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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办的浙江省第二届工程启蒙
教育论坛上，杭州绿城育华亲亲学校的几
个学生团队充满激情地分享了自己的项目
学习成果。有的学生以自己亲历的校园生
活为思考起点，调研校内体育设施存在的
电能浪费问题，通过光学相关理论，结合
实验、测试等手段，在保证照明效果的同
时有效降低了体育馆的能源损耗；有的学
生畅想未来社区生活，根据现有社区存在
的拥堵、嘈杂等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生
态智能设计，设计了具有高水平智能物流
的“未来亲亲社区”和兼具“海上交通枢
纽”功能的海底观光城市等。

学生们从真实生活出发，从以人为本
的视角观察，让每一个项目解决更具人文
关怀和现实意义。同时，天马行空的创意
也因为有了设计的支持、工程的落地而有
了可视可触的物化产品，学生的创造潜力
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学生成长的背后，是育人理念的体
现，是学校文化的涵养。学校倡导“亲力
亲为”，鼓励学生在经历、体验中求得真
知。从自然生发到系统的课程架构和实
施，学校的工程教育经历 14 年的发展，
不断迭代升级，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校本实
现方案。

形成创造力导向的

工程素养评估机制

中小学校工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进行
学生工程素养的启蒙，助力学生从发现问
题到解决问题，思考迭代，认知升级，逐
步形成创造导向的心智模型和实践能力。
学校以创造力为工程素养评估的核心要
素，制定了进阶计划以及评估体系；以工
程师的 4 个不同职级代表不同阶段工程素
养水平，从 8 个能力维度 （批判、统筹、
洞察、物化等） 来评估学生的工程素养发
展情况。每一次的进度与升级都会记录在
学生的工程素养档案袋中，以鼓励和支持
学生对工程领域的探索。

如在“光与建筑”项目中，学生通过
观察学校体育馆，发现建筑中存在的能源
浪费问题。按照“明确问题—实地考察—
方案设计—实验验证—制作改进”的流
程，开始对体育馆照明问题进行改进设
计，制定了应用光的反射折射等原理引光
入室、提高照明效能的合理方案。学生将
自己所学应用到真实世界的问题解决中，
洞察、批判等能力有了真实的进步。

年龄段不同，素养的标准就不同，学
校按发展的方向和梯度，结合不同项目的
复杂程度，设计与之相匹配的量规。比
如，“校园木艺进行时”项目，以培养学
生高水平的物化技术与工程管理水平为目
标。为了提高学生真实工程的实施能力，

该项目抛弃模型，走向 1∶1 的真实产
品。为了提高折叠木椅的工程管理，项目
选用了 WBS （工作分解结构）、预算清
单、甘特图等管理工具，使学生能够有意
识地对整个流程进行统筹规划、时刻监
督。

“亲亲游乐园设计”是源自浙江省劳
动教材的新项目。游乐园是学生最喜欢的
地方，因此学生做起来兴趣十足。他们在
关注工程设计的过程中感悟劳动价值，思
考如何开展创造性劳动。教师通过分析学
生思维的过程性、深刻性、系统性等方面
达成情况，判断学生所处的发展层次。

开设以融合为特征

的工程教育课程

在解决一个真实问题的时候，往往需
要综合应用跨学科知识和能力，这推动了
多学科融合学习。学校着力架构以融合为
特征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以促进工程教
育的多元化实现。

单学科植入的融合项目。从单学科出
发联结各学科是掌握相对独立的工程技能
的主要路径。要实现联结就必须探究目标
学科的生长点，即能够融合其他学科知识
的切入点。以小学科教版六年级教材中

“工具与技术”“形状与结构”单元为例，
学校设计了“儿童玩具收纳柜”项目。这
个项目实践涉及数学的测量、计算，美术
素描的空间透视等学科领域的内容，是一
种跨学科的融合学习。

超学科融合的 STEAM 课程。学校开
设了 STEAM 课程，一周 2 课时。除了工
程类劳动项目外，学校还开发了一至八年
级的工程设计类课程项目库。STEAM 课
程开展领域包含机械工程、信息技术、航
空航天、环境资源、材料化学、工程物理
和人工智能等，让学生看到在课堂上学习
的内容和要做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初步体
验环境工程师、生物工程师、力学工程师
等的视角和思维。学生在复杂结构问题的
解决中、在 STEAM 课程学习中，超越学
科界限，融会贯通各类知识与技能，积累
开放性解决问题的经验。

