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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
以向“新”诠释教育

认知

与时俱进的办学蓝图和向“新”
的教学理念，为新河实小注入了生机
与活力。向新的方向和更好更高的办
学目标迈进，是温故知新的收获，更
是对新河实小全体教职员工教育事业
的诠释。高峡出平湖，只有站在峰顶
才能体会“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和格
局。新河实小抓住了向“新”的发展
契机，高屋建瓴地不断推进。

年轻的新河实小以先进的理念开
启教育新生态，赢得社会各界赞誉，
走出了一条成熟鲜明、科学规范的办
学之路。近年来，荣获“全国新时代
体育美育基地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江苏省小学特色文化建
设示范学校”等称号。在2021年江苏
省智慧校园建设中，新河实小获评

“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校”，成为让社
会满意、家长合意、孩子如意的创新
型学校。

吐故纳新
以求“新”提升教改

质量

教研是教学的领跑点。新河实小
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通过“三
微”，即“微教研、微科研、微德
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关注学生个

性化发展；以评创优质课堂为核心，
开展同课异构展示示范教研活动，做
到课课有反思、课课有评价、课课有
提升，达到吐故纳新、融通精进的教
科研目标，回归育人本质。

学校通过教科研，提升了办学的核
心竞争力，同时开展师徒结对“三人
行”活动，一师多徒、一徒多师，并聘
请校外专家为外援，师傅引领师魂与师
能，徒弟学理念、学本领、学操守。

学校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分层
打造师资梯队，在落实责任的同
时，赋予各级师资不同的担当：骨干
师资——示范引领，责任担当；成熟
师资——研学思考，稳定创新；青年
师资——个性发展，有效提升；新进
师资——文化认同，快速融合。

建设特色鲜明的师资队伍，才能
扎实履行学校的使命和担当，让“双
减”脚踏实地扎根而非“飘”在云端。

课程创新
以践“新”构建特色

课程体系

1.课程“三级共进，两翼齐飞”
构建“国家课程、地方综合实践

课程、学校个性化和拓展性课程与微
课程”的“三级共进”课程设置，实
现校本课程和班本课程“两翼齐飞”、
别具一格的课程体系。

“润泽生命”无声融入课程，新河
实小悄悄地完成了这一使命。“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不仅是境界，更
是于细微处的行动。

在完成国家规范课程方案的基础
上，学校结合当地实际需求，经过充
分的科学论证，在尊重教育成长规律
的前提下，构建创新了“小水滴”延
时服务校本综合课程。让孩子快乐幸
福成长，不仅是“润泽生命”的灵
魂，更是迎接教育春天的路标。正如
朱自清先生脍炙人口的名句“盼望
着，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新河
实小展开了这一教育新样态的画卷，
让孩子不仅接受知识的滋养，更得到
了人文的润泽。

新河实小充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校本综合课程，确立了涵
盖“健康、阅读、艺术、科学、综
合”五大领域，以“读、写、算、
思、创、健”六大核心竞争力为载
体，以“呵护好奇心、发展思考力、
提高专注力、形成秩序感”为育人目
标的课程体系，激发每一粒“小种
子”与生俱来的潜力，即“内生力、
内张力、内定力、内省力、内核力”，
对应形成“我是、我能、我行、我
持、我变、我达”的个体成长表征。
在课程实践中，培养学生“自主、自
信、自律”的独立性，让学生逐渐养
成“好人缘、好性格、好品格”，具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的事情学着
做，大人的事情帮忙做，热爱的事情
创造做”的优良品质，以健全独立的
人格、道德品质和智慧立足社会、服
务社会，为开创未来打下良好的基
础，实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
教育成长蓝图。

健康提升。努力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资源共享的生命教育体系，
引导帮助学生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
义。通过专题讲座、生命教育板报、
场馆参观、主题班队会、安全演练等
形式，培养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
自我保护意识；通过环境教育、禁毒
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等专题活动，提
供灵活多变、丰富多彩的生命教育体
验；通过“四自”心理教育活动，培
养学生“自律、自信、自爱、自在”
的意志品质，进而引导学生关爱生命，
思考探究生命的价值意义，从而建立
积极的人生态度，让生命精彩无限。

阅读提升。以兴趣为导向，以激
励为取向，以积累为基点，带领学生
走进经典，通过“中华经典诵读、亲
子阅读、阅读伴我成长”等活动，尤
其是学校开展的“新·光”读书活
动，不仅培养了学生“胸藏文墨怀若
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从容气
质，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学校人文素
养的“软实力”，让学生在阅读中心有
光明，探索生命的意义。

