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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视界

屈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湖北省宜昌市宝贵的文化
资源。宜昌市西陵区绿萝路小学以屈原文
化为精神内核，把屈原文化融入教育的各
环节，培育有民族魂魄的新时代青少年。

传承屈原文化的系统性，让屈
原精神融入学校文化

绿萝路小学以“绿萝”为名，与屈原
香草诗赋同根所系；以“求索修远、快乐
向上”为校训，与屈原求索精神同脉相
连；以“自然的生态、自由地生长”为办
学理念，与屈原独立人格同频共振。

屈原文化进入校本课程。学校聚焦学
生核心素养，探索德智体美劳“五育”融
合大教育。德育课上，学习传统礼仪，开
好“寻找屈原”班队会；语文课上，吟诵
屈原经典诗句，感受中国古诗词的浪漫；
体育课上，开展划旱龙舟等传统趣味体育
活动；劳动课上，学生走进香草园，跟着
《楚辞》识植物，种植橘树和药材，并制
作植物二维码；课后服务平台开设皮影
戏、茶艺、古琴等9个非遗社团，在皮影
戏社团，学生自编自导演绎屈原故事，感
悟他深固难徙的爱国情怀。

屈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学校打造了
修远廊、橘颂坊、天问角等校园九景，名
字均取自屈原作品或诗句，努力让校园环
境为育人赋能，让屈原文化自然流淌在心
间。

修能班、方正班……各班班名以屈原
作品中的字词命名。校园内有摆放绿植的
窗台“菀青台”、展示学生作品的“舒志
墙”等，学生争当校园文化讲解员，屈原
文化之根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突出屈原文化的普及性，让屈
原精神浸润学生心灵

经典诗文人人读。从大雅歌唱到浪漫
独创，屈原留下了精彩绝伦的文学财富。
学校致力于让校园飘满书香，成立“快乐
阅读”课题研究团队，开发“快乐阅读”
手册，打造“朝吟诗词赋、午读整本书”
的阅读模式。每日清晨，全校学生吟诵屈
原名篇佳句，以诗词背诵为载体，品味
《离骚》的隽永，深悟《橘颂》的醇厚。
午间时分，师生共读一本书，低年段以
《神鱼驮屈原》等绘本阅读为主，高年段
以《中外名人传记——屈原》等书籍阅读
为主。晚间半小时是亲子伴读时光，学生
向家长讲述屈原传说故事，让屈原文化走
进老百姓家中。

“少年诗人”月月评。学校开展“跨
越千年的问候”三行诗比赛，鼓励学生说
一说心中的诗与远方，写一写眼里的盛世
中国，根据学生互评、老师评、家长评全
方位的评价体系，角逐出“少年诗人”，
让学生收获成就感。

弘扬屈原文化的实践性，让屈
原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过好端午节。每年端午节，学校会开
展九歌讲坛知端午、雄黄画额过端午、粽
叶飘香缅屈子、心灵手巧做香囊、齐心协
力赛龙舟等系列活动。学生在探究式学习
中了解文化习俗，在创新式展演中丰富审
美积淀，在体验式活动中树立文化自信。

重走少年屈原路。学校积极探索
“1+N”校外实践活动。“1”即屈原文化
主题研学，将研学旅行与屈原文化相结
合，让学生在行走间跨越时空对话屈原，
真正读懂屈原文化内涵。如寻访屈原之乡
乐平里，带领学生参观少年屈原成长的地
方，将文本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走进屈
原祠，近距离感受屈原的魅力。“N”即根据
活动性质将实践分成N类，开展研究性学
习和社会实践。学校成立“滋兰树蕙”志愿
服务队（“滋兰树蕙”取自屈原《离骚》诗句：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利用
音频、视频和“屈原小剧场”深入社区、街道
和公园，讲好屈原故事，让屈原文化更具亲
和力和感染力。

文化赓续，经典永传。绿萝路小学推
动屈原文化进校园，让屈原文化在学生心
中扎根，为学生积蓄前行的力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绿
萝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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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协和中学趣园里，一个已经8年半
没换水的锦鲤池，水体依然清澈见底。这是学校
师生们的创造性劳动成果。2006年，由于地形
特殊，该人工水池不能外加过滤池。在广州市协
和中学教研处主任郭永峰、水电工程师等人带领
下，学生利用珊瑚砂微孔丰富、能实现生化过滤
的特性，以项目研究为抓手，探索建设珊瑚砂过
滤系统。他们运输、加工材料，在池底埋下水管，
铺上2吨珊瑚砂。该系统投入使用后，每年节约
用水约500吨。

