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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加入校长周刊读者群

在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
学校育人目标要从关注“考试分数”
转向关注学生“核心素养”，教师的
课程实施要从单一内容、单一学科
走向综合式、跨学科设计，这些对新
时代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校长要树立全环境育人理
念，引导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聚
焦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构建主题化
课程体系，实现学校主题化课程协
同育人的功能。

以一体化课程设计推动
全环境立德树人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不分学科
的，他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通常与
多个学科的知识、技能相关，这是最
好的学习资源。依托这些资源确定
课程主题，往往可以设计出多层面、
富有挑战性的真实学习任务。原因
之一，这些问题接近学生学习目标
的最近发展区，学生解决问题的过
程就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原因之二，
学习资源的寻找、学习活动的组织
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原因之三，
学习知识的过程与解决生活中真实
问题结合，富有挑战性，会激发学习
的欲望和学习动力。这种有社会文
化含量和生活文化背景的课程主
题，是全科教学的“大话题”，为学生
的学习提供了有文化意义的大情
境，能够避免学科间人为的割裂，从
而解决教学活动与学习活动的随意
性、盲目性和碎片化问题。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金谷小学围
绕全科教学，在低、中、高 3 个学
段分别立足“我与自然”“我与他
人”“我与社会”三大领域，为 6
个年级 12 个学期确立了叶、莲、
谷、美食、飞鸟、清明等 12 个课
程主题，打通了学科间、课内与课
外、校内与校外之间的藩篱，以富
有地域化、生活化、趣味化的主题
课 程 ， 有 效 实 现 了 全 环 境 立 德
树人。

例如，一年级下学期课程主题
确定为“莲”，以济南市市花——莲
花为核心，将年级文化主题活动、各
学科的学习任务设计与“四面荷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城市特
色、学校东侧莲花山以及日常的莲
藕饮食文化相关联。“莲”主题年级
课程至少在三方面促进了课程融
合：一是该主题与语文教材的两首
古诗《池上》《小池》和散文诗《荷叶
圆圆》相契合，有利于学科学习任务
设计，课程理念易于落地；二是可以
借用莲的形状与结构特点，引导学
生画出思维导图，把各学科的知识
结构化；三是“莲”的特性与校训“纯
真如金，虚怀若谷”有相通之处，与

学校育人文化一致，比较自然地落
实了文化育人。

以跨学科课程唤醒学
生学习内驱力

实施主题化课程，不但不会消
解学科教学，反而是要借助主题这
个大情境更好地夯实各学科素养，
实现全学科协同育人。那些拼盘式
地将 A 学科融入 B 学科的“跨学科”
课程，学习与评价目标模糊，降低了
教学效能和学习效率，并非真正的
跨学科课程。真正主题化的跨学科
课堂，一定要纠正为活动而活动、没
有目标或者偏离目标的错误倾向。
实施主题化课程要立足课标、教材
和学情，首先，明确一个单元、一堂
课、一个学习任务的既定学习目标
和预期学习结果；其次，要确定能证
明学生达到预期学习结果的评估证
据；最后，要基于可评价的学习结果
逆向设计或安排相关的教学活动。
这样的主题课程设计，才能确保目
标不游离、环节不烦琐和策略不失
当。同时，要以有文化情境的主题
引领学习任务群设计，通过有文化
意义的深度学习唤醒学习的内驱
力，使学生愿意投入情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和建构知识，从而实现从

“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学校一年级上学期的“叶主题

课程”，以入秋后学生常见的绿叶、
红叶和叶落现象作为各个学科教学
的基本课程资源与学习情境。学生
在生活化、趣味化的“叶情境”课堂
上，不会明显感受到语文、数学、科
学、艺术等学科的变换，而是以各种
树叶为学习工具和情境完成各学科
的学习任务。例如，语文教师教学

