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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眼中，乡村学

校学生学习成绩不够理想，

各方面发展较弱，与乡村环

境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我

们不能总是以城市教育为参

照，谈乡村孩子成长上的弱

势，而应该俯身从乡村实际

出发，办能够帮助乡村孩子

适切发展的教育；这并不是

按照一般课程降低难度，只

求及格保底，而是要以未来

思维去思考“为孩子的未来

而教、为未来而学”。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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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省项目化学习展示月乡村实践专场活动在永嘉县罗东小学和慧中公学举行。与会嘉宾或“云端”或“线下”实

地“打卡”学习场景，体验瓯窑、瓯茶、瓯雕、瓯绣课堂现场展示，共同检验项目化学习成果。课堂上学生们眼中热爱的光，让嘉

宾们惊喜：“古老的文化有了现代的传承，学生们找到了学习的意义。”

乡土性与现代性被称为乡村学校的两种重要属性，乡土性存续着乡村学校的文化根基，现代性反映着乡村学校的时代意

识。乡村学校的发展，特别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已是“乡村振兴”“教育共富”等政策背景下的热点问题。然而，该如何

发展乡村学校？这成了本次专场活动的讨论核心。

“尽管项目化学习鼓励学生们

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并解决问

题，但在乡村学校，传统的教育模式

很难让他们发现问题，并有勇气提

出问题。”缙云县章村小学校长马鑫

飞说。

该校教师发现村子里老人很多，

很孤单，且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和自己

的爷爷奶奶关系不好，甚至会觉得老

人很烦。为了改善学生和家里老人

关系疏离的问题，同时提高乡村学生

表达交流等能力，教师们设计了“芳

华”项目。学校找出村里所有 85 岁

以上的老人，让学生一对一地进行

采访，然后写一篇关于老人的传记，

最后用展板展出传记故事。学生中

最少的采访了 6次，最多的则采访了

12 次。村支书还邀请全村人参加展

演环节。在现场，学生们自信地向村

民讲述爷爷奶奶的精彩故事。老人

和学生们身上的那种真诚触动了在

场的所有人。

“我们教学生孝顺，同时他们也

教会我们真情的可贵。引导学生去

探索老人的人生故事，看见每个人的

芳华岁月。”马鑫飞说。去年，他们把

“芳华”项目进行了升级，要求学生用

影像呈现3个家庭中不同成员的芳华

人生，并提供了活动框架。活动包括

立项、确定家庭、学会沟通技巧、确定

采访素材、撰写采访故事、分享采访

故事、将采访故事转换成拍摄脚本等

步骤。

这一项目化学习让学生产生同理

心，知道长辈每天为家庭而奔波的不

易；同时也让他们在拍摄视频的过程

中初步掌握拍摄的技能。“我们培养的

不仅仅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

以后能在社会上有足够生存能力的社

会人。”马鑫飞说。

在温州市双潮小学，学生主动围

绕问题形成连续的任务链，到田地、社

区等开展种植、调研等实践活动，并形

成成果公开展示。当学生们的作品真

正对自己周边的世界产生影响，社会

性成长就显而易见了。项目化学习注

重从课内到课外、从书本到实践、从校

园到社区的一种无边界和无距离的打

通，学生种下了一颗主动学习的种子，

教育因此也就有了生命力。

因为解决问题的自信心逐渐增

强，学生们的创造力也变强了。项目

化学习像一块石头，投进乡村学校，激

活了学校教育改革的热情，教师们开

始全方位关注自己的教育是否以学生

为本，注重知识与生活相结合，以及学

生学习过程的体验。最关键的是，师

生们都对身边不完美的事物有了敏感

度，有了希望做一些改变的自觉心。

缙云县教育局总督学胡成勇认为，项

目化学习让乡村学校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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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乡村小规模学校周边的社会

课程资源（如历史遗迹、地域特色、风俗习

惯）、环境课程资源（如山川河流、森林植

被），开发丰富多样的、具有浓厚乡土特色

的地方课程，让乡村学校成为传承乡村文

化的高地。

坐落于浙江省最大的万亩良田，稻作

文化流传的瑞安曹村，曾出过82名进士，

被誉为“中华进士第一村”。曹村镇第二

小学，就坐落在曹村耕读广场附近。校长

张蓓蕾带着学生们置于自然中探梦，放眼

万亩良田，“你觉得我们的水稻可能和周围

的哪些生物环境有关？”学生们带着问题走

进水田调研，发现了很多关于小动物的问

题。他们在寻找青蛙时，发现青蛙数量少，

就会思考这与哪些因素有关。学生们带着

问题主动向教师请教，通过自然课《食物链

与食物网》，发现任何两种生物之间的联系

断了，其他生物都会受到影响，水稻作为食

物网中的生产者，很多动物的生存都依靠

它，由此理解稻米在整个食物网中只是一

分子。学生们通过观看纪录片《稻米之

路》，又激发了研究水稻生长所需条件的想

法。于是，学生们启动了一次主动制作水

稻箱，开辟试验田，完整观察一粒米的生长

旅行。

湖州市吴兴区妙西学校地处张志和笔

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

西塞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内。学校所处的妙

山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首批未来乡

村。竹子是学校学生很容易获取的自然资

源，学生们尝试利用竹子资源制作体育器

材，并将其融入到大课间活动中。学生通

过观察竹子的特性，在家长的协助下制作

了竹高跷，与体育运动中最基础的“跑”