这只是广州市协和中学学生通过创造性劳
动，践行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缩
影。自2001年以来，学校以“和”文化为指导，以
E－STEM教育为理念，构建具有生态特色的校
本劳动教育课程体系，推动劳动教育与生态文明
教育相融相促，全方位培养学生劳动素养，引导
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引导学生动手建设和谐共生的校园

广州市协和中学的澳园池塘于2006年建
成。经过池塘时，师生常看到小蟾蜍的尸体。他
们调研发现，蝌蚪发育为蟾蜍后，因池塘水面距
地面较高而上不了岸被淹死。学校多届学生想
方设法，动手制作阶梯，供小蟾蜍爬上岸，但通过
纸皮板或木板制作阶梯的效果均不理想。

2016年，林衍鎏等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咨询
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专家等，用PVC管
制作排水排气装置，栽培玉龙草，制作可长期放
置、融于自然的“生命绿阶梯”。“生命绿阶梯”研
究课题获得广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
奖。从纸皮板升级迭代到用植物做阶梯，广州市
协和中学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调动智慧解决

新的问题。
“我们项目研究是允许失败的，相比劳动成

果，我们更注重劳动过程，鼓励学生多动手尝
试。”广州市协和中学校长何冠南表示，如今在学
校校园里，有很多自然与人、生与生、生与师和谐
共生的景象。这正是学校基于生态教育特色优
势，以劳动教育作为新杠杆，让“构建协和教育生
态文化，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教育理念出新出
彩。

每到一定时节，广州市协和中学师源楼楼顶
都会出现蝴蝶纷飞的盛况，一只只蝴蝶在空中翩
翩起舞，与园内缤纷的花卉相映成趣。这是学校
开发的蝴蝶养殖课程的成果。学生邝美玲运用
蝴蝶养殖课程知识，种植多种植物、搭建纱网、孵
化蝴蝶，“从发丝般大小的幼虫，到肉嘟嘟的五龄
虫，再到蛹，只经历了短短几周时间，我感叹生命
成长的奇妙”。

如何以课程建设为关键抓手，推动劳动教育
与生态文明教育互融互促？这是广州市协和中
学探索的重点。学校根据不同阶段建设发展所
需，将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与园林景观建设、课程
特色、项目学习等紧密结合，开发“蝴蝶园”等发
展性课程。学校还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开发校
园生态种植课程，与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共建劳动教育基地，共同开展劳动教育课程研发
及实践。

学生在项目化实践中进行创造性劳动

“我们观察到奉园池水浑浊，决定将改善水
质作为小组研究性学习目标。”在园林承包管理
申请表上，广州市协和中学高一（1）班冯明濠等
十余名学生申请承包奉园，承诺完成日常浇灌、

投喂鱼料、研学课题等工作。
广州市协和中学校园内有奉园、趣园等8个

园林，植被丰富，日常维护水体清洁、清理落叶等
工作繁多。如何发扬学校“笃学笃行”的优良传
统，引导学生在园林日常维护劳动中开展项目
式、创新性劳动？学校设置多个服务点，以园林
承包的方式，实施园林管理竞标。学生可以自愿
组队或以班级名义申报。

学校园林管理活动强调E－STEM项目式
学习，注重劳动教育与学科知识融合。学生需要
在申请表上，写下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性
学习方案，从中锻炼提升独立思考、团队协作、创
新创造等综合能力。

“要面向未来培养辛勤、科学、创造性劳动的
新时代劳动者，劳动教育不但要让学生们在真实
劳动中动手，出力流汗、提升技能，还要让学生们
在创造性劳动中动脑，学会观察、思考，提出问
题，团队合作解决问题，成长为创新型人才。”何
冠南表示，学校从师范转制为普通高中的21年
来，围绕学校生态建设，开展了150多个研究性
学习项目，仅在校园水资源管理方面，就有50多
个研究性项目，其中大部分成果应用于生态校园
建设中。

劳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

“没整理几辆乱停放的单车，我就已经大汗淋
漓了，但我在劳动体验中明白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维护。”在“学雷锋”活动中，广州
市协和中学学生朱婉晴加入学校志愿者小组，在
荔湾区西村地铁站附近路口做交通协管员。

