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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中学到教学做合一

综合实践课程如何更有生活味
课课 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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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共同体”的形散神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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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综合实践课程是生活的教

育，它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上综合实践课就是带学生发掘生

活的美好。”在日前举行的中国·

钱塘2019“浙派名师”国际教育高

峰论坛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张

华的一番话引来台下600多名中

小学教师和教研员频频点头。

综合实践课程 让生活更美好
戴斗笠拿农具，动手收割水

稻；读《安徒生童话》，演一出英文

版“皇帝的新衣”；为100年后的

菲律宾吕宋岛设计一座“赋能未

来”城市模型……暖场环节，作为

东道主的杭州钱塘新区各中小学

带来了丰富的综合实践课程成果

展示。

穿越时空、横跨地域，人类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止。正如

张华所说，综合实践活动的根本

价值和目标是培养学生生活理解

力和创造力，以及直面生活问题

的态度和情怀。

在中外教师观摩课环节，记

者欣喜地看到，教师用各种方式

带领学生更好地了解生活、探索

生活中有趣的现象。加拿大蒙特

利尔市教师杰米·科恩脑洞大开，

邀请学生设计月球上的奥运会。

月球上的引力更小、比赛场地要

如何调整？月球上适合开展哪些

项目？……教师将问题一一抛

出，学生的小组讨论也格外激烈，

奇思妙想接二连三迸发。

“球类运动的球门和场地线

都要扩大到6倍的高度和长度，因

为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 1/6”

“我们认为，跳水、游泳、花样游

泳，这些带水的项目不适合在月

球举行”……此外，学生们还自发

选择了最喜欢的项目，画出了比

赛效果图。

如此积极的探索态度，科恩

着实感到惊喜。课后他称赞道：

“中国孩子的思维很活跃，思考问

题也很全面，这是他们热爱生活、

享受生活的最好体现。”

跨学科到超学科 教师角色新定位
生活是复杂的，基于生活的

综合实践课程也与单一学科不

同，汇集了各学科知识。如此复

杂的课程如何把它上好，对授课

教师来说着实是一种挑战。论坛

现场，许多参会教师都表达了对

综合实践课程中教师角色定位模

糊的担忧。

对教师们的顾虑，远道而来

的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罗

伯特·卡普拉罗提议，教师们不妨

制订一个三步计划，首先吸取书

本和教材力量打基础，之后适当

加入实践环节做探索，最后完整

实施。他坚信，教学是一个师生

共成长的生活过程。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

莎伦·贝林强调，站在学生成长过

程的宏观角度来看，眼前的一项

小活动、一个小项目，都可能勾连

起一门科学、一项技术。比如，学

生在做木工，就可能会对机械产

生兴趣；学生在做烘焙，就可能会

对化学产生兴趣……贝林认为，

课堂中，教师更多扮演的是兴趣

向导和知识建筑师的角色，通过

提供课程，引发学生学习欲望和

动机。

杭州钱塘新区学正中学副校

长汪晓在自己的示范课上，就很

好地诠释了兴趣向导和知识建筑

师这一角色。在汪晓的引导下，

课堂从一把尤克里里发散开。一

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如何组装、如

何调音再到如何美化尤克里里，

物理、美术、音乐等学科知识轮番

上阵，层层深入。课堂最后，当学

生抱着创意版的尤克里里大胆即

兴弹唱时，台下掌声不断。

互联网+教育来势迅猛，综合

实践课教师的角色会不会就此发

生变化呢？面对这个提问，美国

天普大学教授里奥纳德·沃克斯

认为，一切教育源自于实践，互联

网也是实践的一部分，因此互联

网时代对综合实践课程更是一种

利好，“可以乘着技术的翅膀，摸

索更广阔的教学范围，尝试更多

样化的教学形式”。

□蔡 伟 林明月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网络传播已逐步替代

传统纸媒，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网络传播有着传播

的开放性与扩散性（影响范围超广）、快捷性与突发性

（发生时间超快）、巨量性与再生性（传播容量超大）、隐

蔽性与广泛性（传播主体超广）等特点，导致了其存在

着难以预见与控制的风险。但是，对于网络传播中存

在的巨大风险，为数不少的学校不但没有具体的应对

策略，甚至没有基本的防范意识。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很少将网

络风险控制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不少中小学教师认

为，学校基本不允许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学校局域网只

能有选择地联通部分网站，因此学生在学校里既少有

机会接触网络，又难以在学校的网络里进行不良信息

的传播活动。而高校教师则认为，学生已是成年人，应

该有基本的辨别力，即使出了问题也应该由学生自己

负全责。另外，一些学校管理者认为，网络传播的隐蔽

性与弥散性使得网络传播风险极难发觉与控制，加之

学校管理人手奇缺，要使网络传播管理与风险控制到

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是这些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不少校园悲剧发生。