艺术提升。生活离不开艺术。学

校通过手工、油画、管乐、古筝、国
标舞等艺术形式，让学生发现美、寻
找美、激发美，体验生活中的美好，
拓宽生命的厚度和温度，亲身感受到
生活的暖意，发现、奉献、回馈与众
不同的艺术生命价值。

科学提升。通过设置不同的场
景，如“找空气、纸船承重、机器
人、橡皮泥小船载重、模拟观测月相
变化、扑克牌高塔”等，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学生探究和分
析问题的能力与习惯。

综合提升。培养学生的科学实践
能力，通过体验湿地活动、社会实践、
社区服务、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冬
夏令营等，引导学生将认知转化为社
会责任感，培养动手实践能力和社会
适应能力，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

2.玩转足球，擦亮校园名片
永不言弃的精神是足球运动的魅

力之一。“新河小足球”是新河实小校
本课程的“领头羊”。足球融入校园生
活，为学生增添了不少乐趣，让学生
尽情奔跑、展现力量，活跃身心、释
放活力。校本足球课程已经成为新河
实小特色内涵发展的品牌标识，省内
外知名的“圆·梦童年”足球特色课
程，助力学校获评“江苏省校园足球
工作先进学校”。校园足球已经成为新
河实小的特色课程名片，是一道亮丽
的校园文化风景线。

3.“e平台”建设，信息化课程
初显魅力

校本综合课程借助“e平台”，建
设了校园电视台、数字化实验室、创
客教室、3D打印室、小浪花剧场、机
器人搭建教室、电子阅览室等，不仅
丰富了校本综合课程的内容，还建立
了特色社团，为拓宽学生看世界的眼
界和格局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支持。同
时对校园动态管理、提升教学效果、
打造教研中心资源库和学校自主资源
库、校园安全等提供了强劲保障。

4.身心管理，“四有软课程”保障
硬实力

新河实小打造“自律、自信、自
主、自在”的身心管理“软课程”，健

全学生心理品质。通过“找爱的细
节”、每周一歌、每日一唱、“四自”
少年评选、走进工厂、走进农田等活
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全面提
升学生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助力学生做“心想事成
的自己”。

评价创新
以赋“新”细化落实

评价体系

新河实小回归课堂教学本质，倡
导教师尊重每一名学生，制定了《学
生评价量表》等评价制度，搭建个性
化发展平台，通过乐考嘉年华、读写
大赛、才艺展示等活动，让学生在学
习中获得成就感，充分发展。

学校建构了“激趣→认知→实
践→创想”的深度课堂文化，致力让
学生达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
然”的学习境界，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调整作业形式，实施“长作业+
短作业+主题作业”，以短作业巩固课
堂教学成果，主题作业可为期一周、
一月完成；采取跨学科设计内容，发
掘学科间的联系，融合不同学科；
教师通过指导作业，鼓励学生开启
探究性小课题；近几年还进行学科
述评活动，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学
习状况。

新河实小通过切实可行的评价制
度和体系，保障作业管理精细化、减
负提质可视化、课堂教学融合化，将

“减”落到实处，将“增”落到课堂文
化、师资队伍高质量建设、教科研精
致细微化、智慧校园服务化等领域，
真正让孩子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

新河实小有河一样的校园文化，
柔和细腻又包容灵动；有河一样的教
学氛围，刚柔相济又润物无声。新河
实小的每一名学生、每一名教职工都
浸润在“河文化”中，学校以新的教
育品牌润泽新河学子的童年，让每一
个孩子都成为新河中晶亮的水滴，成
长为新时代的好少年！

（陈丽）

江苏省盐城市新河实验小学

润泽新时代童年 塑造新品牌教育

江苏省泰州市扬子江小学建成于
2015 年，位于长江之滨。办学以来，
学校从长江地域文化提炼出“诚 慧
容”校训和“让我们大家都出彩”的
办学理念，以“办一所值得师生回味
的学校”为愿景，全面构建育人体
系，打造长江文化课程。

传承长江文化
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长江经济
带生态环境保护，倡导保护长江文物
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
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将长江文化的传承
提升到重要的位置。

学校积极致力于长江文化课程的
开发。课程开发项目小组仔细研读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系列丛书，查阅
历史资料，了解母亲河的历史与现
在，提炼出以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敢为人先为内核的长江文化精神，整
合资源，构建系列长江文化项目化课
程，传承长江文化特质。

