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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吴维煊

思政课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

教师，一致认为思政课是教

育的“重中之重”。因而，无

论是思政课程的教材编写，

还是课程设计，近年来都投

入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和教育

智慧。

不可否认，目前思政课

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思政课在整个教育体系

中的重视程度依然有很大提

升空间，离学生感兴趣、愿意

学 、有 成 效 还 有 一 定 的 距

离。学生不怎么爱学，觉得

思政课枯燥、空洞；思政课教

师不怎么爱教，觉得思政课

教学缺少抓手、缺少活性，不

像其他学科那样在短期内能

看到学习成效，难有教学上

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教学积

极性不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

况，其原因在于把对学生进行

思政教育局限在思政课这门

课程上，以致思政课成为教育

中的一座“孤岛”。此时的思

政教育只与思政课教师有关，

其他课程教师都成了思政教

育的局外人。在这样的背景

下，加之一些功利性因素，有

相当一部分教师在学科教学

中以知识传授为主，以提高学

生考试分数为目的，忽视对课

程人文性及教育性的开发，存

在一定的“只教书不育人”现象。同一班

级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各扫门前雪”，缺少

“大教育观”。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无论

思政课教师怎样努力，都难以取得令人满

意的思政教育质量。

思政教育不仅仅是思政教师的教育

职责，也是每一名教师的教育使命。要想

让思政课上出质量，达到应有的目的，应

积极探索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拓

展，以课程为载体，将思政教育渗透到每

门课的教学中。

首先，各门任课教师要引导学生端正

学习态度，不仅要让学生明确应对自己的

人生负责，也要使其明确自身肩负着对家

庭、对社会及对国家的责任，培养学生的使

命感，激发学生为建设国家而学习的动力。

其次，要让学生明确，无论哪门功课

的学习，都需要学习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奋

力拼搏，敢于挑战一个个难题，敢于攀登

一座座高峰。

再次，在知识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

的能力与素质进行培养。例如，在课堂之

内，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坚持因材施教，

做好分层教学。在课堂之外，加强对作业

的研究，让学生通过作业提高学习能力与

学习品质；加强学习小组建设，培养学生

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加强知识的应用，

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课程思政”是将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

融为一体的教育方式。无论哪门课程，任

课教师在课程教学中都应以育人为目的，

在知识教学的过程中，深挖课程中的思政

文化内涵，将思政教育贯穿于课程教学的

所有环节。由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回

归，才能实现由教学向教育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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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季惠忠

香甜棉花糖、软糯麻糍、畲族乌米饭、

五彩年糕……光是听名字，就让人味蕾绽

放。文成县西坑畲族镇中心幼儿园的孩

子们在等待了整整一个假期后，终于迎来

了日盼夜盼的乌饭节。园长陈婷婷介绍，

乌饭节是畲族的传统节日。每年3月3

日，该园会举办盛大的活动，全园师幼不

仅以载歌载舞来庆祝节日，而且要制作和

品尝乌米饭。

这个颇具畲乡风情的活动，是该园正

在实施的“快乐的小山哈”园本课程（以下

简称“小山哈”课程）的重要内容。“文化与

教育从来不是割裂的，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离不开家乡文化的浸润。”陈婷婷说，该园

坐落于素有“天然森林氧吧”之称的文成

县西坑畲族镇，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得

益于当地特有的山歌、舞蹈、服饰等畲乡

资源，该园近年来以“用爱启迪多元智慧，

用心润泽畲乡”为理念，探索并实施了具

有畲乡特色的“小山哈”课程。

课程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小山哈”课

程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在2015年以

前，教师们更多的是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融

入一些与畲族文化有关的活动；2017年，

教师团队开始探索畲族特色主题活动，积

累并沉淀前期的经验；到2018年，该园从

顶层设计出发，将办园理念融入基础课

程、特色主题活动，才形成了如今的“小

山哈”课程。

目前，“小山哈”课程由“畲艺”“畲味”

“畲节”“畲玩”“畲乡”五大子课程构成，提

出“乐探究”“爱游戏”“享生活”“善运动”

四个维度的目标。“我们期待孩子们在参

与课程的过程中传承畲族文化，做一名快

乐的‘小山哈’。”陈婷婷说，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让环境为课程说话”是第一步。幼

儿园里所到之处，如楼梯间、墙壁上都充

满了畲族元素，以幼儿能明白的方式展示

畲族节日、畲家药膳、畲族服饰等内容。

幼儿园自然是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的。在“小山哈”课程中，各色各样的游戏

凸显了畲族传统特色：“多彩三月三，悠悠

畲乡情”，春天来临之际，剪纸、木偶戏、编

草鞋、编腰带等传统工艺活动，孩子们玩

得乐此不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到了秋天，举行“丰收节”活动，教师们打

鼓，孩子们对歌、舞龙；每年的12月末，还

会举办畲族体育节，家长与孩子身穿畲族

特色服装挑战“背篓”“挑担”“五谷丰登”

