 字左右。

【向谁提问】提供学校间跨地域交
流，打破沟通围墙，让学校之间就课改
的相关问题展开互动，欢迎提问。

【文化宝丽来】用图片展示学校文
化的一隅，来稿请配文字解读。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称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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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实践活动课中的语文学科素养
□吴海丽

英国诗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弟弟
的秘密》一书中写道：我在你的花园种了两
块糖果/因为你爱糖果爱得疯狂/我原以为
会长出一棵糖果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
但是现在它将融化，随雨而去……

类似“种糖果 ”这样的天真想法 ，不
应该仅仅出现在诗歌或定格在电影的镜
头里，我们可以让“种心愿”变成可以观
照和触摸的现实。

结合课文《走，我们去植树》的拓展学
习，我设计了“春天，我们种下”的课程，并
发动家长参与组织实施主题亲子活动———
在军山开展“植树种下心愿瓶”活动。

带领学生开展植树活动并不新鲜 ，
但是，满怀童心和诗意，对植树活动稍加
创意，与学生一起“写心愿、种心愿 ”，遥
想若干年后的浪漫， 才是此课程的最大
亮点。

我们引导学生写下心愿， 然后选择
一个漂亮的瓶子把它装起来， 与小树一
起种下。 这样的设计让原本平淡无奇的

植树活动焕发出神奇的魔力， 迸发出生
命的光彩。

我在微信群给家长留言 ：“亲们 ，提
醒孩子给未来的信要精心准备哦！ 等他
们长大成人后领着自己的男朋友、 女朋
友、家人到自己种下的树挖‘宝贝’时，那
情景多美！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此举受
到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他们纷纷在班级
微信群晒美图 、 晒心情———“小眼睛王
子” 的妈妈说：“树下埋着一个玻璃瓶装
着的秘密，日后待她长发及腰，一个男孩
牵着她的手，一起挖出瓶子时的心情，我
都有点嫉妒呢！ ”小仁妈妈说：“小曹手里
捧着的许愿瓶装着我家小小曹给 20 年后
的自己写的一封信， 许愿瓶伴着香樟树
一同种下期望和梦想， 多年以后再来寻
找儿时的脚印，美景令人羡慕！ ”不仅如
此，妈妈们还童心大发，纷纷表达了与孩
子一起播种美好愿望的期待。

为了使学生在这次活动中能充分体验
到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自我对话的快

乐，我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出发，与同事一起
为学生设计了一份综合实践作业 《我的小
树》，包含 7 个板块：小树有一个美丽的名
字， 小树长得很好看， 小树有许多亲戚朋
友，我给小树许下美丽的愿望，我给小树找
到一个美丽的家，我亲手种下小树，我体验
到植树的快乐。 作业的目的：引导学生从名
称、样子、种植过程等角度，对所种植的小
树作全方位描述和介绍。

这样的设计方案，将研究性学习与实
践性体验相结合，前 4 个板块由学生参考
资料完成，后 3 个板块需要学生通过实践
进行提炼和总结。 事实表明，该项综合实
践作业，既给学生指引了实践的方向和目
标，也为后续的习作进行了铺垫。

在“小树长得很好看”板块中，有的学
生这样介绍自己的小树———挖完坑，我才
有空细细打量起我的小树：笔挺而苗条的
枝干极为修长，绿色头发优雅自然，犹如
妙龄少女，虽然枝干有些粗糙，但这丝毫
不影响它的美丽。 看着树枝上的点点新

绿，我感受到了勃勃生机的内涵。
活动难搞事难做，要想成功有序地开

展一次活动，单纯依靠教师的一己之力是
不够的。 这时，如何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
性，挖掘家长背后的社会资源并进行优化
整合，考验的是教师的能力。

