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1日，长兴县泗安镇实验小学开展“多彩民俗
送祝福，民族团结迎新春”活动，学生通过剪窗花、写春
联等形式，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期望，迎接龙年新春。图
为教师正在为学生讲解剪窗花的步骤要领。

（本报通讯员 王徐超 摄）

剪窗花 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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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同学们，新加坡的同学即将来杭研

学，让我们成为家乡代言人，为他们介绍

杭州特色吧！”语文教师孙杨话音刚落，

学生们便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撰写西

湖十景的“代言词”，小组合作绘制东坡

肉的膳食海报，排练课本剧介绍中国茶

文化和西湖龙井……这是杭州市文三

教育集团于本学期开设的“大美杭州代

言人”主题学习课程内容，也是学校开

展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文三教育集团坚持“简教

丰学”的教学改革理念，贯彻落实《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

版）》，创新研发主题集成、操作路径、学

习评价三张图谱，探索跨学科主题学习

和课程协同发展之路。

主题图谱整合学习内容
在“简教丰学”这条路上，文三教育

集团已经走了10余年。早在2011年，

学校便立足国家课程主阵地，提出精简

教学环节，把课堂更多的时间和空间留

给学生。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学校的

课程开发和建设不断优化，学生的创新

精神、开拓意识、实践能力都得到发展。

当2022年版课程方案发布后，基于

其中“各门课程用不少于10%的课时设

计跨学科主题学习”这一要求，总校长杨

凌英决定将学校的“简教丰学”改革聚焦

到课程协同发展上，积极探索跨学科主

题学习。“跨学科学习中的‘简教丰学’是

指简化学科间的重复内容，丰富学科间

的相互支撑力，进而培养学生的跨学科

理解力和综合创造力。”杨凌英说。

为了扎实推进国家课程校本化实

施，学校决定从主题入手，把主题和学

校“全面+个性”的育人目标相结合，形

成三大领域九大主题：人与自我——

自我管理、自我成长、自我完善，人与

自然——自然风光、科学技术、创意发

展，人与社会——学校生活、课外生

活、文化风俗。各学科教研组都以这

三大领域九大主题为基础，深挖教材

内容，寻找不同年级、不同学科教材中

具有关联性的章节或知识点进行梳理

整合，形成一份展示学科的核心知识

和能力、准确定位学科之间关联点的

跨学科学习主题图谱。

文三街小学校区的语文教研组组

长张璐收到制作语文学科主题图谱的

任务后，决定以校区为单位，开展跨年

级、跨学科的教研讨论。她清楚地记得

2023年暑假期间的一次教研交流会

上，所有学科的教师都带着教材前来，

大家不停地翻阅教材挖掘材料。在翻

到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时，科

学教师想到这一单元的习作《介绍一种

事物》与科学教材四年级上册中的《营

养要均衡》有一定关联，美术教师提出

还可以关联美术教材四年级下册中的

《茶香四溢》等教学内容。于是，3个学

科的教师一起讨论，最终围绕说明文写

作这一知识点设计出了融合综合实践、

科学、美术等内容的“大美杭州代言人”