等亲子游戏……

“跟随着课程实施的脚步，畲族的面

纱一点点地被揭开，并展现在孩子们面

前，家乡文化逐渐地植入了他们的心中。”

陈婷婷说，目前，畲族美食、畲族民间游

戏、畲族手艺等都被纳入各个班级的日常

活动中，还生成了班本课程，如绿豆腐、

“纸”趣横生、小小“畲”计师、粒粒辛苦我

知“稻”等。

“初遇‘小山哈’课程，惊讶于它独特

的畲族味道，羞于自己对畲族文化的一知

半解。当真正接触、融入甚至投入其中之

后，我在各种特色活动中与孩子们一起感

受民族风情。”该园教师赵鸯鸯深有体会

地说，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孩子们

都收获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畲族文化产

生了更多情感联结。

□本报记者 张纯纯

“各就各位，预备——跑！”在江山

市第五中学的操场上，学生们正迎来新

学期第一课——体质健康测试。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一、二年级学生

放学时肩膀上少了沉重的书包，一场正

在高调进行的“书包改革”意味着他们

周一至周四可以不背书包上下学。

诸暨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学生

收到了一张特别的任务单——“睡眠

令”，“坚持做到每天21：00前关灯睡

觉，不吵不闹安静入睡”是每个学生需

要写下的承诺。

……

开学已至，健康先行。过去的一周

里，“学生体质健康”成了我省不少中小

学校新学期工作的关键词。是“空有噱

头”，还是“硬核新招”？这些“三十六

计”是否能持续叫好？记者对此进行了

深入采访。

小切口催生大变革
“我的作业做不完，怎么办？”拿到

“睡眠令”承诺书时，诸暨实小教育集团

庆同小学三（2）班学生傅译增只开心了

一会，随即而来的是对完不成家庭作业

的担心。

但当天下发的语文作业——“语

文‘一百’超市”逐一解答了他的疑

问。“这个语文‘超市’里有‘词语面包’