经过近 4 年的磨合，我们班的家委会
成员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责任分工：有专
门负责班级资金的“财务大臣”，有专门负
责活动策划的“诸葛妈妈”，有专门负责实
地考察的“勘探队”，也有专门负责后勤保
障的“安心妈妈团”。 他们组成了强大的
后援团，使我可以安心专注地设计课程，
进行个性化指导。

人文性和实践性是语文课程的基本
属性，两者自然融合、互为促进，对有效培
养学生良好的语文素养极为重要。 我们
在进行课程设计时，应致力于优化两者的
关系，提升语文实践活动的品质。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师范第二附
属小学）

教室叙事

向谁提问

我答： 无论是课程内容的改变还
是课堂形式的改变， 都要把着眼点放
在发展学生、解放学生上。 课改不是让
教师东奔西走参加会议， 也不是在校
园悬挂与课改有关的横幅标语， 真正
的课改永远发生在教师用“课改”的方
式重新定义新课堂。

正是因为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教育
的认识不够深刻，才导致了课改“热闹非
凡”的表象。课改的推进首先是教育者的
自我觉醒， 这种觉醒体现在对人的认知
规律的重新认识，对传统课堂、传统教育
的深刻反思。 教育者的自我觉醒才能解
放学生的思想，才能解放教师曾经“牢牢
掌控”在手中的课堂。教师对教育的认识
直接影响一个人对待课改的态度， 把课
堂、校园生活的主导权交给学生，让学生
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这是课改的一个
重要目的。

以往， 我们对课堂的评价是通过
“听课”完成的，现在我们对课堂的评
价是通过“看课”完成的。 这是传统课
堂与课改后的课堂在形式上的最大不
同，传统课堂看重的是教师教的艺术，
课改后的课堂看重的是学生学的能
力。 这样的转变恰恰体现了我们对课
堂、对学生的定位与认识，从而体现了
我们对教育的认识。

课改不是领导的行政命令， 不是
为了课堂的热闹而让师生共同参与
“僵硬的表演”， 更不应该像一阵风最
终趋于平静， 课改是教育者对师生关
系、教与学关系的重新定位，是教育者
对教育的重新认识与理解。

（山东省临沭县兴华学校校长高林）

我问： 有人说，课改是一阵
风，刮一两年就风平浪静了；也有
人说，课改就是让师生知道我们
在课改。请问：第八次课改以来，
中国式课改是不是一阵风？如何
避免一阵风现象？
（宁夏彭阳县第二中学教师杨宁民）

我问：从 2014年秋季起，学
校开始建设校本课程。经过近两
年的探索，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
何利用课程的多样性丰富学生的
内心世界，并让学生在课堂之外
激发自己的潜能？
（甘肃省庆阳第五中学教师张武庚）

我答： 上述两个问题涉及课程的
育人目标，包括培养情感、锻炼意志、
提升能力、树立价值观、促进思维发展
等。结合课程多样性的特征，可做如下
尝试。

首先 ， 对课程内容进行梳理归
类、融汇整合，明确适合学校发展、学
生成长的领域。 例如，北京中关村一
小的课程领域包括： 道德与公益、语
文与人文、数学与科学、艺术与审美、
体育与健康、国际理解。 这些领域兼
顾了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又涵盖
了知识、能力、思维、情感的培育。

其次， 对实施课程的方式进行优
化，找到适合学生发展的兴趣点。课程
是一个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 “知识—
活动”体系。 学生只有通过活动，才能
使心智得到发展、能力得到提升。在具
体实施中， 可以通过几方面的结合均
衡学生的发展： 教师传授与自主探究
相结合，知识习得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动手实验与深思撰文相结合，等等。

最后， 对课程多样性的评价体系
进行细化， 促进学生进行有价值的学
习。 在校本课程的评价中，项目细化更
有助于发现学生的亮点。 例如，对参与
活动的评价， 不仅包括活动中获得知
识、完成质量、形成成果的评价，还应包
括认真倾听、自主学习、提出有价值的
问题等项目。在动态、多元、尊重个体的
评价体系中，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开阔
思维、激发潜能，这才是有价值的学习。
（广东省珠海市第五中学副校长张健丽）