例如，校园欺凌现象常常令人扼腕。而更可恶的

是还有人炫耀性地将校园欺凌视频发布到社交平台，

这种行径除了对被欺凌者造成第二次伤害外，也使得

一些中小学生受视频影响后是非不分，照葫芦画瓢，甚

至参与组织此类校园欺凌事件。因此，公安部门对于

这种上传网络欺凌视频的行为视为犯罪。2018年6月

27日《解方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时评《网络欺凌危害

甚于校园欺凌》。文中指出，所谓“网络欺凌”，即指利

用互联网做出的针对个人或群体恶意、重复、敌意的伤

害行为。不少师生对于网络欺凌普遍持漠视的态度，

但经历过网络欺凌的学生都会深深体验到这种欺凌给

自己带来的心理冲击与精神伤害。

因此，现代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中，很

有必要将网络传播风控列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具

体可从以下五方面入手。

一是强化预见性思维，及时发现网络风险的苗头，

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网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将

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例如，当发现学生在校园网络

平台和其他信息群里互取绰号的时候，教育工作者就

要警惕，并及时做好引导教育工作，使网络绰号不至于演变成为网

络欺凌。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对网络上取绰号的行为表

示反对，特别痛恨别人给自己取带有污辱性的绰号。

二是对网络传播的内容进行分级分类，并将危害程度严重的

网络传播内容及时告知师生，让他们提早作好防范准备，避免受到

网络传播不良信息的伤害。例如，关于网络传播中的谣言、套路

贷、网络传销、色情信息等，学校层面虽然难以从技术上全部加以

屏蔽，但有必要提前加强预警和宣传教育，避免师生或上当受骗，

或加入不法组织，或直接产生不法行为。

三是加强案例教学，提高广大师生的慎独水平，即通过各种网

络传播中的风险案例告诉广大师生，网络传播虽具有隐蔽性，但网

络不是法外天地，任何人在网络上进行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

制约。

四是通过调研，了解在校学生的信息传播心理，以便开展有针

对性的思想教育活动。例如，可通过对在校师生进行匿名的网络

问卷调查，随机的校园访谈等，充分调研，不断提高学校思政教育

的实效。

五是加强学校网络信息风险监测，构建监测指标体系。除根

据大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外，学校还可通过随机抽检的方式进行监

测。建议相关学校能够合作组网，共同完善网络信息风险监测系

统，加强对网络信息流向的监测，有效预见事件可能的发展走向，

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网络传播风险扼杀于萌芽状态。

□王 红

杭州市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

团是一个紧密型的教育集团，有

采荷、双菱、钱江苑3个校区。

2015年，在杭州市江干区教

育局统筹规划下，集团带着使命

将优质资源辐射到了丁桥地块，

创建了设独立法人的采一集团丁

信小学。至此，采一集团名下有

两所独立法人的学校。两所学校

下面又各有两三个紧密型管理模

式的校区。一个集团两所学校的

松散型办学模式，是江干区“教育

新共同体”范式之一。

“形散神聚”是学校对松散型

集团办学的客观定位。

为什么“聚”？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优质、均

衡地办好新建学校，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

求，是集团办学的责任和使命。二

是在推进过程中容易出现“松着松

着就散了，散着散着就没了”的现

象，因此需让集团化办学充分发挥

其应有的辐射、引领作用。

松散型集团运作初期，集团

率先提出了“亲如母子、情同手

足”的合作理念。这一提法得到

了新建学校的积极响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用

什么聚？如何聚？

2018年5月，在各级各类专

家的指导下，集团作了《松散型集

团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和运行》

课题方案设计，从整体上对松散

型集团未来发展做了系统规划。

该课题成功立项杭州市规划课题

和杭州市第三届重大课题。

在方案设计中，进一步明确

了集团两校的聚合点，那就是彼

此成就，合作共赢；优质均衡，持

续发展。围绕聚合点，选择了“文

化互融、课程互享、研训互进、德

育互动”四方面策略做深入聚合。

途径一：文化互融。文化是

一种精神，是凝聚人心的重要体

现。在30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

结合地域文化,提出了《“荷文化”

育人功能的开发和实践》课题研

究，更提炼出“荷”作为一种文化

意象所承载的“正直、自信、灵动”