学习主题。张璐告诉记者，目前在语文

学科主题图谱里，像这样的跨学科学习

主题已有22个。

操作图谱导航学习过程
初步设计出主题图谱之后，张璐还

需要联系其他校区的语文教师和相关学

科教研组组长进行讨论交流，充分发挥

整个教育集团大教研模式的优势，对主

题图谱进行修改和更新。在每两个月一

次的阶段性总结交流中，学校还会邀请

专家进校集中研讨，进一步完善图谱。

“明确了学习主题之后，各学科还

要设计不同的教学路径，即制作操作图

谱。”学校教学校长汤佳绮介绍，操作图

谱没有固定的范式，各教研组可以依据

学科特点自行研究设计。

这给了科学教研组组长徐佳俊“脑

洞大开”的空间。2022年版科学课程

标准中提出，科学课程指向的核心素养

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

度责任。以此为基础，徐佳俊带领组内

教师构建了包括动机激发、认知冲突、

自我建构、自我监控和应用迁移在内的

五大教学原理，再根据小学科学课程的

两大主题——工程设计和科学探究，分

别设计出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

为了推动跨学科主题学习在课堂

中的落实，学校还设计了3种实施样

态。一是基于单课时的跨学科学习，采

用“环节嵌入式图谱”模式，减少同一知

识点的重复频率，推动教材内容进一步

整合；二是基于学科间10%课时的跨学

科学习，采用“进阶联动式图谱”模式，

促进学科联动授课，加强学科协同；三

是基于超学科活动，采用“项目统整式

图谱”模式，以学程日、学程周、学程礼

和学程节推进跨学科主题学习。

评价图谱呈现学习成果
收集陀螺历史文化的相关信息，

研究计算陀螺面和杆长的比值，亲手

设计制作“最强陀螺”，用颜料创作陀

螺画……几节关于“玩转陀螺”的课程

学习下来，六（4）班学生陆轩然收获满

满。他欣喜地表示，没想到在玩陀螺的

过程中能学到这么多知识，原本单调的

数学课居然能“玩”出这么多的花样。

拿到课程评价表后，陆轩然还对自己作

了一番审视，认为自己能够及时解决陀

螺旋转中的问题、会用数学的眼光和思

维看待问题，于是，他在“学生自评”这

一栏全画了五颗星。

在汤佳绮看来，教学评价不仅是一

种了解学生学习状况的工具，更是优化

教学方式的重要手段，对教学起导向作

用，因此学校专门建立了跨学科综合性

学习评价体系和跨学科表现性评价量

表，作为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评价图谱。

其中，综合性学习评价包括形成性

评价中的学习规划、信息处理、知识运

用、成果展示和终结性评价中的组织协

调、解决问题、综合运用、总结反思。跨

学科表现性评价则从学科知识（知识、

理解和应用）、跨学科能力（学习规划、

信息处理、知识运用和成果展示）、综合

素养（组织协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综

合运用能力和总结反思能力）3个维度

11项指标进行评价，并采用自我、同

伴、教师和家长共同评价的方式。

“以前，跨学科学习更趋向于综合

实践活动，评价是‘百家姓’；现在，有了

学科主轴，评价也就有了‘学科姓’。”汤

佳绮说。比如，科学课程的表现性评价

分态度习惯、学业水平日常表现、期末

纸笔测试3个方面；数学课程围绕知识

运用、积极参与、问题解决、数学表达开

展过程性评价；劳动课程则将学生的劳

动学习态度、劳动成果与项目考察进行

整合纳入评价。

经过改革，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评价

方式逐渐优化，学生对跨学科主题学习

的热情逐渐高涨，杨凌英告诉记者，接下

来学校将继续发挥“简教丰学”改革特色，

不断优化主题图谱、操作图谱、评价图谱，

努力培养“全面+个性”的文三学子。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团：

““简教丰学简教丰学””，，三张图谱牵引跨学科学三张图谱牵引跨学科学习习

本报讯（通讯员 徐媛媛）近日，在

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的白鹭洲

中草药盆栽实践基地里，学生们趁着冬

日暖阳，扛起锄头、铁锹，下地“寻宝”。

“黄岩蜜橘红叮咚，院桥荸荠三根葱。”学

生们寻的，正是被誉为“院桥三宝”之一

的荸荠。

教师吴芳芳向学生们介绍了挖荸荠

的步骤：锹—铲—捡—装。讲解完后，学

生们便拿着自带的工具挖起了荸荠。只

见他们把铁锹插进泥土中，双脚站上去

用力一踩，土就被翻开了，露出一个个硕

大的荸荠。不到半个小时，荸荠就装满

了两大箩筐。随后，学生们开始洗荸荠、

削荸荠。技术熟练的，削荸荠皮还能从

头到尾不断。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

把削好的荸荠制作成糖葫芦。“糖葫芦我

吃过不少，但荸荠做的我还是第一次吃，

可真稀奇！”二（1）班学生张璐阅拿着晶

莹剔透的“冰糖荸荠”说道。

近年来，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家

乡，提升科学探索能力，院桥小学因地

制宜开设了“荸荠的科学畅想”主题课

程。学生们在教师的带领下亲手种植

荸荠，学习制作自动滴灌工具、电子监

控机器人等，还制作了手绘宣传海报及

短视频，纷纷化作“小主播”为家乡特产

宣传代言。