体育课，这样上才是改革趋势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
时间”，学校体育列入政府政绩考核、明确改革体育课程设置等提法，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对于学校来说，设计
好课程频次、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才能撑起体育课程的底气，从而培养学生终身受益的锻炼习惯。

为什么要远离田径

一节节看似普通的体育课， 不仅直
接牵动着青少年体质的 “生命线 ”，更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一生的运动基础和
体育价值观。 按照有关体育课时的规定，
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课时，三至六年级
和初中阶段每周 3 课时，高中阶段每周两
课时。 而一项调查显示，中小学能够达到
这个标准的不到 70%。 “这几年体育课被
挤占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但是初中毕
业班、高中毕业班的体育课，仍得不到课
时保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卫生
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键表示。

即便是开足课时的体育课， 也可能
出现“注水”现象。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邱隘镇实验小学校长沈斌坦言：“学校体
育教师数量不足，基本都在超负荷工作，
有时只能由班主任或从社会招聘教师代
课，体育课容易变成活动课。 ”在他看来，
保障体育课正常开设和运转的前提 ，是
按照学校体育实际需要配备体育教师 ，
并给予相应编制。

如果以“开足开好”作为体育课的标
尺，城市学校的情况要好于农村学校。 而
重要考试前的时段， 则是普遍的 “重灾
区”。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
宗平认为，体育课不仅要在制度设计上常
态化，关键是不能定位成“副课”。 “以前的
文件力度也很大，为什么作用不明显？ 主
要在于执行政策规定不连贯，加大体育课
的分量，文化课相应要适当做减法。 ”

从“田径思维 ”转化到 “球类思维 ”，
被吴键视为体育教学改革的趋势。 德国
曾做过实验，以球类活动、球类游戏吸引
孩子参与锻炼，建立快乐运动体验，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连国际田联都倡导青少
年远离‘枯燥的田径 ’，在世界各地推行
少儿趣味田径， 我们的体育课也应该多
样化，除了基础教学，引导学生掌握一两

项运动技能。 这样，学生在课外活动时也
不会无所适从。 ”吴键说。

沈斌做过比较，美国中小学大多数班
级不超过 25 人，而宁波中小学每班 45 人
至 50 人。不同的国情，意味着体育课无法
照搬国外，只能进行本土化探索。 目前，
浙江省在体育教材上有一些创新，比如小
学一、二年级是游戏化教学，三、四年级教
单个动作，到五、六年级再通过比赛强化；
高中阶段则采取模块制教学， 全年级打
通，按体育项目分班，让学生在篮球、足球
等项目上自由选择。

“变脸”体育课程

“我们现在每周有一节体育课开展民
族体育项目，像‘鲤鱼跳龙门’、多人竞走、
钻木洞、抽陀螺等，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
都提高了。 ”北京香山小学的体育教师齐
超说。

前几天，浙江省杭州市半山实验小学
举行校运动会，校园一片沸腾！ 与多数学
校的运动会不同，他们举行的是“全员运
动会”：改革传统运动项目，创新团队类项
目， 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真正的运动员。
最特别的是，比赛场到处可见“软式棒垒
球”身影，软垒棒素质操、跑垒争先、垒棒
风火轮……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软式棒
垒球是一项刚刚兴起的新项目，被半山实
验小学引入后“落地生根”，风靡校园。

秉承身体第一的理念， 半山实验小
学不断丰富体育课程， 使运动成为一件
让人期待和快乐的事。 具有校本特色的
软式棒垒球课程， 从 2011 年开展至今，
班班有队伍、人人皆能打。 2014 年，学校
被中国垒球协会授予 “中国软式棒垒球
实验学校”。