“加油站”功能的课程超市。学校增
加技术类的课程安排，作为拓展性课程供
学生选择学习，主要是学校根据自己的特
色和资源开设的，包括偏向技术与工程类
的拓展性课程，如木工、金工、编程、激
光切割、3D 打印等，满足学生对多样化
技术的学习需求；学校还为有工程技术特
长的学生提供专业性更强的挑战性课程，
同时关注社会技术发展新动态，并结合原
有课程尝试替换常见的材料和技术，让学

生了解前沿科技的发展。

为学生个性化发展

提供全方位支持

学生是不同的个体。有温度的教育应
当关照每个学生成长需求。学校通过集体
备课的方式，进行主题式备课，集合不同
学科教师的观察与研究，培养教师的跨学
科素养。同时，重视协同教学的开展，制
定了约课制，学生项目团队可根据项目进
程中的实际需要，选择不同专业技能的教
师进行指导。

为更好地满足学生对学习空间的需
求，学校在空间建设和技术上提供了有力
支持，建设了不同功能的专用教室，打造
了融合学习中心等支持学生开展各类实践
活动的学习空间。

资源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学生个性
化发展。为此，学校积极打造全方位的工
程教育生态环境，发动家长、社区、企
业、高校等共同致力于学校工程教育校外
资源库的建设，让学生的工程项目与真实
世界接轨，支持学生的多样化成长，提升
了工程教育的质量内涵。

（作者单位系杭州绿城育华亲亲学
校）

“亲力亲为”中求真知提素养
——杭州绿城育华亲亲学校工程教育的实践探索

陆颖 陈燕燕

由中央文明办主导、各地文明办指导推
进的乡村少年宫，是依托乡镇中心学校现有
场地、教室和设施，依靠教师和志愿者进行
管理，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开展普及性
课外活动的公益性活动场所。乡村少年宫
既是青少年的活动场所，也是推进素质教育
的载体和阵地，为农村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京市板桥小学是一所百年乡村老
校，地处南京市雨花台区最南端，生源主
要是本地失地农民孩子和随迁子女。很多
学生家庭经济上不富裕，难以承担课外补
习的经济负担，为数不少的学生父母文化
程度不高、家务繁忙，难以承担起辅导孩
子学习的职责。2010 年板桥小学就开办
了乡村少年宫，并成功创建为“南京市优
秀乡村少年宫”。有了家门口的少年宫，
学生们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和艺术
活动，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成绩提升
了，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2021年7月“双减”政策实施后，乡
村少年宫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依
托。板桥小学全校 1513 名学生中，1502
人有课后延时服务需求。学校依托乡村少
年宫拓展课后延时服务，将课后延时服务
的个性发展课程与少年宫课程交叉融合，
将原本周末、假日才开展的各类社团课程
拓展到每一天，让学生在每天的课后延时
服务中尽享少年宫课程带来的福利。

少年宫课程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板桥小学立足学校实际，充分利用专
用教室、基地空间以及家长、社区等各类
资源，本着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根据学

生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引进校外优质服
务团队，跨年级编班，组建了多个少年宫
社团，涵盖音乐、美术、体育、益智四大
类，在每天下午放学后、周末及寒暑假等
时间段，集中开设素质培养课程。学校还
面向板桥地区广大乡村学生，围绕艺术、
科技、阅读等主题，结合实际打造特色课
堂，开设了“打起腰鼓唱起歌”“小小水
博士”“志愿养德”等多门学科融合课程。

少年宫课程力求做到多维度、多层
次，让学生自主选择，最大限度地满足学
生个性化需求。比如，喜欢钻研汉字的学
生可以参加“汉字乐园”课程。该课程抓
住汉字象形会意的特点，按照儿童心理认
知水平，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采用“字—词—句—段—文”的方式，让
学生逐步认识汉字、运用汉字，同时培养
学生的阅读能力。喜欢英语的学生可以选
择“英语演讲”课程。该课程以提升学生
的英语思辨能力和语言技能为目的，挖掘
学生演讲潜力，锻炼提升他们的信心勇
气。喜欢美术的学生可以选择“创意绘
画”课程，该课程以绘画性游戏为载体，
使用多样化的材料，通过视觉、触觉和嗅
觉等多感官参与，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
创造力。喜欢音乐的学生可以选择“口风
琴”课程，该课程以扩大学生音乐视野为
目的，促进学生音乐素质提升⋯⋯这些课
程不一定在教室里上课，经常是在田野
上，或是在大树下，有时也走进社区的养
老院里。

