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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新学年伊始，几乎每一所中小学

都会在课程设置上颇花心思。其实，

校园里还有一类课程设计越来越引起

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基于图书馆的衍

生课程。图书馆就像是一所学校的浓

缩版，蕴藏着无穷的教学资源。在优

化环境、促进学生阅读的基础上，学校

在图书馆课程建设上还能做些什么，

以满足教育教学进一步的需要和学生

需求呢？

承载活动做起“大阅读”
在大多数中小学，校园图书馆更

像是一个原点，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

创造出很多“周边”，形式丰富、内容多

彩。正是这样基于图书馆课程的阅读

活动，不仅吸引了学生，也成功地把教

师和家长变成了图书馆的粉丝，成为

了建设书香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孩子们可以天天来这里吗？”新

学期开学，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

学的“阅读酷跑”开跑仪式在校内童源

书屋举行。一年级新生和家长牵着手

走进书屋，一起跟着教师学习绘本阅

读。“阅读酷跑”书单根据难易程度分

成12种，每16本图书为一站，涵盖了

数学、科学、品德等各个学科领域。每

个站点寻找中国文脉上极具影响力的

一位文学大家作为守关者，按年代由

近及远排列，如冰心、叶圣陶、曹雪芹

等，最后一站的守关者是大教育家孔

子。书屋里不但配齐了“阅读酷跑”清

单上的所有书目，还提供与守关者相

关的书籍。每学期阅读8本书，是该校

学生课外阅读的底线。到了期末，闯

关成功者便可在酷跑手册中盖上极具

象征意义的酷跑纹耀印章。“阅读，只

有起点，没有终点。”校长朱华英没事

儿的时候最爱到童源书屋里去转转，

“孩子们看着书，不时皱皱眉头或者微

微一笑，那就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学

校，都将图书馆阅读课程和语文教学

紧密相连。比如平湖中学此前刚结

束的首届名著阅读马拉松挑战赛，就

由该校语文教研组和图书馆联合策

划。赛事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在图书馆借阅室，高一年级160名

学生要在200分钟内读完一本9万

字名著——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

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第二阶段

学生各自回到教室领取答题卡，参加

时长为30分钟的测验。“学校有个

‘大语文’课程群，图书馆相应设有两

个专门的语文阅读室，里面的书籍由

语文教师专门挑选，这几年，学校与

图书馆联合推出‘读整本书’活动，规

定图书名目和时间，并在相关的考试

中设置阅读题目，检测学生的阅读效

果。”副校长周爱民说。

宁波市奉化区实验小学图书馆

则专门开辟出古诗词专架，学生在

《穿越古今 飞扬诗心》阅读综合实践

课程活动手册的引导下，参与诵诗、

写诗、画诗、演诗等活动。副校长李

秀蕾告诉记者，她理想中的图书馆，

是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

那本书，她正着手策划一门新课程，

以查找方法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

图书馆里找到心仪的书籍。

从书房到“课堂”
2015年5月20日，教育部、文化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拓展图书馆使用

功能，利用图书馆举办学术讲座，展示

师生作品，开展教研、学习交流活动。

学校图书馆名正言顺地走上了从学生

书房到“第二课堂”的发展之路，不仅

影响着本校学生，也辐射到周边群众。

衢州第二中学在6年前就提出

打造“伟大的图书馆”目标，将图书馆

和立德树人、全面深化课改相结合，

不断拓展学校图书馆的外延。图书

馆全年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从上午7

点到晚上9点。1～3楼都是自习室，

1000个座位敞开式摆放。这里不论

是周末还是假期，都坐满了来学习的

学生，还有不少家住周边的市民也会

特地赶来自习、看书。学校会在周末

安排一场电影为大家播放。

图书馆还设有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每天晚上都有心理教师值班，学

生有需要可以得到专业指点；而科技

创新中心、信息学团队辅导中心，也

会为学有所长的学生提供辅导。校

长潘志强说：“图书馆里那份自由舒

畅的阅读气氛和自我选择的阅读取

向，是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我们希

望学生在高中时就能提前感受到大

学图书馆的氛围，这样有利于学生养

成勤学善思的习惯，也有利于让师生

的人生始终充盈着书香。”

温州翔宇中学的瓯江书院开放

半年多来，系列课程还在完善中。目

前已完成的有“柏拉图《理想国》精

读”，配备自编读本一册。学校计划

将本校大咖级教师整合起来，开出高

水平系列课程，比如“《庄子·齐物论》

细读”“自然科学通识课”“古希腊罗

马哲学初步”等。书院还按需要引入

网络课程，同时培养学生成为课程的

设计者甚至讲师。

图书馆也能成为“课堂”吗？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郑 岗）佩戴上55年

前的校徽，朗读起80年前的

语文课本……这是衢州第一

中学峥嵘文学社新学期的第

一堂文学“穿越课”。

其中，6本1932年的高中

语文课本，本该是躺在博物馆

里的校史旧物，却成了课上学

生们可以亲手触摸的教育资

源。校史办主任胡美蓉介绍，

因学校正在建设浙西地区最

大的校史博物馆，不少校友得

知后，主动捐赠了这些承载着

历史印记的物品。

学生陈睿蓉说：“我触摸

到了如此珍贵的书籍，跟着老

师朗读着一篇篇如今依然熟

悉的文言文，自己仿佛回到了

80年前，感受到了祖辈的语

文课。”