优化育人载体
促进育人目标落地

1.开发项目课程。立足本校实
际，规划六个系列长江文化项目化课
程：（1）稻作文化课程：关注劳动教
育，厚植诚实勤劳；（2）饮食文化课
程：关注生活教育，厚植健康审美；
（3） 古城文化课程：关注爱国教育，
厚植家国情怀；（4） 舟船文化课程：
关注实践教育，厚植智慧创新；（5）
丝绸文化课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
厚植自信包容；（6） 水利项目课程：

关注环保教育，厚植自然和谐。在课
程构建中不断优化，有逻辑地推进课
程实施。

2.构建活动体系。开展“寻梦”
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实地考察；举行

“江·月”主题中秋诗会，吟诵诗篇；
读书节、科技节、艺术节、戏剧节，
学生一次次参与体验，激发走近长江
的兴趣和探究欲，浸润在浓厚的长江
文化之中，由内而外成长为有民族根
基和世界眼光的一代新人。

实施学科统整
促进课程开发能力提升
1.统整学科，设计课程。分年级

开发6个系列36项子课程，推进年级
组、学科组研制课程群建设方案。以
长江稻作文化为例，语文课，学生走
进田野观察水稻、诵读稻作诗文；数

学课，学生用秤称稻子质量、制作稻
田灌溉模型；科学课，学生观察水稻
种子发芽的过程；音乐课，学生唱劳
动民歌、跳庆祝丰收的舞蹈……从确
定主题到分科设计，再到多元呈现，
各学段突破学科间的壁垒，打通学科
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树立了大课程观。

2.深耕课堂，创生课程。教师捕
捉课程资源，把握学科本质，立足学
生成长，充分发挥主体创造性，将静
态知识创生为课程。以长江古城文化
课程为例，或探索古城诞生，或欣赏
城邑风格，或聚焦历史变迁，或重温
古城守护史。教师从文化背景、历史
沿革、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中整合教
育资源，指导学生绘制别具风情的长
江风俗志，领略古城文化的传承性和
张力，实现学科内外、领域内外资源
融合。

注重实践探究
促进学生学习方式转变
在长江文化项目课程的学习中，学

生就本年级研究主题成立项目研究小
组，借助前置探究单开展探究。他们查
阅相关资料，融汇各学科知识，在思
辨中选择，在研讨中提炼，在相互补
充、相互质疑、相互评价中深入探
究。在实践探究中，学生不仅获得了
知识、拓宽了视野，而且学会学习、学
会研究、学会分享，优化了学习方式。

探究分享之后，各研究小组进行学
习评价和交流展示。学习评价可以就
某个问题分析，也可以提炼总结整个学
习过程。交流展示则不拘一格，有的以
表演呈现，有的开展论坛或讲座，有的
展示作品，学生在交流碰撞中厘清观
点、拓展思维，进一步丰富对长江的认识。

追求课程共享
促进长江文化共建

1.建设物型文化。今年1月，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这是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
程。基于长江文化课程研究成果，学
校建设了文化展馆和扬子江文化水
景，展示江边生活实物和历史画面。

2.成立长江文化校际联盟。以长江
为纽带，共同研究长江文化，实现课
堂共建、文化共建、课程共建。现有
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寄宿
制小学、云南省临沧市双江自治县大
文中心完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甘洛县里克乡中心小学校、重庆市沙
坪坝区土主镇小学校、湖北省荆门市
掇刀区十里牌小学、安徽省铜陵市爱
国小学、江苏省镇江市江滨实验小
学、上海市虹口区第六中心小学等13
所联盟学校。

长江文化课程是时代的呼唤，学
校将进一步建设好课程，接续千年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传承长江文化，
俯瞰中华文明，培养具有民族根基和
世界眼光的一代新人。

（张晖 张蓉）

弘扬长江文化 接续千年文脉
——江苏省泰州市扬子江小学打造长江文化课程

济南市钢城区实验学校

播种“行知园”收获真善美
“这棵卷心菜好大呀！”“老师、老

师，我一下子就收了12只马铃薯，比
他们都多……”刚过夏至，济南市钢
城区实验学校的劳动实践基地“行知
园”里，初二年级学生正在上劳动教
育课，一边挥汗如雨地采摘蔬菜，一
边兴高采烈地展示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济南市钢城区实验学校始终重视
学生素质教育。近年来，把劳动教育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优化劳动
教育资源，初步形成课程完善、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劳动教育体系。