学科延展课程助力提升核心素养

结合“双减”要求，学校在课后服务

时段开设了种类繁多的学科延展类课程，
涵盖各个学科，有的学科不止一种课程，
学生可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比如英
语学科有“英语表演唱”，语文学科有

“成语接龙”“阅读竞赛”“电影赏析”“灯
谜竞猜”“春联对对子”等。

学校根据办学特色和教师特长开设了
丰富多彩的“万金油”课程，让教师展示
自己的独特才华，带着学生“玩”出个
性、全面发展。比如学校张帅老师开设了

“气球变变变”课程，以普通的气球为原
材料，鼓励学生动手、动脑，通过不同的
手法，制作出各种各样造型的气球。在此
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审美
能力。再比如学校美术组开设的“剪纸”
课程，兼有艺术性和手工实践性的特点，
既能提高学生手部动作的灵活性和精确
性，完善神经系统的控制能力，又能使学
生的注意力、观察力得到发展，同时让学
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学习兴趣。

创设三类新型作业，促进家校沟通

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应从作业改
革开始。板小乡村少年宫结合学校学科教
学，突出实践性，设计了三类新型作业：
一是“父母职业主题体验类作业”，各学
科结合学科内容创设探究主题，让学生把
作业现场搬到父母职场，这类作业注重联
系生活实际，突出个人体验，很多作业需
要学生与爸爸妈妈一起完成，学生很喜欢
这样的作业，做起来效率也高。二是“仿
家庭陪辅作业”，学校辟出专用教室作为

作业坊，营造类似家庭的作业环境，弹性
放学时间由教师陪同，提供作业辅导服
务，解决了部分家长在作业辅导上“帮不
上 忙 ” 的 问 题 。 三 是 “ 个 性 化 提 优 作
业”，在作业本上设立自由发挥专区，学
校还建设了“灵童训练营”，搭建才艺展
示平台，尊重个体，激发潜能，让随迁子
女中的“小天才”脱颖而出。

为了有效实施课程、服务家长，给
学生更宽裕的时间选择和空间支撑，板
小乡村少年宫积极创设各种活动载体，
寓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例如少
年 宫 组 织 了 健 美 操 、 腰 鼓 、 书 法 、 绘
画、棋艺、球类、葫芦丝、劳动技能等
30 个活动兴趣小组，在每周的周三、周
五以及周末、寒暑假等课外活动时间开
展一系列活动，吸引学生参加，提高了
未成年人自我约束的能力，让他们远离
网吧、电子产品等，养成自觉追求健康
向上生活的意识。

板小乡村少年宫受到了广大学生、家
长和社会各方面的一致赞扬，成为孩子喜
欢、家长放心的教育场所，成为未成年人
重要的教育基地，在助力“双减”的同时
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大幅提升。学校轮滑
社团参加了世界轮滑全项目锦标赛开幕
式；学校足球社团参加“区长杯”获得区
一等奖，并代表雨花台区参加南京市比
赛，挺进前八；学校腰鼓队被誉为“金陵
第一鼓”，多次亮相省市区大型演出现
场。学校教师在各类特色课程建设中提升
了专业水平，思想认识和教学技能、教学
管理能力也得到增强。

（作者系南京市板桥小学校长）

乡村少年宫特色课堂助力“双减”
潘来强

前沿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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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成功的必由之
路、创造价值的源泉。为进
一步推进学校劳动教育，丰
富劳动教育形式，充分发挥
劳动实践的综合育人功能，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中小学
素质教育实践中心围绕“实
践体验、智慧创造、磨炼意
志、快乐成长”的劳动教育
理念，探索开辟了农事体验
园，引领学生在劳动实践中
实现树德、增智、强体、育
美的目的，取得了良好的育
人效果。

开发农事体验园，
丰富劳动教育形式

农事体验园可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平台，创
造劳动的机会，帮助学生体
验劳动的乐趣，丰富学校生
活；能够激发学生的劳动热
情，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能够培养学生合作互助精
神，完善学生人格，养成良
好品德。农耕劳动不仅能创
造物质财富，还具有重要的
教育功能。在各种劳动形式
中，农耕劳动的价值无可替
代。