刚开始， 学校先在社团小范围内开
展活动，学生很喜欢，一年多之后才正式
设定教学内容和目标， 列入全校体育课

程。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普及软式棒垒
球，改建场地、增加配备，师资力量也不
断增强， 专职体育教师相继拿到软垒 C
级、B 级教练证。 同时，学校完善评价机
制，举行基本功过关测试，开展亲子嘉年
华、班级联赛等活动，形成了 “人人有技
能，个个懂术语，班班有队伍 ”的校园软
式棒垒球运动氛围。 借助软式棒垒球平
台，半山实验小学学生也开始走出校门，
不断开阔视野。

在半山实验小学校园内， 除了软式
棒垒球外，体育课程的改变还有许多。 全
员运动会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对运动项
目的调整和创新， 在竞技的基础上增加
趣味性和合作性。 运动会也不以班级为
单位，而是将全校学生分成两队，人人都
是运动员、人人都是啦啦队。 社区、家长、
学生、教师一起参与，传递给孩子们运动
是终身的、运动是全民的健康理念。

学校也对体育大课间做了改革。 “以
往以体测项目为主比较单一， 现在我们
把大课间设计为多个版本， 如晴天和雨
天系列，天冷和天热系列。 ”体育教师饶
龙飞自豪地说，“冬天有《功夫熊猫》的排
舞，雨天有手指操训练等。 ”此外，学校体
育组面向学生开展“你还想玩什么项目”
征集活动。 随后，学生喜欢的风火轮、飞
盘、陀螺、高跷等项目被引入校园 ，大课
间成为人人都喜欢的活动时间。

学校的体育作业也很有特色， 比如
每次长假，体育组都会布置一项作业：学
一项你喜欢的体育技能。 开学时，学生带
着技能返校，骑自行车、滑轮滑、抖空竹，
中午时间的校园， 成为学生展示体育项
目的专场，每个学生都很有成就感。

兴趣体育不可一刀切

今年6 月，在苏州的一些校园将会看
到这样的一幕：学生排好队，戴着头盔 、

系着安全绳、握着绳索，在教练的指导下
奋力攀爬大树。 这不是为了玩耍，而是一
项体育课的内容。 据了解，苏州登山户外
运动协会正在培训教练，将由他们指导学
生爬树。 爬树爬得好，有可能被计入学期
成绩。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连续多年呈下降
趋势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针对中
小学生体育锻炼的专项调查表明，学生体
质状况不容乐观，小胖墩、豆芽菜体形的
学生比比皆是；中小学生近视眼比例更是
高达 53.3%；半数以上学生每天锻炼少于
1 小时。 苏州市的一些学校将开设爬树
课，体现增强学生体质、加强青少年体育
锻炼的善意。 曾几何时，爬树、掏鸟窝、捞
鱼摸虾、粘知了是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
不可或缺的内容，如今的孩子离这样的玩
耍越来越远。 然而，爬树毕竟不是一项十
分安全的体育项目，也并非每个人都喜欢
攀登爬高。 有网友提出：“不如买一套攀
岩设备让学生练习，这个更安全，攀爬树
木万一枝断很危险，同时又破坏树木。 ”

其实，在美国至少有 1000 所学校开
设攀树课程。 2012 年，攀树运动课程率
先在厦门大学开课，60 名大一新生成为
首批学员。 攀树这样的运动对锻炼四肢
协调能力、专注力都有很大帮助。作为一
门兴趣课程， 让愿意参加这种户外拓展
训练的孩子学习， 当然安全保障不能忽
视。 但是，兴趣要变为课程，表现被计入
成绩，就大可不必了，毕竟每一个学生性
格兴趣、身体素质各有差异，爬树这样的
项目并不适合每个人。

提倡素质教育的当下，校园生活不妨
再丰富些，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尝试不妨再
多些，同时对学生整齐划一的要求可以再
少些，这样的教育才会让每个学生都熠熠
生辉。

▲ ▲ 据《人民日报》、《杭州日报》、《山
西日报》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