“跳”“投”相结合，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大课

间活动项目。

陈素平认为，项目化学习的“在地化”

有两个支点：一是自然生态教育，二是文化

传承。要培养学生热爱和亲近自然的情感

和习惯，让学生在自然中真实地学习，并为

了促进自然生态发展而学习。让学生沉浸

式感受村庄和社区的变迁，了解耕读文化、

乡土文化；培养家国情怀，加强文化认同，

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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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我省乡村地区的主要办学形态之

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虽然在全省学生中占比不

高，却是最迫切需要教育扶持的群体，他们多数是留守儿

童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可获得的家长与社会支持相对

较少，学校和教师是他们成长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因此，

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强校提质及其师资队伍的壮大是实现

教育公平与托底攻坚的关键所在。

如今，走进乡村学校，设施设备与城区学校的差距明

显缩小，但学生学业质量提升一直是这些学校发展的“拦

路虎”。最近几年，各地采用了资金倾斜、教师流动支教、

“互联网+”、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等方法支持乡村学校，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些都是外来的力量，未必能改

变乡村学校的根本。要让乡村学校有自身发展的内生力

量，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这几年兴起的项目化学习就

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改变了学与教的方式，让乡村孩

子更好地体会学习的意义，看到自己的力量，进而实现育

人模式的转变。项目化学习，变成了撬动乡村学校变革

的力量。

项目化学习，作为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模

式而被广泛关注和实践。有研究表明，项目化学习强调

对真实世界的关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醒学生

主动学习，对处境不利、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更能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项目化

学习有其独特的优势。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陈素平说：“村庄与学校交融、丰富的在地化资源、

无边界的学习场景、独特的教育生态让乡村学校在当前

正在推进的跨学科教学、新型学习空间与学习方式转型

等未来教育改革中，天然地少了很多掣肘。”乡村“小班

小校”，具有得天独厚的实施项目化学习的优势。“别以

为这是很难的挑战，其实这是还学习以本来意义。对乡

村学校更为重要，他们不能仅仅以城区学生的学业要求

作为参照。乡村教育要以培养乡村建设者为责任。”省

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说。

走进瑞安市马屿镇清祥小学，人们

一定会惊叹于校园围墙上美丽的墙

绘。基于“学校需翻新校园围墙，如果外

包给墙绘公司预计要花12万元的经费，

还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的真实问题，教

师让学生经历像艺术家一样的创作过

程，绘制了校园围墙。这一活动仅花了

4万元材料费，结果学生不仅获得了独特

的体验，还走出学校、走进村庄，了解了

更多的家乡风情。近期，该校还开发了

“绿道探险家”主题项目，利用校园周边

在地化资源，以定向的方式将道路景点

与学科实践项目相融……这所典型的以

“空间美育”“项目化学习”为切入点的乡

村学校，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一个生命

更精彩”。

位于“千年瓯窑，坦头遗址”的永嘉

县罗东小学是所百年老校，只有6个教

学班，在校学生172人，教师17人。目

前学校承担了14个行政村适龄儿童小

学阶段的义务教育任务，2019年起被

慧中公学托管。学校地处温州瓯窑小

镇，借助当地资源，罗东小学华丽变身，

成了网红小学。学校充分利用瓯窑小

镇的文化资源和师资，设计了瓯窑博物

馆、体验馆、制作室等，并将课堂延伸至

瓯越小镇的非遗场馆中。学校入选全

国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例。校长

夏朝碎告诉记者，学校在2006年就开

设了校本课程“走进瓯窑”，编写了特

色教材，近期以“瓯窑云展策展师”项

目对课程进行了升级。以“温州市即将

召开云上乡村博物馆征集活动，作为瓯

窑特色的学校小主人，我们如何策划一

场云上瓯窑博物馆？”为驱动性问题，基

于乡村学生学情，融合语文、艺术、科

学、信息等学科进行项目化学习，最终

形成了“云上瓯窑儿童博物馆”项目成

果网络版。

让学生们动真格地解决问题，也让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高涨，会真实地影响

到他们的自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可

以让世界变美好的，参加本次活动的一

位校长这样说。

项目化学习为乡村学生的未来创造

了更多可能。在安吉县第七小学，学生

们基于“双减”政策中提出的学生应午睡

的要求，设计了可午睡的课桌椅。学生

们经历了“体验共情，聚焦问题”，到“搭

建支架，建模优化”，再到“前置量规，复

盘迭代”的学习全过程。校长顾月红说，

学生被真实问题吸引，迸发出无限的热

情，而设计方案被当地厂家采纳，即将量

产，给了学生很多鼓励。乐清市智仁乡

寄宿小学留守学生和单亲家庭学生有不

少，也有少数特殊学生，学校许多学生通

过“诗意阅读与写作”这一项目化学习获

得成长自信。他们从项目中汲取力量，

向上成长，甚至改变了自己未来的人生

轨迹。从项目学习到育人为本，教师在

乡村学校成为“宝藏教师”“宝藏校长”，

学生成为“宝藏学生”。

“把问题当资源，让学习真实发

生。学生发现自己居然还能完成如此

‘大事’，这些平日很少得到激励的孩子

终于看到自己的力量。”张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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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开展“诗经里的植物”项目
化户外教学。 （本报通讯员 吕淑斌 摄）

瑞安市曹村镇第二小学学生在稻田插秧。 （本报通讯员 张蓓蕾 摄）

永嘉县罗东小学学生在参与瓯窑课程。
（本报通讯员 王雯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