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
育实践中心在滕州市教育
和 体 育 局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开 发 打 造 了 农 事 体 验 园 。
农 事 体 验 园 分 为 多 个 板
块，包括果木种植区、花
卉种植区、时令蔬菜种植
园、家禽养殖区、农具展
示区、温室大棚等农事体
验活动区域。农具展示区
展示各种老式农具，学生
通过认识老式农具，了解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农 耕 文
化，认识到现在幸福生活
的来之不易，从而树立感
恩意识、节俭意识。温室
大棚的反季节蔬菜、南方
的树木瓜果、四季常开的
花卉，既给学生带来强烈
的视觉冲击，又激发了他
们的求知欲。农事体验园
成 为 劳 动 教 育 的 主 阵 地 ，
深受前来参训学校师生的
喜爱，许多研学旅行活动
也计划到农事体验园开展。

课程联结生活，学
生实践中长见识学技能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教育理论，建立农
事体验园就是将教育融入生活，做有活力的教育、有生活支
撑的教育。为更好地促进劳动教育和课堂教学融合，素质教
育实践中心研究开发了一套“理论+实践+技能”课程体
系，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化青少年的劳动
观念，增强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

强化认知。单纯的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有些知识点学
生在课堂上不一定能悟深、悟透，而现场教学能很好地解决
这个问题。农事体验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学生在这个课堂
里、在行走中学习瓜果、农具、中草药、五谷、渔业等方面
的知识，收获了传统课堂所没有的知识之趣。例如，在科学
课堂上，讲到根、茎、叶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到体验园中观
察实物，辨别不同植物的根、茎、叶；可摘下两片树叶让学
生观察它们的“脉络”，直观感知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
相同的树叶”。

强化实践。在“工具的生产与使用”实践教学中，学
到最原始的农具时，教师可以把学生带到农事体验园的农
具展示区，让学生认识各类农具，了解它们的用途及使用
方法，并进行农田学耕、松土保墒等活动体验，亲自动手
操作农具，感受现代化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区别，提高动手
能力，培养热爱劳动的情感。在家政功能室，学生可以

“我的食谱我负责”，精打细算使用各种烹饪材料，掌握一
道菜成本的基本算法，从而树立勤俭节约习惯，学会珍惜
劳动成果，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提高技能。农事体验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
能。比如劳动实践教师执教“冬季农作”一课时，引导学生
认识冬季适宜种植的蔬菜，掌握基本的种植技巧。学生们在
亲身实践中感受到劳动的乐趣与价值，提高了种植技能。劳
动能强健体魄、增强体质，拓展教学内容，引导参训学生认
识基本的田间劳动动作，如锄地、扬土、播种等，增强了学
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同时让他们懂得了冬季劳动前要
暖身、提高身体机能的常识。

素质教育实践中心还抓住“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契
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借助 APP、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劳动教育，弘扬劳动精神，创新劳动育人
方式，充分挖掘不同课程蕴含的育人价值，将劳动精神渗透
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制定劳动学习清单，注重劳动教育过程评价

学生在劳动中是否真的学有所得，是否能做到“手里有
活、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素质教育实践中心通过完善评
价体系来检验劳动教育成果。

中心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从“会生活”“会
操作”“会服务”三个方面制定劳动学习清单。“会生活”主
要包括：准确辨别四种颜色垃圾桶，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每
天自觉整理自己的床铺；自己洗一些简单的衣物等。“会操
作”主要包括：自己动手做 2—3 件纸工类玩具；选择 1—2
种水培或土培的植物，如绿萝、文竹、水仙等进行种植和养
护等。“会服务”主要包括：服从值日分工，和同伴合作完
成值日工作；主动帮助餐厅工作人员摘菜、择菜、洗菜；利
用课余时间，主动到体验园除草、浇水等。劳动教育成果的
检验和评价也围绕三方面的劳动学习清单展开。

劳动教育实践性强，具有综合育人功能，素质教育实践
中心在进行劳动教育的评价时，将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珍
惜劳动成果的价值体认置于首位，注重过程评价，关注学生
知情意行协调发展，构建学生、学校、家长、社会多元评价
体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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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杭州绿城育
华亲亲学校的学生在切
割木板。

图②为学生在用砂
纸打磨木板。

学校供图

2

3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