‘压缩饼干’‘高钙牛奶’‘新鲜水果’4

种不同数量和难度的作业，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购。平时做

作业比较慢的可以选择逐个听写词

语的作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则可

以试试出几道题来考考自己。”三（2）

班语文教师杨舒轶向学生详细讲解

了这份分层作业单，而这也是《实小教

师“家作令”》对全体教师提出的教学

要求之一。

“为了更好地让‘睡眠令’落地生

效，学校同时出台了‘家作令’，要求教

师严格控制家庭作业总量，不断提升

家庭作业质量，大力创新家庭作业分

层。”庆同小学副校长刘娟娟介绍，面

对那些学习能力比较弱的学生，学校

允许教师降低作业难度，减少作业数

量，给他们“特殊待遇”，从而提升他们

的学习自信心。

“‘睡眠令’背后其实是在倒逼教

师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诸暨实小教育集团总校长骆燕琼提

到，之前学校也一直在通过定期抽查

作业情况、家长访谈、“周三无家庭作

业日”等形式来控制家庭作业的数量

和质量，而“睡眠令”的出台更是加强

了这种约束力，“推行‘睡眠令’和‘家

作令’，不仅考验学校对教学改革的智

慧和勇气，也在考问教师的教育良知

和灵魂”。

正在进行“书包改革”的江南实验

学校的教师也在经历同款“考验”。在

这之前，学校早已严格执行一、二年级

不布置书面作业的规定，“教师有没有

额外布置作业”一直都是学校重点关注

的必查项目。而进行“书包改革”以来，

试行方案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更高要

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落实习题精

讲、精练、精批；教研组提升教研水平，

统一思想、精心备课、设计校内高质量

练习题。

“其实不背书包上下学只是一种形

式，更重要的是学校想通过此举贯彻

‘轻负担、高质量’的幸福办学理念，推

动家长关注孩子的人文精神培育和身

体健康成长。”江南实验学校副校长沈

颉说。

小运动撬动大健康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

辰宿列张……”这几天，一套以中国传

统文化为背景的广雅风骨武术操成为

义乌公学小学部师生们的热门话题。

这套室内武术操由小学部体育组教师

自主创编，以千字文经典吟诵为背景音

乐，融合中华传统武术元素，使学生在

阴雨霏霏的日子里仍然能在室内享受

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寒假期间我每天坚持跳绳 500

个，连大年初一都没有落下，之前我一

分钟只能跳150多个，现在能跳到200

多个了！”在开学第一天的“健康牛”跳

绳打卡活动中，温岭市九龙学校二年级

学生陈奕燊兴奋地“炫耀”着自己的成

绩。“跳绳、摸高、投篮是学校传统三项

体育活动，寒假期间我们要求学生坚持

跳绳打卡，增强体质。”九龙学校副校长

王美燕说。

近年来，随着学校体育与健康教

育不断得到重视，如何让学生能够真

正爱上体育运动，也成了每所学校面

临的挑战。

对于杭州市钱塘新区金沙湖实验

学校的体育教研组组长陈炯鹏来说，他

的挑战难度系数要更高一些。

“去年开学初，学校对每个孩子的

身高、体重进行了监测，发现全校6个

年级中身体指数（BMI）为超重状态的

孩子占全校总数的16.31%，肥胖的孩

子占15.73%。经过规划后，去年11月

份学校面向肥胖的孩子们专门成立了

‘研究院’。每周两天，由我们组织他们

一起到运动馆进行训练，每次至少一小

时。”作为“研究院”的负责人之一，陈炯

鹏发现这些孩子普遍不热爱跑、跳这些

常规运动，连学校每天进行的“365健康

跑”也基本无法坚持下来，“必须为他们

量身定制一套合适的训练计划”。

培养耐力和速度的“渔网捕鱼”、提

高应变能力和合作能力的“贪吃蛇”、锻

炼身体协调性的“过河拆桥”……20个

充满着童趣的体育游戏就这样诞生

了。“这些游戏我都很喜欢，有的可以像

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有的要双手支撑

爬到高处，最累的是推毯子游戏，要把

一个大地毯边推边卷，得花很大的力

气，非常累，但真的很有趣。”参加训练

的女生小乐说。

“体育游戏其实只是一种载体，目

的在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让学生能

够喜欢上体育、热爱体育，从而能够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陈炯

鹏说。

小家庭影响大生态
“这学期开始，身体指数为超重状

态的学生也会加入‘研究院’。”而在邀

请他们加入之前，陈炯鹏知道自己还

有一件“大事”未完成，就是召开家长

座谈会。“这场座谈会要向家长们询

问学生的肥胖原因、身体状况等，了

解清楚这些以后，才能进行有针对性

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学生

的肥胖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老师的

干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需要家长

的配合。”

在诸暨实小集团的学生收到“睡

眠令”之前，一封告家长的倡议书已经

提前送到了每个家长的手里。“家校努

力，一起探索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是写

在倡议书最后的话。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我们能控

制，但是家长额外布置的作业是我们

很难控制的。希望‘睡眠令’的推行能

够让家长们真正看到，负担的减轻不

会影响我们的教学质量反而会提高教

学质量。”骆燕琼坦言，在破解学生体

质健康难题的过程中，最困难的是改

变家长的“质量观”，要让他们能够把

目光从短期的质量转移到孩子长期的

成长上来。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全国人大

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认为，推进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体系的建设，是教

育改革推进到新阶段面临的一个重大

课题，“要发挥学校教育引领家庭教育

的作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连接

是最密切的。学校要引领家庭教育，

使之更符合规律，更好地发挥作用，这

个过程中，学校教育还是要做更多工

作，付出更多努力”。

“家校之间一定要通力合作，既

然学校老师竭尽全力在做，那么在家

里我们也不能无限放纵孩子。”参加

金沙湖实验学校座谈会的一名家长

下定决心。

是“空有噱头”，还是“硬核新招”？

破解体质健康难题的校园“三十六计”

本报讯（通讯员 施林红
李佳颖）“在‘点点象’的游

戏场所中，孩子们关注到影

子的现象，我们便开启了一

场光影之旅……”不久前，

杭州观成幼托园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保留节目——“慧

师节”。活动期间，该园所

有教师都分享了自己的课

程故事，而每一则故事背后

是他们如何以专业智慧来

支持幼儿的成长。

每年，观成幼托园都会

举办这样的“慧师节”。这期

间，每天带班之余，教师们围

坐在一起，一边聆听故事，一

边寻求新突破。

总园长、省特级教师杨

蓉介绍，该园目前实施的多

特课程是立足于园内优美自

然环境和丰富场馆资源而建

构的生成性课程，这意味着

教师们开展的课程活动必须

源于儿童在园的真实生活。

于是，园所里的“趣多多松果

林”“八爪鱼梦幻连廊”“大大

网”“点点象”等不再只是简

单的游戏场所，而是成了孩

子们的学习中心。

因此，一个个以幼儿学习成长为主线的

课程故事便诞生了。在“点点象”游戏场所，

教师以问题驱动的方式，引导孩子们从黑色

影子到彩色光影，一步步完成光影之旅；在一

个冬日，孩子们偶然发现了死去的小鸟，师幼

一起为小鸟举行告别仪式，并开展了一系列护

鸟行动，如给小鸟造窝、喂食等；针对孩子们感

兴趣的造船，教师从儿童整体发展的角度开展

“超学科、跨场馆、拓材料”的“STEAM+”课程

设计，实现了班级和场馆的无缝对接和联动，

也促进了幼儿学习和行为、经验、情感、思想

等的联结……

“这些课程故事都是真实的、完整的，且具

有操作性，让我们看到了孩子、老师、家长的共

同成长。”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原

副院长、教授朱丽丽认为，该园每一处环境都

实实在在地和孩子们发生着互动，其真正成了

教育资源，课程故事也由此变得鲜活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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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小山哈”，爱上小畲家

大山里的幼儿园传承畲乡文化

视点第

爱耳护耳爱耳护耳 从小做起从小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