的品质，逐步形成了扎实、朴实、

真实的教师文化。因此，希望将

这种优秀的教师文化辐射、延伸

到新建学校。

丁信小学在发展初始，集团选

派骨干教师深入新校，协助校长共

同办学。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

复制，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发

展中有创新。丁信小学找准自身

的办学定位，提炼出了“热情、自

信、感恩、坚毅”的风信子文化。

为让两校文化一脉相承，每

年暑假两校全体干部都要聚在一

起，就集团的文化推进、管理创新

等内容开展一次“研讨坊”活动。

途径二：课程互享。从2007

年至2017年，集团一心一意做好

一件事，就是研发了“采一4D拓

展性课程”体系，让学生们在动

手、动脑、动口、动心中，打通感官

壁垒，实现生命的高峰体验。丰

富多彩的课程，培养学生正直、自

信、灵动的品质。2016年G20杭

州峰会上被定格的“苹果脸”张芸

嘉，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杭州八

分钟的最美女孩解子萱，都是来

自采荷一小的学生。

丁信小学在创办之初，就模

仿采荷一小4D课程基本框架，结

合自身的“DNA”架构起“风信课

程”。课程内容同中有异，异中有

同，相得益彰。每学年，集团全体

教师为了课程走到一起，开展课

程“分享会”，让教育更好地走向

优质均衡。去年，集团还组织多

校区骨干共同研发了共享的CBD

国际融通课程。

途径三：研训互进。新校创

办初期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

师资。丁信小学创办初期，13位

教师中除了集团派出的3人，其余

都是新招聘的教师。建立完善的

研训机制，激发教师自我生长的

力量，是集团的重要使命和责

任。通过特级教师走校带教、骨

干教师校际流动、学科之间联合

研训等，集团让越来越多的教师

快速站稳讲台。除了借力，丁信

小学在采荷一小“欣荷历练营”的

基础上，新增了“新苗营、盈杏林、

常青堂”系列教师培训体系，加强

了自身造血功能。

松散型集团运作3年来，丁信

小学共有50余名年轻教师到采

荷一小跟岗学习，采荷一小也派

出了 18位骨干教师走校带教。

每年10月，集团还为这些青年教

师举办一次“课堂节”。两校青年

教师同台展示，采荷一小名师全

程跟进。如今，丁信小学2015年

招聘的6位新教师中，两人获区教

坛新秀称号，一人被评为区优秀

班主任，一人被评为区优秀教师。

途径四：德育互动。松散型

集团运作初期，两校紧紧围绕“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的精神，联合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联手共研德育课程。采

荷一小坚持做好年级德育项目活

动，丁信小学则以这些项目为基

础，架构起“五美十会”风信德育

课程。为使德育课程更加科学

化、精细化和系统化，采荷一小设

计完成了五美少年评价体系，丁

信小学固化了风信好少年评价体

系，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努力成为

“最美最好的自己”。

二是联手共促德育活动。集

团举两校合力，共同举办毕业礼、

成长礼、入队式、少代会等活动，

让两校学生经历共同的情感体

验，使普通的事件成为不普通的

经历，激发学生在互联互动中实

现生命的共同成长。

文化引领、课程保障、研训成

就、德育促动这四种途径，让松散

型集团聚合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

体。未来，我们的着力点：一是借

助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实现智慧共

享；二是形成有效机制，进一步加

强内在聚合力；三是加强课堂教学

联动，进一步促进优质均衡。在形

散神聚之间，让每位学生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作者系杭州市采荷第一小
学教育集团校长）

“六一”前夕，杭州市南肖埠小学
的学生们通过展示才艺的“街头”音乐
会、为新疆结对孩子奉献爱心的义卖
活动、创作一顶顶创意无限帽子的帽
子文化节，来欢度自己的节日。图为
一名学生正在展示他的作品。

（本报通讯员 陈逸凡 摄）

思
想

责任编辑：黄莉萍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9
投稿信箱：627311066@qq.com 2019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五

（上接第1版）
类似由教师个体创设的社团还有很多，学校里陆续出现了“磨

课俱乐部”“丫丫数学报编辑部”“教工摄影沙龙”等100多个教工系

列社团。“教师的专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一位教师的品德与

人格、修养与境界、情绪与心态、兴趣与爱好。”何学锋喜欢把学校看

成一个家，他觉得在这个家里如果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教师们才

会感到愉悦，“只有教师有好的状态，其专业发展才会好”。

“同”与“自主”的螺旋交替发展
2014年，闵行区实验小学的第4个校区“畹町校区”即将开

办。师资建设、校园管理、课程设置……都是摆在何学锋眼前的现

实难题。

“如果只是单纯的捆绑与复制，校区之间很难实现有效的发

展。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了‘同而自主’的办学之道，为每个校区

的‘自主’提供足够的空间，让各个校区发展自己的特色课程，等到

课程成熟，校区之间还可以互相分享、借鉴。”

“儿童阅读”“教育戏剧”“国际理解教育”“SAP课程”等四大综合

创新课程主题分别被莘松校区、春城校区、景城校区、畹町校区一一

认领。之后，“漆艺工坊”“自然教室”“小豌豆智能社”等社团和学科

教室开始建立，“阅读时光”“神龙鼓号”“头脑体操”“航天科技”“现代

工商”“国际交流”等越来越多的学科延伸课程和成长体验课程开始

生长，闵行区实验小学的“蒙正课程体系”这棵大树越发茂密。

2019年元旦，闵行区实验小学决定开展主题为“把温暖带回

‘家’”游园活动，建议各校区在制订具体活动计划时将游园和特色

课程相结合。于是，常规的游园活动有了各自的精彩：莘松校区以

“阅读+”为主题，交流分享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温暖情谊；春城校区

发挥“教育戏剧”的课程特色，以传统戏曲、情境体验等凸显“中国

年”的味道；景城校区则呈现了古今中外重大的科学发明、科技发展

为全人类带来的光明和温暖；畹町校区在传统民俗活动中融入

STEM特色，学生们在传承中创新，传递温暖和快乐。

“现在，4个校区的运行已经很好地实现了‘同’与‘自主’的螺

旋交替发展，‘自主’是为了更高层面意义上的‘同’，而更高意义上

的‘同’又将带来新的‘自主’发展。”何学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