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教育展台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 广告

广阔的农村有五彩缤纷的花草、千奇百怪的种子、形形色
色的枝叶以及各种蔬菜瓜果、泥巴、石头、秸秆……这些丰富
的自然物为济南市章丘区文祖中心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提供了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文祖中心幼儿园的教师积极挖
掘乡土资源，创造性地运用乡土资源开展泥巴厨房、陶土泥
工、葫芦画廊、趣味编织等丰富多彩的区域活动，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和谐发展。

分析、把握产业学院对开展劳动教育的积
极作用

产业学院是面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有机融合，由政校行企等多元主体共同组建，
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社会服务、创新创业于一
体的集成化协同育人载体，苏州工学院认为，产业
学院对于劳动教育的开展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
用。

苏州工学院认为，劳动教育应回归学生“身体
主体本位”，强调教学情境的真实性，帮助学生实
现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产业学院能将企业
的实际生产过程、运营流程、人文环境引入教学全
过程，为学生搭建贴近真实生产经营的劳动教育实
践平台。学校依托产业学院开展劳动教育，既实现
了“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又促使学生

“既动手又动脑”。
产业学院能够模拟真实工作场景，通过引入企

业真实项目，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有助于让学生
在真实的劳动世界中提升劳动素养。此外，产业学
院还打通了课堂与车间、教材与员工培训手册、招
生与招工、毕业与就业之间的隔阂，学校基于产业
学院的劳动实践教学，可以更好地实现多方之间的
交流与配合。

产业学院能够有效整合行业企业生产运作的工
作规范、操作流程、生产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实
现了“把车间搬到课堂”，有助于开展知识传授、
技能锻炼、精神传承等教学活动，有力支撑生产
性、服务性劳动实践教学。此外，产业学院倡导

“学校建在产业园中、专业建在产业上、课堂建在
车间里”，从而实现行业企业独特资源的共有共
用，弥补人才、技术、经验、信息、管理等资源可
能存在的不足。

以产业学院为载体，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苏州工学院在6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始终坚持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应用型办学定位不动摇。学
校坚持“五育”融合，从“以劳树德、以劳增智、
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出发，以产业学院为载体，
低成本、高质量打造生产性、服务性、创造性劳动
教育实践平台。

开发产教融合型劳动实践项目。苏州工学院
秉持“注重通识、融入业界”的人才培养理念，
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产业学院是苏州
工学院的一张名片，在全国较早建立了电梯工
程学院、光伏科技学院以及电商、纺织服装、
人工智能、医药生物技术、智能制造、声学技
术、应急管理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产业学
院。学校与行业企业以产业学院为载体形成实
践共同体，依据行业企业产品质检、设备维
护、客户服务等真实业务和运作流程开发劳动
实践项目，提高学生利用学科专业知识技能解
决复杂问题的劳动技能。学校加强行业企业岗
位胜任力图谱与劳动素养之间的对接，将 OBE
教育理念引入劳动教育实践项目评估机制，建
立了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动态评估与更新机制；
目前，学校建成 100 个较为成熟的劳动实践项
目，有力支撑“劳动教育社会实践”国家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下一步，学校将持续优化产教
融合型劳动实践项目，通过公选课的方式突出
学生的主体地位，打破行政班教学组织，打造

“教学做评”一体化教学管理数字平台。
开展贴近生产场景的劳动实践。苏州工学院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劳动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单
位，2022年以来，学校积极参与教育部门“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数字资源的建设与应用共同体”项目以
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牵头的教育部门劳动教育与劳
动实践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大力开展贴近生产场
景的劳动实践。学校充分利用产业学院空间载体、
设备设施建设线下实践平台，让学生面对真实生活
场景、亲历真实社会生产，注重手脑并用。例如，
外国语学院开展助学助教实践、纺织服装与设计学
院开展民宿景观设计实践，在出力流汗中提升学生