《小小的船》一课，围绕目标“用上小
小的、弯弯的这样的叠词说话”，设
计出核心任务——“秋天到了，做叶
子天使，介绍美丽的树叶”。在这一
学习任务引导下，学生们在《小小的
船》课文中悟到叠词的妙处，在拓展
阅读含有叠词的小儿歌中积累叠词
及其用法，到了运用叠词赞美树叶
的最后环节就会轻松地说出“细细
的柳叶像小船”“尖尖的松叶像绿
针”和“宽宽的梧桐叶像手掌”等句
子，教学效果与学习结果看得见、可
评价。数学教师用“树叶”为学具，
让学生进行 10 以内数的分合，然后
鼓励他们自己编题、做题、讲题。美
术教师则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观察
树叶的色彩、形状、线条，感受叶之
美⋯⋯树叶将各学科的学习内容连
接起来，消解了学科界限和内容的
抽象化，从而降低了学习难度，无痕
迹地实现了“幼小衔接”。

以节假日主题活动提升
学生综合素养

学习的本质是促进学习者行为
与思维的变化。学生节假日中的生
活文化经验是有效影响学生情感、
思维与行为的重要课程资源，也是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兴趣的重
要路径。基于此，学校为学生设计
了与各学科内容相衔接的主题化课
程活动，在更加宽阔和深入的层面
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情感的结构
化与生成，丰富了学生节假日活动
体验，从而转变了传统寒暑假作业
的“前后脱节现象”。

节假日主题化活动课程设计主
要包括以下步骤：一是分科研读细
化课标，明确目的；二是同学科教师

商讨围绕主题可组织哪些活动；三
是同年级各科教师共同交流，实现
学科间整合；四是任务责任到人，详
细设计分项活动；五是专人汇总统
筹，然后再进一步完善课程；六是形
成定稿，发给师生执行落地。例如，
精心设计的三年级暑假作业——

“飞鸟集”暑期活动课程，将课标要
求的两个学期的学习内容进行了有
机衔接：第一章寻飞鸟，包括说文解
字探鸟源、成语故事听鸟音、诗词歌
赋品鸟韵、《山海经》里知神鸟和《飞
鸟集》里诵飞鸟；第二章问飞鸟，包
括观《鸟类星球》提出问题、读《十万
个为什么》、研“仿生学”等活动；第
三章讲飞鸟，包括寓言故事里的智
慧、儿歌里的灵性、电影中的冒险等
活动；第四章护飞鸟，包括做飞鸟保
护牌、制作鸟巢、学做飞鸟天天练体
育等活动。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活
动作业，跟着飞鸟课程识字阅读、编
题讲题、调查研究、强身健体。

以多维评价让学生成长
“看得见”

主题化课程的学科教学、节假
日活动，都需要明确的学习目标和
有效的评价。缺少恰当的评价，会
导致教师和学生跟着主题越走越
远，这种主题课程设计最终会因学
习效率低下而“无疾而终”。关注学
习结果证据的多维评价，设计期待
值高的学习结果评价方式，是课堂
目标不“走失”、文化韵味不“寡淡”
的重要保障。

一是注重目标多维化评价。主
题化课程的评价不能局限于具体活
动的评价，也不能单一采取知识检
测性评价，应做到学科能力目标、育

人目标、自觉发展目标三者兼顾，切
莫顾此失彼。评价的设计要体现文
化情感、能力、知识、达成度等多个
维度，每个维度都要精准描述，使学
习结果可检测、可衡量。

二是注重目标全程性评价。日
常课堂教学，要有改进式学业评价。
围绕核心目标分层设计评价标准，学
生要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和

“我的目标在哪里”。节假日主题活
动，返校后要有闯关式展示“争星”评
价，对知识能力再重构。日常常规活
动要有赋能式评价，围绕学习、管理
等各方面日省周评，见贤思齐，立德
修身。学期结束还要有结果性评价，
通过试卷或专项能力检测，让学生查
缺补漏，能力螺旋上升。