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中心小学：荸荠翻滚，劳动火热

海宁市袁花小学：
学生编导话剧纪念金庸
百年诞辰

本报讯（通讯员 沈晓飞）几张仿民国时期

的桌凳、一群身着民国服饰的学生，仿佛回到

20世纪30年代，童年“金庸”正坐在教室里的长

条凳上专注地看着武侠小说《荒江女侠》……1月

10日，海宁市袁花小学“侠”课程社团学生自编自

导的话剧《侠客·行》在校内亮相，受到师生们的

一致好评，也拉开了学校纪念金庸百年诞辰系列

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话剧《侠客·行》是学生们利用课

余时间查阅资料自编自导的，再现了金庸求学

时接触武侠启蒙书《荒江女侠》、编撰人生第一

张报纸校刊《喔喔啼》的经历。在这两个故事

的铺垫下，话剧还对“侠”的精神内涵作了诠释

和宣讲。

作为金庸的母校，袁花小学以“侠”为主题开

设了系列特色课程，如“侠故事宣讲员”“武术侠

客班”“寻访侠踪迹”等，紧扣“侠之大者为国为

民”的内核引领学生进行多样化的学习和交流，

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绍兴市上虞区天香小学：
学校巧变非遗体验馆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日前，近20项上虞

区非遗项目通过游园集市、新年戏台、非遗课堂

等形式走进绍兴市上虞区天香小学。学生们连

连惊呼：“我们的学校变成非遗体验馆啦！”

“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

台，才貌双全……”“梁祝传说”国遗保护传承主

题专场演出在学校一楼报告厅精彩上演。上虞

本土戏曲艺术家们用婉约轻灵的唱腔、诙谐的

舞台动作等，让学生感受到越剧文化的内涵和

艺术感染力。在学校开设的15个非遗体验区

里，越窑青瓷烧制技艺、越绣、竹编、锡器制作技

艺、崧厦工艺伞制作技艺等各展其美。

据了解，本次活动还通过直播“链接”给了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第一小学的师生

们，在做活非遗传承的同时架起了教育共富的

“金桥”。

1月14日，在腊八节即将到来之际，温岭市
箬横镇中心小学举办了“浓情腊八，同‘粥’共吉”
腊八节文明传习活动。学生们将各自带来的食
材清洗后汇聚到锅里，在教师的带领下共同熬煮
腊八粥。学生代表还化身暖心大使将熬好的腊
八粥装进饭盒，在医院、社区、派出所、青少年宫
等场所设点发放。图为学生在煮粥间隙制作糖
画、冰糖葫芦等小吃。

（本报通讯员 朱国兵 张 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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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何 洁 乌雯雯）
“我们种的阿克苏苹果到啦！”不久前，宁

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的师生们

收到了220箱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原来，早在2022年的植树节，学校组

织师生参加了“我有一棵树，长在阿克苏”

援疆助农扶农公益植树活动，用义卖所得

善款认领了33棵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树。

当年12月，学校首次收到来自阿克苏的

330箱冰糖心苹果。

这是师生们第二次收到来自阿克苏

的苹果。“第一次收到苹果时，我们每人

分到好几个，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吃，他

们都觉得很甜。这次收到苹果，大家都

抢着尝味道，还是又脆又甜！”501班学

生张明轩笑着和同学一起分享刚收到的

苹果。

吃过苹果的第二天，该校组织了“我

有一册书，赠予阿克苏”大型图书捐赠活

动。学生们纷纷拿出自己喜爱的书籍，

随之赠上的还有他们一笔一画写下的对

阿克苏小伙伴的祝福。本次活动共募集

图书1117册，已于日前通过奉化区教育

局寄往阿克苏。

嘉兴市第三中学：
清廉长廊扬正气

本报讯（通讯员 周雯静）“没想到‘两袖清

风’不仅是清廉故事，还是邮票故事……”最近，

嘉兴市第三中学的清廉长廊上，每天课间都有不

少学生专门路过来打卡。原来，从上周开始，由

学校青少年集邮社主办的“方寸润初心，清廉扬

正气”清廉集邮作品展在这里举办，31幅主题集

邮作品展示了学生们一学期以来学习清廉文化

的成果。

本次集邮作品展分“香远益清”中国清廉文

化、“风清气正”当代清廉楷模两部分，作品均由

学校青少年集邮社高一年级会员精心制作完

成。指导教师盛育表示，学生们在动手收集清廉

主题的邮票、制作邮集内容、撰写集邮心得的过

程中，不仅学到了集邮知识，对清廉文化也有了

更深刻的体会。

“学校一直重视清廉文化建设，每学期都会

有针对性地开展主题活动。”校党政办副主任董

佳慧说，清廉长廊就是学校清廉文化建设的缩

影。从走廊一头的“明德莲韵”清廉角开始，师生

们用展示清廉文化的书签、瓷器、书画等，一点点

地装饰长廊，清廉文化也在校园里扎了根。

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中心小学：植树护绿收获“冰糖心”