劳动素养。借助产业学院，学校着力营造真实生产
的劳动教育情境，设计贴近真实生产生活的教学场
景。例如，商学院以电商产业学院为载体，借助雪
中飞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鲲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等
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劳动实践，在“真题真做”中提
高劳动技能。通过产业学院，学校与行业企业、教
育公司共同开发基于实际生产流程和工作场景的虚
拟仿真课程，为学生提供智能工厂建模、工业机器
人编程、3D设计打印等多样化的虚拟劳动实践机
会，以适应企业导师柔性教学、拓展实践空间的需
要。

开发“知行合一”的课程体系。苏州工学院注
重依托产业学院，将劳动教育与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相融合，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基于苏州雄
厚的产业体系，学校紧跟相关产业的发展趋势，紧
密对接相关产业的岗位需求和职业能力标准，将这
些标准融入劳动教育课程设计，达成产业学院相关
主体均能接受的课程目标。学校健全“1+4”理实
一体化劳动教育体系，其中，“1”为独立开设劳动
教育通识必修课程，“4”为开展日常劳动、生产劳
动、服务劳动、创造性劳动4种类型劳动教育实
践，从劳动基础理论知识开始，以劳动实践教学为
主，构建了“动手又动脑、出力又流汗”的教育体
系。学校注重贯通职业素养与劳动素养，一方面，
利用产业学院设计匹配岗位群的劳动教育基础理论
知识、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实践环节，提高课
程内容与产业岗位群的匹配度；另一方面，依托产
业学院将劳动教育渗透融入专业教育、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教育、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社会实践与
志愿服务等人才培养环节。学校结合产业学院的特
色和优势，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优势，融合多元产
业资源，整合行业信息资源，设计涵盖基础理论、
产业导论、劳动技能、真实生产要求、职业素养的
课程进阶体系。学校明确企业技师进驻产业学院的
时间，推进高校教师进修计划，加强劳动教育“双
师”团队建设。

（张海 蔡瑞林 王勇 韩先斌）

让学生在劳动教育中实现“真题真做”
——苏州工学院产业学院赋能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索

破局之举
从困境突围到理念革新

2009年，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的反思正在校园悄
然酝酿。“教师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听得昏昏欲
睡。”“作文课上学生抓耳挠腮，背诵课文平淡无
味、缺乏感情。”……当时，学校的语文课堂正面
临三大困局：知识传授与实践应用严重脱节，机械
诵读消解了文本生命力，应试导向挤占了审美空
间，学生难以将语言学习与实际生活情境相融合。
如何打破藩篱？一支课题组开启了长达16年的求索
之路，创设出情境诵读教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五读”策略——朗读、研读、品读、悟读、诵
读，让文本解读从“知识搬运”转向“情境共
生”，打造了情境课堂模式。

“诵读贵求其神味”，这为困境中的探索者照亮
了方向。在山东省规划课题“小学语文阅读情境诵
读教学研究”的牵引下，一场以“情境诵读教学
法”为核心的教学改革拉开序幕。团队成员扎进课
堂，观摩300余节课例。一次偶然的听课经历成为
教学改革的转折点——当一名教师在《背影》教学
中播放了车站送别的纪实影像，学生们突然热泪盈
眶。“原来情感共鸣可以这样唤醒！”这个瞬间启发
了团队：语文教学缺的不是技巧，而是唤醒生命体
验的情境。情境诵读教学打破了单篇的教学局限，
提出“大诵读”概念：围绕文本主题创设语言、生
活、审美等多元情境，在语音情境中沉浸、在问题
情境中建构、在审美情境中体验、在价值情境中思
辨、在综合情境中内化。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
语言的输入、解码与输出，最终提升核心素养。

发展之道
从方法论到育人体系的蝶变

随着探索的深入，自2015年起，学校逐渐打破
了传统单篇教学框架，构建“1346”大单元情境诵
读教学体系——1个目标 （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