三是关注学习结果的差异性。
深度学习要做到因材施教，关注每
个学生的发展。教师要充分考虑不
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从参
与度、质和量等各方面介入，既比基
础，又比发展，使学生清楚“我可以
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以增加学
生的自信心。通过学习成果的比较
与个性化评价，鼓励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有个性化的生成与表现。

通过主题化课程的设计与实
施，金谷小学的教师深刻体会到：

“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教育”并不是
高不可攀，学生社会环境和生活经
验是学生学习最好的情境，是课程主
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而教
学评的一致性，是确保通过主题化课
程实现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教育
者有理由相信，基于情境、问题导向、
及时激励、让学习真正发生的主题课
程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促
进学校教育的“五育”融合。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高新区金
谷小学校长）

山东济南高新区金谷小学推动教师综合式、跨学科课程设计——

以主题化课程激发学生成长活力
毕英春

“今天终于吃上我们自己种的白
关丝瓜了。白关丝瓜白嫩丝滑，真是
名不虚传，太好吃啦！”孩子们奔走
相告，分享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是
在丝瓜成熟的季节，学校将孩子们亲
自种植和采摘的丝瓜做成丝瓜肉片
汤，与全体师生一同分享的镜头。

自 2020 年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贺家土小学与光明山小学城乡结对组
建“贺家土小学教育发展共同体”以
来，我们充分利用光明山小学毗邻

“株洲市第一大蔬菜基地”和株洲市
东方四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研发种植课程。该
公司着眼教育发展所需，倾力相助，
免费向我们提供了一块近 1000 平方
米的田地，将其作为共同体的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几年来，师生在这片充
满生机和希望的菜园里辛勤播种、耕
耘，不仅收获了全方位的成长，还促
进了城乡教育的融合与发展，真可谓
是小菜园、大教育！

亲历生长过程，感悟生命意义

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田野，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田野成为滋养学生
身心的新课堂，大自然成为助推学生
生命成长的新学堂。

在田野里，孩子们撒下蔬菜的种
子，他们心怀期待和惊喜，期待它们
开花结果、快快长大，惊喜于种子每
一处微小的变化和点滴成长。当鲜嫩
的绿芽从地里一股脑儿冒出，当绿油

油的植株盖满菜地，当五颜六色的花
朵和香气扑鼻的果实挂满枝头⋯⋯在
亲历蔬菜生长的过程中，孩子们聆听
到了生命拔节的声音，被蓬勃向上的
生长力所吸引，被坚毅神奇的生命力
所折服——共鸣随之产生，学生们将
蔬菜的生长与自己的成长建立联结，
希望自己能像菜园中的蔬菜那样拥有
积极的生长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田园体验，共生共长。在如此生
动的自然教育中，我们引导学生从小
热爱自然、尊重自然、改造自然，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在
如此形象的生长教育中，我们引导学
生深刻领会生长的要义和精髓，领悟
学校“扎根沃土 蓬勃生长”的教育
理念，自然生长、自由生长、自主生
长，实现蓬勃生长的新样态；在如此
鲜活的生命教育中，我们引导学生从
小敬畏生命、善待生命、珍爱生命，
感知生命之美，感悟生命的意义。

体验田园种植，弘扬劳动精神

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习惯和品质，弘扬劳动精神，需在真
实的劳动情境中，通过真刀实枪的劳
动体验和实践，于潜移默化中才能得
以落实。实践证明，引导学生参与田
园种植、体验种植过程是培养劳动品
质、弘扬劳动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们将菜园整理成若干小块，每个
班级认领2—3畦地，班主任牵头，负责
日常管理，科学教师负责劳动技术指

导，我们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蔬菜
种植老农担任技术顾问，帮助解决一些
疑难杂症。班级下设种植小组，每个小
组自主推荐组长和副组长，自主选择当
地常见的蔬菜品种加以种植。