劳动教育“小课堂”如何连接社会“大课
堂”？近年来，广州市协和中学与西村社区等合

作，创设劳动志愿服务岗位，开设学生“志愿劳动
爱心银行”“爱心存折”等。学校将劳动教育与志
愿服务等社会实践结合，推动劳动教育从学校辐
射到家庭、社区，引导学生在奉献社会时，厚植家
国情怀。

广州市协和中学将劳动教育作为“五育融
合”的重要连接点，以劳树德、增智、强体、育美。
学校不但在开展劳动教育时坚持以德为先，还在
劳动、生态融合教育中，对学生开展浸润式教
育。学校在改造足球场时，将部分砍下的树干进
行防腐处理，做成原木凳子，摆放在园林中。学
校还专门钉上一面牌子，向师生介绍原木凳子的
来历。

“好的教育是让孩子感觉不到‘这是教育’。”
何冠南介绍说，在无声的境教、课程及活动的浸润
中，协和学生养成了善于探究、关注细节、保护环境
的习惯和意识，始终认同并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陈紫韵等学生就自发利用细叶榕气生根的生
长特性，用塑料管包裹气生根，做成“生态凳”。

“在老师指导下，从选题、成型到烧制，我们
都是自己动手完成，提高了动手能力和美术鉴赏
水平。”工艺美术课上，广州市协和中学学生谢欣
然通过塑、捏、刻、画等，将陶土制作成精美的仿
青铜作品。

广州市协和中学践行“劳动创造美”的理念，
成立劳动教育工作坊。工作坊将劳动教育与美
育相融合，开发压花、丝网版画等手工劳动课
程。学校压花艺术实践课程获广州市中小学劳
动教育特色成果奖。去年，学校还结合110周年
校庆活动，组织学生开发具有协和文化元素的手
工作品和文创产品，让学生在劳动中发现美、欣
赏美、创造美。

广州市协和中学：

劳动教育与生态文明融合共创
通讯员 连燕纯 梁彩匀 本报记者 刘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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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中部地区基础教育教研水
平区域发展不均衡，如何破解基础教育教研发
展的瓶颈和深层次问题？近年来，安徽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在对教研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的基
础上，不断摸索基础教研方式转型的新路径，
提出“联合教研”的概念，从教研主体、教研
内容、教研形式、教研力量等层面进行探索与
实践，通过联合各级各类研究力量，以解决区
域共性问题或推广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引领课
程教学改革方向，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区域联合：
教研主体空间联动

学校传统的教研方式主要是学科教研组集
体研讨，市、县级教研活动则通过到校听课、
研讨、视导等方式进行交流。联合教研主张打
破校与校、市与市、省与省之间的教研壁垒，
提倡校际、市际、省际之间的联合教研，使更
多的教师和教研员参与到教研中去，引导教师
和教研员主动学习新的理念，汲取教育教学智
慧。

加强省级统筹，注重协同推进。针对全省
各地教研发展不平衡、城乡学校差异大等问
题，在联合教研实践中，省级教研部门加强了
对市、县、校教研工作的统筹协调。如在普通
高中新课程新教材推进过程中，安徽省作为教
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设立的全国首批普通高中
历史、化学学科教研基地，遵循“研训整合、
试点先行、逐步拓展、持续改进”的工作思
路，在全省确立了65所省级示范校，分布于全
省16个市。各市以教研基地实验校为中心，先
联合本地学校进行教研，各实验校之间再进行
跨区域联合教研，从而构成全省校际联合教研网
络。

强化省际交流，促进协同发展。随着课程改
革的全面深化，教研工作需进一步明晰任务、目
标、方法、路径，锚定课程育人、教学改革、作业设
计、考试评价等方面，省际之间教研部门以问题
导向推进联合教研，加强沟通互联，实现优势互
补。如在长三角教研一体化进程中，安徽省承担
了研制长三角基础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项
目，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就此项目与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开展联合调研，并实地走访、座
谈、研讨，最终完成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研制工
作。2020年，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四省市联
合开展“发现杯”青年教师优秀课例展示活动，促
进国家三科统编教材的有效落地。2018年安徽
省芜湖市与上海市普陀区、江苏省苏州市、浙江
省嘉兴市“组团”成立长三角一体化四地教育联
盟，芜湖市教研部门在安徽省教科院的指导下与
其他三地教研部门在深化学校课程教学改革、推
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和经
验分享。