养）、3个模式（课堂、评价、育人）、4条路径（文
本解读、课型提炼、评价研究、体系建构）、6类课
型（小说、散文、诗歌、说明文、演讲、戏剧），
形成了纵向贯通小初、横向融合课内外的立体化教
学架构。通过“情境浸润→深度体验→行动转化”
的螺旋上升路径，实现认知建构与实践创新的双向
互动，搭建课内外有机融合的情境诵读体系。

在九年级小说单元教学中，教师创造性地设计
“人生百态展板”项目：用舞台剧诠释《变色龙》
的荒诞人性，通过对比阅读挖掘《蒲柳人家》的乡
土情怀，将诗歌课堂化作一场“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弘扬伟大民族精神”的诗意旅程，当学生头戴
银元道具讲述“茴香豆”背后的辛酸时，课堂不再
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精神盛
宴。这种变革很快显现成效——学生写作素材库从

“流水账”升级为“鲜活的生活切片”，这种“在做
中学”的大单元模式，让教学从“知识灌输”变为

“实践创造”。

向美而生
从文化传承到评价体系的升华

随着研究的深入，情境诵读开始突破学科边
界。在“经典咏流传”主题活动中，古诗文遇上现
代音乐，《水调歌头》被改编成交响吟诵版，苏轼
笔下的明月穿越千年与学生对话；在“清明祭英
烈”仪式中，学生手捧菊花诵读《囚歌》，烈士陵
园的苍松翠柏间回荡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响。这种
沉浸式教育带来的效果，远超课本知识的传递。

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评价领域。“1+3”多元评
价模式让情境诵读教学迎来了评价体系与育人格局
的双重升级：如同为学习装上精准导航系统，深化
阶段精心打磨出“多元评价魔方”。传统的“读得
准不准”被细化为“情感层次量表”：从基础层次
的“读准字音”到特色层次的“读出变化”，再到
星级层次的“引发思考”。“大家安静，注意听命
令！”“必须把船上60人全部救出去！”在小说《船
长》解读中，学生富有感情的朗读与动作的演绎，

为整个课堂营造出紧张的氛围，也生动刻画了一位
英勇无畏的船长形象。AI（人工智能）诵读评测系
统，辅助捕捉了学生的发音韵律。课堂展演、网络
空间都成了实时反馈的“评价实验室”，让评价成
为学生成长的“导航仪”。让学生从“怕诵读”变
为“爱表达”，30多名学生在“夏青杯”朗诵大赛
中获奖，100多名学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人
在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等竞赛中获奖，核心素
养大幅提升。

向光而立
从“区域案例”到“全国品牌”的跨越

今日的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处处可见情境
诵读的生动实践：在文化长廊上的诗词互动屏前，
学生争相扫描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美；“朗读
亭”里，留守儿童的思念化作电波飞向千里之外的
父母；数字化资源库里，2000余件AR交互诵读作
品等待解锁。更令人振奋的是，通过区域教学法联
盟、实验基地校、名师工作室等平台辐射省市，多
所学校借鉴学校“情境诵读教学法”。真正实现了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教育理想。
学校还成功承办了3次省市级研讨活动，召开

了5次区域性会议，形成了可操作性的案例，出版
了专著《情境诵读教学的思考与实践》。2项山东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先后立项，并获青岛市科研成果
一等奖，团队成员发表论文50余篇，3次在省市级
会议上推广成果，被多家权威媒体关注报道。

站在新的历史坐标，回望情境诵读教学法的实
践历程——从单篇教学的突破到单元专题教学的构
建，从教学方法的创新到评价体系的完善，它既是
对传统教育智慧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创新表
达。当琅琅书声穿越教室的围墙，当情境育人成为
校园的底色，每一次诵读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每
一次情境的创设都是一次成长的赋能。这或许就是
情境诵读教学法给予学校的珍贵启示——教育，从
来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生命的唤醒与点燃。