从选种育苗、松土栽种、拔草捉
虫、浇水施肥、观察记录，到收获采
摘，小组成员既分工又合作，全程实
践和体验种植过程。在将所学知识与
种植建立联系的体验过程中，学生既
增长了劳动知识，开阔了视野，又习
得了劳动技能，提升了动手能力。在
探索与解决真实问题的体验过程中，
既激活了学生的探究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又激发了学生的劳动热情，
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良
好品质。在持续一段时间的劳动体验
过程中，既磨炼了学生的坚强意志和
专注精神，又培养了学生耐心细致、
坚持不懈的劳动习惯。在出力流汗、
体验劳动艰辛的过程中，既锻炼了学
生的吃苦耐劳精神，又培养了学生尊
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
果的良好品质⋯⋯凡此种种，在种植
体验中有效地涵养了学生品德，弘扬
了劳动精神。

探索学科融合，拓宽育人渠道

随着种植课程的纵深发展，我们
发现，种植课程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
的体力劳动及劳动精神的培育上，而
应上升到劳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的高度。这就需要我们树立大教

育观，转变理念，打开思路，将种植
课程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拓宽劳动
育人渠道，实现劳动综合育人价值。

我们将种植课程与科学学科中有
关植物生长的单元进行深度融合，带
领学生走进广阔的大自然，引导学生
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细致观察，激活
思维，动手动脑，深入探究植物生长
变化规律。这不仅促进了种植课程的
真正落地，也确保了科学课程的有效
实施，提升了学生的科学素养。同
时，我们利用学生已有的科学知识，
引导他们进行植物向光性、向水性、
无土栽培等主题化项目式研究，充分
发挥小菜园的育人功效，使小菜园不
仅成为学生的劳动实践基地，更成为
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实验场所。

我们充分利用和开发当地的优势
资源，进一步深化种植课程的研发。
我们带领学生走进果蔬研究所，通过
实地观察、调查、访问，深入探究国
家地理标志双认证农产品白关丝瓜的
特点，以及对当地经济和乡村振兴的
作用与影响。通过农业专家的介绍和
现身说法，深入了解智慧农业、生态
农业的基本理念及做法等，不仅开阔
了学生视野，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和
探究欲，还培养了他们从小热爱家
乡、长大建设家乡的家国情怀。

为了更好地发挥小菜园的育人功
能，我们还积极探索语文、数学、美
术、音乐等学科与种植课程的融合开
发，不仅促进了种植课程的深化提

升，也强化了学科主题化综合化学
习，拓宽了育人渠道，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提升了以
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
育美的劳动综合育人价值。

四季交替，岁月更迭。伴随着劳
动教育的不断深化，小小菜园为师生
的共同成长和教育共同体的发展架起
了合作的桥梁。在这里，城乡学生拥
有了合作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他们的
共同进步和成长；城乡教师拥有了合
作共赢的平台，充分发挥城乡教师的
优势与特长，共同想办法解决实际问
题，促进了教师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专
业成长；城乡学校拥有了项目研究、
城乡融合的发展平台，我们将种植课
程作为共同体发展的切入点，通过项
目的深度研究，进一步发展农耕文
化，丰富生长教育内涵，以两校文化
的融合促进共同体的发展。以此为突
破口，我们还加强了共同体科学教
育、书法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得到了
社会的肯定和家长的好评。小小菜园
真正为共同体搭建起了资源共享、合
作共赢的平台，有效推动了城乡教育
的深度融合与均衡发展，促进了乡村
学校的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助推了
乡村教育的振兴。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贺
家土小学校长；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小学生长课
程建设的行动研究”［课题批准号：
XJK22CJC026］ 的研究成果）

小小菜园地 育人大舞台
龙洁

为打造专家型校长队伍，基于对校
长培训效能的深度思考，2018 年，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启动实施了“中小学校
长发展共同体”培训项目。由教育家型
校长作为领衔专家，组织 10 名来自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新建学校和有发展
潜质学校的校长成立“1+10”的校长
发展共同体，成为了推动哈尔滨市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把“利器”。