因地制宜
打造实践基地

学校认真贯彻“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
动、创造性劳动”的要求，经过充分
研究和科学谋划，将校园西北角近一
亩的闲置场地于2021年冬季整修为农
业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命名为“行知
园”，践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活即
教育，知行合一”的育人理念，构建
师生“教学做”一体的教学场景。

学校配备专职劳动课程教师，聘
请高级农艺师指导，精心编写劳动
实践校本教材，通过整地、栽种、
采摘等真实的劳动体验，让每一名
学生都动手动脑、出力流汗，亲历劳
动过程。

菜园虽小，但学校通过完善设
施，丰富劳动实践教案，建立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听取教师和
学生的意见建议，将“行知园”逐步
打造为“农业+科技+生态+文化+低
碳+健康”的劳动实践基地。

集中体验
弘扬劳动精神

在基地建设过程中，开荒、除
草、犁地、播种、浇水、施肥，各年
级全面参与，每一名学生都到田间具
体参与种植与管理，了解各种蔬菜的
特性和种植过程，观察蔬菜的生长过
程并做好记录。

学校在基地一角搭建了温室大
棚，在不同季节提供适合学段特点的
劳动体验平台。秋翻耙地、整地作
畦、铲地培土、除草施肥、收获采
摘，随着春夏秋冬季节轮回，汗水挥
洒在田地里，笑声回荡在果蔬间，学
生树立了劳动意识，掌握了劳动技
能，收获了劳动乐趣。

学校将劳动教育与实施“双减”
结合，将基地的各项具体任务分配到

班级，各班级在课后活动时段轮流参
与基地种植管护，划分不同区域，在
比拼中力争上游。

“我家孩子上完劳动课回来，吃得
香，睡得甜。”“现在孩子吃饭可珍
惜，再不挑菜剩饭了。”家长纷纷给教
师留言。“行知园”让学生体会到了

“粒粒皆辛苦”。
学校以“上好一节劳动课、种

（养）好一亩三分地、开展一场劳动分
享会、争当一名劳动之星”等路径构
建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增强学生的劳
动意识、劳动技能和劳动能力，使学
生逐步理解和形成正确的劳动观。

学科融合
收获全面成长

蔬菜地里写生，寻找菜地里的语
文资源，测算轮作间作时间，改良土

壤成分，病虫害生物防治……“行知
园”就是一个教学资源库。学生在学
习中劳动，在劳动中学习。

学校将学科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
合，开发出田园语文、农耕数学、魅力
科学、多彩美术等融合课程，编写了
《青青园中葵》《食育》等校本教材。

全科渗透，将劳动教育的思想观
念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既开拓视
野，又引发思考。低年级学生问：菜
园里能长豆芽吗？马铃薯为什么埋在
土里？中年级学生思索：现在菜园面
积小，能立体种植吗？如果晚间加上
紫外线灯照射，蔬菜会不会长得更
快？高年级学生提问：大白菜种植前
茬应该是早熟黄瓜还是西葫芦？怎样
将两年生蔬菜压缩到一年期收获？为
了寻找答案，学生有的去请教农民，
有的去图书馆查资料，还有的去乡下

观察记录。
学校在“行知园”推进班级自

主管理、自主合作，引导学生全心
维护蔬菜茁壮成长，开展自主探究
式学习和社会实践，既学习必要的
劳动知识和技能，又形成健全人格
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涵养不畏
艰辛、崇尚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

通过“行知园”建设，学校总结
凝练了“浇菜浇根，育人育心”的教
育理念。“施以水分和用心的照料，蔬
果会茁壮生长；同样，施以肯定、鼓
励、安慰和信心，学生才会全面发
展、健康成长。”全体教职工一致认
为，“我们要发挥劳动综合育人功能，
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
劳育美、以劳创新，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陈茂军 张连臣）

““行知园行知园””

自古河畔多灵性，从来辈出英杰人。河流孕育滋养了人类，延续了人类
的文明和文化。在风光旖旎的串场河畔、清澈长流的通榆河边，矗立着一所
古典与青春交融的学校——江苏省盐城市新河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新河实
小”）。

新河实小以“营造师生共同发展的精神家园和成长乐园”为办学目标，
树立“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新河中最晶亮的水滴”的育人理念，以“河文
化”为文化内核，构建“上善若水，积水成河”的文化主题，用“若水情
怀”育学子，以“成河精神”润桃李，形成以“润泽生命”为内涵的鲜明办
学特色。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快乐健康地成长，让每一个生命都绽放精彩。

校园足球取得优异成绩校园足球取得优异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