（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党委书记 辛纬国）

字句皆情境 声声润心田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情境诵读育人实践

陶土泥工其乐无穷

济南市章丘区文祖街道西窑头村是远近闻名的瓦罐之乡。文祖中心幼儿园
结合村里的陶土艺术，在户外积极创设了陶土泥工坊。心灵手巧的小“工匠”
们合作取土、筛土、和泥、揉泥，通过捏一捏、团一团、压一压等技术，把泥
巴变成了各种自己喜欢的物体。有形态各异的动物乐园，有新颖奇特的交通工
具，还有各种美味的糕点、糖果、面条、水饺……孩子们在玩中做、在做中
玩，大胆创新、自由想象，在玩泥的过程中既初步体验和感受泥的特性，陶冶
艺术情操，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合作能力。

泥巴厨房魅力无限

泥巴厨房又称泥浆厨房，孩子们使用泥、沙、水和自然物的任意组合来准
备和烹饪食物，对孩子来说充满了无穷魅力。

孩子们积极为泥巴厨房提供了各种真实的厨具：锅碗瓢盆、刀叉勺筷、泥
巴炉灶、桌椅板凳等，还有来自种植园地大自然的馈赠:各种蔬菜、瓜果、鲜
花、草木和泥巴……这些将视为幼儿游戏持续供给的核心元素。

孩子们就地取材，利用地里的蔬菜、青草，制作烹饪各种美味佳肴；利用
泥巴做出蒸包、馒头、汤圆、肉丸等；水和泥制作菜汤、香粥；自由分工，有
厨师、有顾客、有饭店老板……玩得有模有样。

在玩转泥巴厨房的活动中，文祖中心幼儿园的定位是“玩在泥巴，学在泥
巴”。“玩在泥巴”首先是一种愉悦的感受，是一种开放自由的状态，泥巴厨房
就是要让幼儿回归自然，还原游戏，释放天性，孕育灵动，滋养天性。“学在
泥巴”则是为幼儿创设智慧型学习环境，在智慧型学习环境中，让“做中学”

“思中学”“探中学”等多元的学习方式，激发幼儿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探
究性，使其享受自主游戏带来的乐趣。

趣味编织技艺传承

章丘文祖的老粗布是地方特色，家家户户都会织布，孩子们耳濡目染。教
师利用这一传统工艺，根据织布机的构造原理给孩子们制作了简易的小织布
机。孩子通过亲身体验用棉花进行纺线、络线、做穗子、染色、织布等过程，
学习传统技艺，感受织布过程的快乐。

文祖中心幼儿园将老粗布投放在区角活动中，孩子自由缝制粗布制品，成
为一个特色区域。同时文祖中心幼儿园延伸出了用毛线、芦苇、布条、秸秆等
进行简单编织，培养了孩子的专注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了孩子的自
信心与审美能力，形成了大班的班本课程，有助于传统技艺的传承。

葫芦画廊精美绝伦

多年来，文祖中心幼儿园把葫芦作为自己的园本特色课程，与章丘文祖
“友谊匏园”结对，定期带孩子们去葫芦产业园参观研学。每年，教师都会和
孩子一起参与葫芦的种植、浇水、施肥、收获的成长过程，引导幼儿积极去观
察、研究、探索和发现，了解植物的多样性，探索植物的秘密。

文祖中心幼儿园在葫芦架下摆放桌椅及各种绘画材料设置了“葫芦画
廊”。在这里，孩子们用多种方法进行观察、记录、表征、绘画等，并通过绘
画粘贴等方式，将普通的葫芦制作成精美的艺术品，文祖中心幼儿园把葫芦艺
术品悬挂在门厅，打造了独具特色，象征幸福、平安、吉祥的“福禄门”。

文祖中心幼儿园以种植、观察、制作和欣赏葫芦为中心的活动，渗透幼儿
教育五大领域，有效探索了特色科学教育与日常教育融为一体的幼儿园教育活
动。培养了孩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激发了孩子爱劳动、
爱科学、爱生命、爱大自然的美好情感。