校长发展共同体因需设计课题体
系，引领校长进行专业研修。围绕着

“区域联动，构建哈尔滨市校长发展共
同体的实践策略研究”这一总课题，每
个共同体设立二级子课题，共同体成员
学校再因需分立三级课题，构成三个层
次的课题体系研修结构。

比如，哈尔滨市花园小学曹永鸣
校长发展共同体就聚焦学校课程内涵
式发展，进行课题立项。立项后她带
领成员学校校长深入每一所学校，针
对学校具体问题进行靶向诊断，多层
次、多视角研究，将感性的管理经验
转化为科学理性的教育主张，并将研
究 成 果 应 用 到 这 些 学 校 ， 由 此 形 成

“聚焦问题—课题立项—靶向诊断—一
题多研—反思应用”的研修路径，促
进成员学校特别是薄弱学校、农村学
校校长的专业素养提升。

一个共同体内一所或多所成员学校
还可以因需设计不同的研修内容或特色
化的研修方式。例如哈尔滨市经纬小学
张海燕校长发展共同体在共同体研讨、
领衔专家和理论专家指导下，确立了思
辨教学的研究主题；香和小学、永源中
心校以“基础、均衡、选择”为目标，
确立了艺体课程建设的研究方向；尚志
市元宝学校、方正县天门乡中心小学
校、双城区希勤乡中心学校等则结合
本校特色，专注于校本课程体系的建
设，均形成了自身特色，取得了喜人
的研究成果。这种基于特色研修，“特
质剖析—专家把脉—集体诊断—校际
深研—特色提炼—成果转化”的研修路
径，推进了学校特色发展以及校长专业
化成长等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办学层面，校长发展共同体带领
成员校主要在教育教学方面确定多个研
讨话题，开展了听课、评课、上课、命
题、学科共备、质量分析、高考评价体
系应用、“三新”改革等多个话题的线
上和线下研讨，提炼规律，再迁移到各
成员学校的教学工作中。通过“主题定
谋—群体参悟—思想凝练—成果转化”
的研修路径，盘活校长的办学思路。

“哈尔滨市校长发展共同体”项目
实施以来，形成了目标可视、策略多
元、创新发展的中小学校长研训新模
式，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创造了丰富价
值。共同体总课题指向促进校长专业发
展，子课题、分课题指向解决当下校长
办学中的瓶颈问题与现实困惑，课题牵
动的共同体培训实现了研培一体化。

每个共同体建设的周期都包含 3 个
阶段：第一年为启动实施阶段，建章立
制、确立课题、组建团队、实践探索；
第二年为项目推进阶段，团队互助、广
泛融合、深化提升；第三年为经验总结
阶段，成果提炼、特色展示、拓展应
用。共同体建设发挥了人才孵化作用，
成员学校校长成为下一周期校长发展共
同体的领衔专家校长，实现了可持续发
展。校长发展共同体的组织建构灵活，
研修内容丰富，参培实效显著，越来越
多的校长表达了加入校长发展共同体的
强烈意愿。通过聚焦校长、教师、学校
的发展，实现了“培养一个，带动一
批，辐射一片”的高效能研修成果。

进入“十四五”阶段，校长发展共
同体在内涵建设上发力，由自上而下的

“他组织”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
渡，2021 年分两批创新组建了 25 个校
长发展共同体，探索从“1+10”到

“1+N”的过渡，最大限度激发校长发
展的内驱力，实现校长的按需培训、自
主成长。目前，哈尔滨已组建 55 个校
长发展共同体，实现了全学段、各级各
类学校的全覆盖，为推动区域优质均衡
和教育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引领示
范作用。

（作者包亚奎、史咏梅单位系哈尔
滨市教育研究院，李晓明单位系哈尔滨
市新区第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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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主题文化墙
下，学生们进行识字学习。

▼三年级教师樊瑞珺执
教《搭船的鸟》。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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