学科联合：
教研内容多元交融

学科联合教研包括跨学科联合教研和跨学
段联合教研。学科联合教研倡导不同学段教师

的理论基础与教学经验、不同学科教师的专业
知识与思维方式相互补充。突破学科的边界、
打通学段的联系，是学科联合教研的显著特
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看，学生的成长需
要经历从低学段到高学段、接受不同学科课程
的共同滋养才能实现，这就需要从完整、连续
的视角审视各学段、各学科的作用及关系。

跨学科联合教研，让学科教学更有深度、
更有宽度，更易实现教与学的触类旁通。如为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
缺乏整合的现状，2021年12月，安徽省蚌埠
市举行了以“伟大的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全市
高中政治、历史跨学科联合教研活动，政治学
科和历史学科虽在教学目标、教学侧重点和教
学方法上有所差异，但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是
一致的。由于政治和历史两个学科具有先天联
系，直接交流更能够发挥优势，教师通过政
治、历史两科的互通交融进一步拓宽了教学视
野，共同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植。

跨学段联合教研有利于促使各学段教师在
教学理念和教学经验上有效互补，相互借鉴，
相互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仅能够为
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持久的智力支持，同时围
绕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有助于实现各学段培养
目标的无缝衔接。如2019年11月，安徽省小
学、初中、高中三位教师均以“物质在水溶液
中的变化”为主题在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课堂
教学研讨会上展示，引发了教师对不同学段相
关内容的关注，为教学和教研提供了新视角。
三节课的活动设计符合各学段学生的认知水
平，教师的跨学科思维意识，使教学活动能够
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水平的发展，让
教学真正实现引导学生迁移已有知识、发展创

新思维的目标。

线上线下联合：
教研形式互联开放

线上线下联合教研，并非常规的传统现场
教研与现代网络教研的简单相加或混搭，而是
将传统教研与基于“互联网+”的教研手段相
融合，最大限度地综合线下与线上教研的各自
优点，形成成本低、效益高的优化教研方案。

教研层面的线上线下联合，有线下协作、
线上展示，线上协作、线下展示，线上协作、
线上展示等多种形式。线上缓解工学矛盾、线
下增加情感体验，线上提前精选主题、线下教
研攻难释疑。定期举办线上线下联合教研活
动，做好活动过程直播，加强技术保障，留存
共享教研资料，通过区域互动构建教研共同体
等，是线上线下联合教研的独特功能。如2020
年10月，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新课
程·新课标·新教材·新课堂——基于高中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研讨活动”在合肥
一六八中学举行，中国教研网全程直播，现场
参与活动者虽在200人以内，但通过直播平台
线上参与活动者达4.8万人，平台留言1000余
条，较好地达成预期目标。2022年5月，普通
高中历史学科安徽教研基地联合江苏、广西及
安徽本省相关教研部门和学校，普通高中化学
学科安徽教研基地联合浙江、新疆及安徽本省
相关教研部门和学校，开展公益性的主题教研
活动“教研在线”。本次活动以“立足本地、服
务战线、示范引领、聚慧共享”为原则，探讨
核心素养导向的单元教学，引领普通高中新课
程新教材的课堂教学方向，推动跨区域联合教

研。数据显示，历史学科在线直播观看20502
人次，化学学科在线直播观看24786人次，覆
盖31个省份，参与面广，留言众多，实现了一
定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

与高校联合：
教研力量协同聚慧

与高校联合教研，主要目的是发挥高校的
引领作用、服务功能和辐射效应，借助高校智
力支持和优质资源与基础教育一线资源相融
合，在专业理论与课程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
高质量促进教研人员和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
通过与高校联合教研，有效指导基础教育课题
研究、学科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实现理论指
导实践，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架起高
校与中小学联系的桥梁，提升教研的层次与质
量。在联合教研的基础上，相关研究成果也可
促进高校师范专业教育的发展，促进师范生的
专业发展与技能提升，实现良性循环。总体来
看，基础教育与高校联合教研，可以就项目研
究、教学实践、教学管理与评价、教师在职培
训等方面进行合作。如2021年10月，芜湖市
教科所在与安徽师范大学充分沟通准备的基础
上，将中学名师的历史优质课展示放在大学课
堂，高校教授对名师课堂进行点评，高校师生
与中学教研人员、教师一同参与研讨，双方互
补互鉴，有利于实现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融
通，提升高校师范生培养的质量。

（作者分别系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历史教学指导专委会委
员，芜湖市繁昌区教研员，铜陵市第五中学教
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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