美工益智精彩纷呈

教师和孩子们共同收集大量农村自然物，用以丰富室内区角活动材料，满
足幼儿创作的需要。孩子在与材料的互动中尽情表现表达，大胆想象创造，自
信、快乐、智慧浸润每个孩子的心田。

（一）创意无限美工坊
创意美工坊，孩子们巧用玉米叶进行编织各种小蒲团、小花篮、长颈鹿、稻

草人等制品；给玉米叶涂上颜色制作漂亮的花朵、小扫帚、小蝴蝶等；用玉米核
粘制成坦克、长颈鹿、机枪等各种手工艺品；用石头画出憨态可掬的小动物；用
树叶制作成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粘贴画；用碎布来进行扎染、蜡染、印染，制作布
贴画、小衣服等；用各种种子来装饰物体，进行种子作画。

蔬菜是农村一年四季都有的农作物，五颜六色的蔬菜正是孩子区角活动的好材料。
同时，配以垫板、橡皮泥、火柴、牙签、珠光片、各式蜡光纸等辅助材料。孩子们通
过观察、想象，积极与材料互动，自由探索将蔬菜制成各种有趣的造型，白萝卜变
成了小白鼠、青椒变成了小青蛙、菜花变成了小绵羊、黄瓜变成了大鳄鱼……通过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与巧手制作，一件件栩栩如生、富有童趣的蔬菜作品展现眼前。

在区角活动中孩子将自己的想象通过亲手创作，表现了各种各样、千姿百
态的物体造型，大大增强了孩子对区角活动的兴趣，提高了孩子的审美能力，
同时也让孩子感受到了农村资源的无穷魅力。

（二）奇思妙想益智区
在益智区，文祖中心幼儿园投放了各种各样的种子、石子、果子、花生

壳、高粱秆、木块、玉米核、树叶等材料，孩子们积极探索，摆弄操作，在进
行观察的同时，进行数数、分类、比较、排序、认识图形、学习加减法、创编
应用题、下棋等益智活动，玩得不亦乐乎，既发展了孩子的数学思维又提高了
认知能力，真正做到了教育无痕。

另外，文祖中心幼儿园还把葫芦制成拖拉玩具，用树叶做成树叶风筝，用
布条做成尾巴玩抓尾巴的游戏，用玉米棒玩搭建、当手榴弹玩野战、投壶等游
戏，用石子、果核玩“弹石子”游戏，彰显出小材料中的大智慧。

大自然千姿百态、气象万千，蕴藏着巨大的教育财富，是一部具体、形象
的百科全书。未来，文祖中心幼儿园的教师将继续挖掘和利用乡土资源，发挥
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创设具有农村地域特色的区域活动，“以幼儿发展为本”，
因材施教，唤醒孩子对农村资源的良好认知，让各种农村自然资源在孩子们的
手里大放异彩，激发幼儿爱家乡、爱劳动人民的美好情感。 （于柏华）

济南市章丘区文祖中心幼儿园

巧挖乡土资源
赋能幼儿成长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实验中学，一名九年级学生正在舞台上深情演绎《孔乙己》。他身着长衫，手捧泛黄的书卷，声
音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人物的悲凉与时代的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戏剧表演，而是“情境诵读教学
法”课堂的真实剪影。自2009年起，一场以“情境”与“诵读”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在学校悄然展开。从单篇诵读到“大单元
情境教学”，从机械朗读到“五步深度阅读”，从模糊评价到“1+3多元体系”，学校以情境诵读育人实践探索出一条语文核
心素养提升的新路径。立足大单元情境诵读教学研究，学校先后获得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第二批全国情境教育实验
校、山东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润·书香”全民阅读青岛示范学校、青岛市九年制实验学校（基地校）等称号。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劳动教育具有“显著的实践性”。近年来，苏州工学
院依托产业学院，低成本、高质量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结合学科和专业开展劳动实践，构建真实生
产场景，引导学生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在劳动教育中实现“真题真做”，促进学生
劳动素养与职业素养的衔接和可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