“一所学校不只是教师在

育人，校史旧物和校友对母校

的深情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资源。”校

长徐衍昌说，近距离让学生们感知“老物

件”，能让它们不再只是摆设，而是发挥出

实实在在的教育功能。据了解，接下来，

高一、高二年级近1400名学生都将通过

每周一次的社团活动与这些校史文物近

距离接触，走进“穿越课堂”。

□俞国娣

近三个月，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学院的陆教

授说，新加坡的小学生每天都有升旗仪

式；独立学者刘叔铭博士谈到自己小学时

的校长沈慕羽先生很自豪，他说沈校长每

周主持周会，后来还改成每天朝会，每次

他都在会上给学生讲一个关键词，用这样

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价值观。

新加坡的这两位学者都提到了我们

常用的教育形式——仪式教育，这也引发

了我对仪式教育的思考。

在我国，仪式教育广泛地存在于学校

教育中，大大小小的仪式很多，是学生在

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些仪式

又发挥着怎样的教育作用呢？一次又一

次的学校仪式在学生的头脑中会留下些

怎样的教育印记呢？这值得我们去细细

思量。

学校设计的每一种仪式，都有着独特

的象征符号，往往是具体的、物质的，对于

儿童而言是最容易感知和接受的。如仪

式中的口号、动作、音乐等。这些象征符

号已经超出了它们作为物质本身的特性，

总是被做出精神化、人格化、文化性的解

释。仪式还会有一定的表演性，而表演正

是极富感染力、儿童愿意接受的教育样

式。如一起喊口号、唱歌、击鼓、行礼等，

都是把人吸引到教育环境中来、参与仪式

的好方法。仪式还会用特定的音乐渲染、环境布置，来

感染人、熏陶人。置身于仪式进行的情境中，会让人产

生积极的情绪体验。这种场景浸润的体验式教育效果

是说教、讨论、运算、阅读等其他教育形式很难达到的。

好的仪式会产生一种“场”，这种“场”会让参与者不

知不觉地目标趋同、行为趋同。这种“场”犹如教育的磁

场，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价值观教育作用，而价值观教育

正是我们今天实施学生德育的重点和难点。仪式教育

可以把抽象的价值观教育，变成多感官参与的、具体的、

直观的感染式体验。这就是仪式教育的魅力所在。

但仪式教育最怕流于形式。教师在实施仪式教育

的时候，如果没有深入思考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仪式，而

只是惯性使然，那么，仪式教育一定会陷入目标不清的

困境，也起不了好的教育效果。当仪式教育变成一种漫

不经心的形式走过场时，学生会讨厌这种浮于表面的形

式，滋长负面情绪，下意识地反感我们施行的教育。当

学生的抵触情绪滋长，对于仪式会不自觉地躲避，我们

施行仪式教育就适得其反了。

实施仪式教育的关键是策划与方案，效果靠实施和

反馈。一是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场地。如入队仪式需要

在学生迫切想要加入少先队组织的时候进行，误了这个

点，就没有神圣感了；颁奖典礼要在奖项新鲜出炉之际

进行，过了这个时间就不会被热议、被关注了。二是要

注意渲染氛围。背景布置、道具安放、音乐选择、话筒音

控、灯光调试等都需要一丝不苟，要把气氛烘托出来，浓

浓的氛围可以让人入情入境。三是仪式应讲究程序。

程序设计要环环相扣，能给人以庄严感和神圣感。程序

的合理是仪式教育有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上下

场的路线、先后顺序、穿插角度等，任何细节都要在程序

设计之内，都要设计到位。四是组织者要全情投入，并

需要以严谨慎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最后，详尽的

方案和适当的评价是仪式教育的加分项。我以为，学校

仪式教育的理想状态是，仪式可以反复实践，成为一种

约定俗成的校园生活方式，形成传统，传递价值，变成一

种文化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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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常山县东案乡东案村全体党员来到东案乡中心小学，共同开展“喜迎十九大，争当小先锋”主
题活动。图为东案乡中心小学退休党员教师在党建公园向学生口述党史。

（本报通讯员 杨海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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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争当小先锋争当小先锋

□舒 放

这两天，各高校陆续开学。余杭中学

的校园里也多了不少已经高三毕业的孩

子，他们重返母校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

在去大学报到前，再看一眼熟悉的校园，

以及那些曾与他们一起努力的教师。刘

倩，是今年余杭中学高考生中的佼佼者，

目前已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

录取。在校园里偶遇，她深情地和笔者

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和家里人都

始料未及的。我来自于一所普通的农村

初中，在余中的3年，在学业和生涯导师双

导师的引领下，我学会了如何在理想和兴

趣间做出真正适合的选择。”

的确，在“新高考元年”，余杭中学交

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据统计，余杭中

学一段上线人数达107人，本科上线共

596人，上线率达87%。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样一所普通高中

在这次新高考中“异军突起”？“我想，这与

我们多年来深入开展的课程改革和加强

学生学业生涯规划指导有着莫大的关

系。”校长王书力说。

全面推行选课走班 优化课程教学
研究新高考带来的变化，余中上下形

成了一个共识，即在以选择性、个性化为

主要特征的高校招生方式下，全面推行选

课走班制，优化课程教学，这是制胜新高

考的不二法门。为此，从参加新高考的第

一届学生入学的那年起，该校即对语文、

数学、英语3门学科实施了分层教学，由学

生自主选择，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实现

动态反馈与递进。分层采用学习成绩和

学生意向结合的原则，将学生分为A、B两

层，比例为2∶2或1∶2，学生在同一楼层内

进行走班。并在每个学期结束后，由学生

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学习情况提出调层申

请。教务处结合学习情况和备课组意见

对学生进行考核，并给出最终结论，予以

公示。

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特长和专业倾

向，学校首先对“7选3”课程和必修课程

实施了分层分类教学。根据学生的意愿，

将“7选3”课程分为A、B两类学生。B类

为只参加学考的学生，A类为参加选考

的学生。不同类学生采用网络选择的方

式进行编班。学生分类选课的时间分别

为高一年级的第2学段和高二年级的第5

学段。

学校课程结构也随着新高考方案的

推进，逐渐调整为由必修课程、选修课程

及专题教育构成。传统的必修课程安排

也不再由学校“一刀切”，而是根据学生的

选课需求适当调整。比如，学校在高一年

级第二学期并开所有必修课程，以满足学

生需求，之后则根据选课情况，进行课程

调整。在2017届学生的选课方案中，因为

化学、历史、物理、地理选课人数较多，而

政治、技术的选课人数较少，学校就对政

治和历史学科的教师开展统一培训，让一

位教师可以胜任两个学科的教学，以此匹

配学生的选课情况。

此外，基于学生生涯多元化培养的目

标，从丰富学生选择的角度出发，该校又

逐步构建起具有校本化特色的选修课程

体系。至2017年6月，学校共开发选修课

程266门，学生数/选修课程开发数量比例

为7.6人/门。学校还充分利用地域性资

源，与国家级科技园区未来科技城以及杭

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章太炎故

居、长乐林场、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

等合作进行选修课程开发，列入选课目录

的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数量达到54门。

精准规划学业生涯 让学生学会选择
最近，学校专门组织开展了一次针对

2017届新高考首届学生的大学专业录取

情况调查。调查发现，全校684名毕业生

中，对大学专业录取非常满意的达32%，

基本满意的达64%，远高于往年的录取情

况。“说明学校多年来的学业生涯精准规

划是有一定成效的，确实起到了帮助学生

在专业和优势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作

用。”王书力说。

王书力介绍说，学校立足新高考方

案、本校学生学情和特长，从量化数据分

析着手，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制订高中

学业规划和大学专业选择。以高考“7选

3”为例，一个刚进高中的十五六岁的学

生真的可以合理地作出科学的选择吗？

学校的策略是，首先引导学生通过学科

之间横向比较，形成优势初定位。高中

阶段有期中联考、期末统考等各类考

试，这些是反映学生学习成绩最直接的

方式。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进行合理的量

化分析，帮助和引导学生抉择，依据多次

成绩逐步定位。

基于此，2017届学生在高一阶段学业

规划的内容为：高一上至少确定1～2门选

考科目，高一下再确定剩余的选考科目。

每个学生根据自身对于科目的确定程度

依次设定3门自己的选考科目，用1、2、3

标号表示。1表示首选科目，2表示次选科

目，3表示备选科目。

初步定位优势学科后，学校再次引导

学生进行学区内部比较，促成优势再定

位。新高考中选考成绩按等级赋分，高考

分数在学考合格的前提下，主要依据考生

成绩的排名，而不是卷面分。学校因此引

导学生，在看待平时的考试成绩时关注自

己的单科水平在一个学区内的层次往往

比实际分数更重要，学生和导师一起通过

比较确定自己的等级结合赋分比例，定位

自己真正的优势学科，并做出最后“7选3”

的选择。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不假，但也

有例外。王书力说：“高中阶段确实有些

学生对某门学科很感兴趣，但是该学科的

成绩不怎么突出。但也有的兴趣不足，却

有出色的学科成绩。另外，高一阶段的特

殊性也会对学生正确区分学科优劣势造

成干扰。高一学科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记

忆性的内容较多，学生会觉得好学，而到

了高二学科难度会发生变化，一下子跟不

上了，失去学习兴趣也很有可能。”针对这

样的问题，学校力求职业导师在学生对某

学科产生学习兴趣时，结合该学生的性格

特长与该学科相关的职业能力给予恰当

的评估。学业导师则及时跟进，通过对该

生进行相关学科测评，给出一个学科学习

能力的客观评估。如此一来，帮助学生在

对某学科既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时做出

最佳的选择。

“新高考元年”，余杭中学缘何“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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